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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京

此时无声此时无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胜有声
——主持人副语言运用解析

摘要：主持人除了运用好有声语言之外，

是否能运用好以表情、动作、体态为主要形式

的副语言，关系到最终的传播效果。本文就主

持人副语言在镜头前应呈现的状态、怎样呈现

以及这些状态在日常生活中怎样养成进行

解析。

关键词：主持人 副语言 传播效果

无论是电视节目主持人，还是网络视频主

持人，要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除了要运用好

有声语言外，还要恰到好处地使用以表情、动

作、体态为主要形式的副语言，这种无声的交

流形成的共鸣和默契是极其微妙、有效的。

副语言方式诉诸视觉，是一种更加容易传

达的沟通方式。有种理论更是认为：“在电视

上，话语是通过视觉形象进行的”，也就是

说，电视上会话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

“语言”。①所以我们应主动地运用好副语言。

那么主持人副语言应该呈现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认为应该是：端庄得体、落落大方；合时

宜、有分寸；真实、自然；状态积极、内紧

外松。

一、主持人服饰应与报道内容和场合等紧

密贴合

副语言方式中最基础但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就是服饰。主持人的服饰应根据不同的出镜场

合进行调整。如在报道重大新闻事件时，最好

以职业化的西装为主，表现出严谨、干练、庄

重、可信的形象；在做灾害性新闻事件的现场

报道时，主持人不能穿得太正式，甚至可以加

一些特殊装备，如救生衣、口罩、手套、安全

帽之类的，不仅可以渲染现场气氛，也可以保

障主持人在现场报道时的安全；在田间地头做

报道时，应选择与被采访的农民、周遭的环境

没有违和感的服装。目前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新

闻节目之外，娱乐新闻节目也开始大量使用现

场主持人报道的形式，如一些颁奖晚会等，由

于报道题材的原因，使得报道本身更加倾向于

娱乐化，为了与周遭环境相协调，有时穿礼服

会比较合适；在做一些主题先行的活动报道

时，穿唐装、旗袍或者是统一的服饰，可增加

可看性。除了服装外，发型、化妆也要符合所

主持节目的现场气氛。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但

凡出镜时，主持人都要考虑到衣服上是否有

字，是否会给观众造成困扰，是否会使观众的

注意力从报道内容中偏离。“语言符号是一切

传播的基础。然而，非语言符号给出的提示，

有时会比语言符号提供的多得多，再丰富的语

言也难以表达深切的心理和情感，而非语言符

号提供一种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的传播效

果。”②

二、主持人的肢体语言应目的明确、简洁

而有分寸

包括面部表情、眼神、肢体动作等诸多表

达因素的体态语中，肢体语言的表意程度最为

明显。主持人除了保证报道内容准确、简洁之

外，要格外注意体态语言信息的丰富性、传达

的复杂性、表现的多样性。当主持人的口头报

道内容和体态语言发生冲突时，观众从画面中

可以判断出哪个渠道的信息更为准确。

同时，主持人在出镜时还要注意肢体语言

的“度”也就是分寸，以及一些不经意的小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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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如果“度”和小动作控制不好，也会影响

传播效果。电视屏幕最大的特点是“夸张”。

它可以把一个在日常生活中看起来毫不起眼的

小动作放大数倍，使得观众看到之后会比身在

现场的人感触更深。如在 2018 年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的“部长通道”中，身穿红色西装的出

镜主持人针对“国有企业的海外资产怎样得到

有效监管”云山雾罩地表述、长篇累牍地提

问，而站在她旁边同样等候采访提问的另一位

身穿蓝色西装的出镜主持人给了她一个惊天大

白眼，这个白眼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也就是一晃

而过，可是通过直播展现在世人眼前时，就引

起了较为广泛地争议；再比如，有的人平时说

话喜欢左右轻微地摇晃，或频繁更换站立重

心，一会左一会右。如果主持人在报道时也这

样，就会让观众觉得眼晕、接收的信息受到干

扰。还有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动作、小习惯，

如果不加注意，都会带到镜头中去。如频繁眨

眼睛、翻白眼、舔嘴唇、习惯性抽鼻涕、清嗓

子、手不知道怎么放总是在动等等。主持人在

出镜时，为了配合有声语言表达，会自然地伸

手示意、身体前倾、转身等，在使用这些示意

性动作时，动作的力度、速度、幅度，都要考

虑到观众收看时的接收习惯，不能过度，可做

恰当设计。

“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对于主持人来说

特别重要。大方得体的身姿、动作演示、身体

位置，对节目会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

先说坐姿。主持人在坐着播新闻或者与嘉

宾对话时，后腰部可以自然挺直；身体可坐在

椅子前端约三分之一处并稍向前倾，如果靠在

椅子后背上并窝在那里，会显得人慵懒、无精

神、状态不积极；两肩放松、双手自然下垂，

如果是有扶手的椅子，最好别把手放在扶手

上，否则图像出来会感觉人被架在那里；两腿

自然弯曲、双脚平落地上；男生双膝并拢或稍

微分开一些，女生的双膝和脚跟必须靠拢或双

脚踝前后交叉；两眼平视前方、尽量使自己心

态放松、心境平和。另外，入座和起身时，动

作要轻盈舒缓，千万别猛坐猛起，正所谓“坐

如磐石，起似浮云”。起身的时候要稳重缓

慢，落座时要保持上身平直，不要含胸驼背，

否则会显得萎靡不振。还要注意的是，不要随

意玩弄桌上的东西或不停抖腿，以免给人以没

有修养的感觉。

怎样的站姿会显得端庄得体、落落大方？

我认为应该是：腰背挺直、挺胸收腹；双肩平

齐、自然向后向下舒展、不要扣肩；不要肩歪

头斜；双臂自然下垂；双腿靠拢，身体的重心

应落于两脚中间并微微向前倾；脑袋顶上，要

像有一根绳子往上拉的感觉，身体要有挺拔

感；男生站立后，两脚跟之间应有一拳的距

离，前脚掌分开；女生站立后，两脚跟应并

拢，前脚掌可分开呈V字形，或一个脚跟抵在

另一只脚的内侧中间凹进去的地方，前脚掌分

开，呈八字形。

在走动时，体态语怎样呈现比较好？首

先，走路要稳，脚后跟要着地，不要蛇行雀

跃，即行走时身体和手臂摆动幅度不要太大，

走路也不要跳跃、步子不规则等。其次，手臂

应该随着步态自如摆动，避免僵硬，避免无意

识的手势过多；站立时，双臂应自然下垂，别

像站军姿一样挺直或双手僵硬五指并拢紧贴裤

缝，也不要双手交叉搭在腹前或手心相对、五

指相扣放在胸前，给人以不舒服的感觉，也要

避免手无意识地画圈或乱动；对着镜头或对着

人站立时，不要左右乱晃；站立时间长的时

候，身子不摇动。总之，除了平时要练习好身

姿、仪容仪态之外，最好在上镜前做准备时，

能够根据内容稍微设置好自己的走位、动作、

手势等。

出镜时，肢体语言要配合有声语言的表

达，不可过多，也千万不要强装自然或个性，

比如把手插在衣服或裤子的兜里，这样会给人

感觉不够庄重；要善于随着内容、情绪的变化

适当地变换动作和姿态，以达到自然、生动活

泼、富有朝气和魅力的效果。

三、面部表情要真实、自然

达尔文说：“面部与身体的富于表达力的

动作，极有助于发挥语言的力量。”③法国作

家罗曼·罗兰也曾说过：“面部表情是多少世

纪培养成功的语言，是比嘴里讲的更复杂到千

播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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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倍的语言。”④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情绪、

喜怒哀乐以及种种复杂的情感，都能从面部表

情上找到相应的答案。情绪也是主持人出镜时

现场感的来源之一，焦虑、紧张、喜悦、斗志

昂扬、痛苦、悲伤，其实就是现场感的一部

分，主持人本人的情绪最能直观地感染观众。

所以主持人要能够“感之于外，受之于心”，

并 能 加 入 自 己 的 理 解 ， 真 实 、 自 然 地 表 现

出来。

四、眼神应坚定、灵动，不要飘忽闪烁，

也不要死盯着镜头、被采访对象或提词器看

很多主持人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怎么看镜头，

如果“死盯着镜头看”，眼神就会显得呆滞、死

板。其实可以试试，看镜头的时候，不要把目

光聚集成一个点，眼神的转移也不要过快，特

别是不要扫视。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动作不会

造成什么影响，可是在出镜时，观众就会觉得

你精力不集中，或者目光闪烁不定，心不在焉

等等。

主持人和被采访对象交流时也要注意眼神

的运用。一是不能死盯着看，二是在提问之后，

镜头推上去给被采访者时，状态不能松懈，不

能眼神转移，思考接下来该问什么或者去看稿

子。否则由于缺少了眼神的交流，被采访者继

续说下去、或者展开来说的想法也会受到一定

的影响。在采访时，主持人眼神应体现出交流

欲望，要鼓励对方说下去，从而抓住重点，继

续深入提问。

总之，“在人际传播中，非语言符号占有很

大的比重。表面上看，似乎主要是通过语言在

交谈，但是交谈中的眼神、表情、声音的高低

等等也含有信息，它们都是很自然的非语言符

号，表达的意思更真切。”⑤在出镜时，一些有

意无意的体态语，都会不知不觉地传递出去，

所以主持人要时刻留意自己的言行对周围的人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同时，

无论是眼神、身姿、手势等都应该积极、放松、

自然地配合有声语言的传播。只有平时多加注

意，多进行形体训练及手眼身法步的训练，明

白“手为势，眼为灵，身为主，法为源，步为

根”的道理，那么就会逐步达到在镜头前端庄

得体、落落大方；合时宜、有分寸；真实、自

然；积极、内紧外松的状态，就会让副语言达

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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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天猫“‘3·8’女王节”活

动中，消费数据已然向市场传递了这个乐观的结

果——超过2万个品牌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00%。

其中，淘宝直播引导的成交额同比增加了264%，

最高一天直接带动的销售额增加了650%。

基于此，电台营销人员应当做好准备，在

领会当前各项消费政策的基础上，预测、判

断未来一两个月的消费趋势，提早联合品牌

共同介入，蓄势待发。联合文旅产业、家电

企业等推广宣传网上商城消费券，联合房产

企业推出线上“共建家园生活美学”节目……

以内容营销为主，创新营销机制，推进服务

复苏、刺激消费需求，在防控疫情的同时做

好提振消费的准备工作，以谋求新的商机与

出路。

针对不可预计的“黑天鹅”事件，快速反

应、灵活应对才是转危为安之道。疫情对于电

台营销而言，是挑战也是机遇，广播营销应该

继续保持突围态势，前路漫漫，唯有实干。

（作者单位：浙江电台音乐调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