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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闻监督类节目作为媒体服务百姓、

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平台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

注，因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和专业性，要求

节目主持人必须要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如何

在新媒体时代的背景下，更好地提升播音主持

业务能力，是每一位新闻监督类节目主持人需

要思考的新课题。笔者从近 20年的工作经历谈

起，探讨如何提升新闻监督类节目的主持技巧，

以进一步提升节目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关键词：新闻监督类节目 播音主持 业

务能力

新闻类节目主持人大致可分为播报类、现

场报道类、访谈类和评论类节目主持人。不同

类型的节目对主持人的要求有所不同，一名优

秀的新闻类节目主持人对于节目所起到的作用

至关重要。对于监督类节目的主持人而言，则

又有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具备一般新闻类节

目主持人的综合素质；更因为承担了媒体监督

的责任，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在观点表达、

沟通技巧和节目掌控能力方面还需要有更为突

出的表现。

新闻监督类节目主持技巧刍议新闻监督类节目主持技巧刍议
王 巍

二是这样拍摄的时间持续不会长；三是这样拍

摄的镜头不稳。即使小摄像机广泛使用的今天，

也有很多摄像记者会出现这种现象，有的甚至

用左手托着摄像机进行拍摄。虽然这是个人习

惯，但用这种姿势拍摄，镜头的稳定性必然是

欠缺的。正确的拍摄姿势其实应该是两只手要

尽量分开，这样不仅拍摄的姿势有气势；同时

也使镜头更加稳固。

（二）练就扎实的基本功

由于技术设备有限，通常我们除了在拍摄

时政新闻和专题片使用三脚架外，一般的民生

新闻，特别是突发性新闻都不太使用三脚架。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拍摄时的呼吸控制

能力。特别是在单个人物采访中，若摄像记者

在呼吸控制方面欠缺，那么坚持不了多久，镜

头就会摇晃起来。因此，摄像记者平时需要加

强身体锻炼，增加肺活量，采访时要学会平顺

控制呼吸，在拍摄镜头时掌握顺畅憋气呼气，

才能拍出稳定有效的镜头。

练就扎实的基本功，才能在关键时候运用

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才能拍出拿得出手的画

面，做出站得住脚的新闻。

（三）现场采访要有气势

新闻摄像记者现场采访要有气势(这里讲的

气势，不是咄咄逼人的气势)。人的气势从哪里

来，笔者以为应该是从平时良好的习惯养成和

练就扎实的基本功中来。通常一些突发事件或

者一些重大主题报道，媒体想做独家报道已变

得几乎不可能。这类新闻往往现场各家媒体纷

至沓来，而且会造成人山人海的场面。这种时

候就要拼气势，你越有气势，人家越相信你，

就会越容易接受采访。而且这个时候各家媒体

的记者都是在抢在拼，你表现得软绵绵，就等

于没有信心，就会被挤被推，更别想在抢时间、

抢位置、抢镜头方面占上风。这样的气势体现

在哪里？就体现在你拍摄的架势上。肩抗摄像

机，两手最大程度撑开，两脚适度分开，不但

能够确保镜头的完美和构图的稳定，还能让摄

像记者站出拍摄的气势。

（作者单位：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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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监督类节目是政府职能部门与人民群

众沟通的桥梁,节目要发挥出最佳传播效果和实

现可持续稳定的发展,必须对主持人的综合素质

进行提升。只有新闻监督类节目主持人具备较

强的综合素质,才能充分把握舆论的正确导向,做

到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新媒体时代背景

下，对于新闻类节目，尤其是监督类的问政节

目，更考验着一名主持人的主持技巧。以下将

从新闻监督类节目主持人的精准表达、强大的

新闻评论能力和创新理念等方面进行阐述。

一、主持人精准的表达能力代表了节目的

系质和品质

语言表达能力是新闻类节目主持人的基本

功，一名优秀的新闻监督类节目主持人不仅要

具备强大的新闻播报能力，还需要有严密的逻

辑思维能力、丰富的词汇运用能力和精准的表

达能力。

首先要规范精准的表达。主持人在节目中

代表着节目和平台的形象，无论话语方式如何

改变，都不能忽视语言的规范性。这也要求新

闻监督类节目主持人要加强日常基本功的训练，

在节目主持的过程中，更不能为哗众取宠而标

新立异，不随意使用网络流行语，不过度调侃。

受众对于新闻监督类节目的主持人和娱乐类节

目的主持人要求不同，好的新闻类节目主持人

应当自觉维护好语言表达的规范性。

其次，要注意慎用简称，少用文件上的专

业术语，多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在普遍认同

和易于理解的表达方面，使用简称和专业术语

没有问题，例如“新冠疫情”“交强险”等，但

有些简称和专业术语，一般老百姓难以理解，

例如，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说成“居

保”，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说成“职保”，

这么随意的简称听众听起来别扭，理解起来也

有困难，容易造成误解。

精准的表达也是有效沟通的前提，作为新

闻监督类栏目的主持人要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

从角色定位出发确认好自己的身份认同感。沟

通效果是不是理想，能不能达成良好的沟通效

果，主持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些新闻监

督类节目主持人在直播过程中高高在上,和嘉宾

对话的时候咄咄逼人、穷追猛打，处处以追求

轰动效应为首要标准，误以为这就是主持能力

的体现，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不可否认，

新闻监督类栏目的主持人占据着很强的平台优

势，作为主持人应该深刻理解到你所掌握的话

语权是节目所赋予的，你代表的是节目，甚至

是节目播出的平台。因此，主持人是否具有精

准的表达能力也代表着节目的素质和品位。

二、新闻评论能力是监督类节目主持人应

具备的基本素质

如今的受众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地从媒体

获取信息，而更加注重主持人在传播信息的过

程中，将信息予以解读和评论。因此，新闻监

督类节目的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除了需要有

精准的表达能力以外，还需要具备强大的新闻

评论能力。新闻评论能力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完成的，需要长期的学习和积累。对于新

闻监督类栏目的主持人而言，不仅要播得清、

播得顺、播得内行，还需追求在日常的节目中，

展示出自身的新闻评论能力。这是新闻监督类

栏目主持人在新媒体时代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

如何提高自己的新闻评论能力，首先要从

节目准备的前期就开始有这方面的意识，需要

熟悉新闻内容的背景，从中提炼观点，引申内

涵，切不可全靠临场发挥。很多新闻监督类栏

目的主持人都曾有过这样的尴尬，面对很好的

一个题材，主持人本该作必要的引申，以深化

主题、强化重点，但是临场发挥时却捉襟见肘、

词不达意，语言重复枯燥、主次不分，使节目

流于平常。究其原因就是主持人前期准备不足，

过度依赖稿件或嘉宾，因而无法在直播过程中

快速生成即兴的新闻评论。改变这样的尴尬局

面，就需要主持人在知识结构、业务能力方面

更加多元和全面。在节目准备期尽早介入，和

记者、编辑共同策划。只有真正做到心中有数，

才能在现场直播过程中，点燃灵感之火，评论

言之有物，提升节目质量。

新闻评论还需要有说服力。说服力不能仰

仗播出平台的优势和节目的影响力。以理服人、

就事论理才能体现出主持人新闻评论的能力。

新闻评论是以摆事实、讲道理贯穿主线的。分

配好二者的比例，做到夹叙夹议、有感而发是

做好新闻评论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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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直播类节目主持人在日常的节目中，

经常会遇到各方意见强烈冲突的时候。有时候

这种观点和意见的碰撞不在于对与错、是与非，

而在于不同身份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角度去

看待同一件事。这个时候，作为新闻监督类节

目主持人要坚守自己的立场，不能被各方观点

所左右，也就是做到不能人云亦云。作为新闻

监督类节目的主持人要设计好引导功能，利用

好不同观点的碰撞体现出节目的价值，进而正

确引领舆论的导向。切不可节目形式是规范的，

而新闻导向和传播内容却是“失范”的。

此外，强大的新闻评论能力还体现在主持

人的个性化特色方面。个性化特色不单是指主

持人在进行新闻评论的时候有自己独特的表达

风格，也指对新闻事件有独到的见解。我们看

到很多优秀的新闻评论员，他们个性化的评论

彰显了独特的个人魅力。好的新闻评论应该做

到给人以启迪。主持人只有具备了新闻评论能

力，才能适应新媒体时代的潮流。新闻监督类

栏目的主持人要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要学会深

入的思考、分析和判断，引领舆论的正确方向。

三、以创新思维提升节目的内涵和深度

新媒体时代，各种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

主持人早已不再是传声筒。与以往的传播方式

相比，如今的技术手段不断更新，也要求主持

人将创新作为不断进取的理念和目标。对新闻

监督类节目主持人来说，主持方式的改变是最

为直观的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是形式的新

颖和独特，而是要求主持人用创新的思维来思

考和主持节目，提升节目的内涵和深度。

人们关注新闻事件一般会从“关联”到

“实用”，再到“兴趣”的三个过程。“关联”指

的是大众第一次获取相关信息会首先考虑和自

己有多大关系。“实用”表明新闻对于受众改变

自身的现状是否有实际指导借鉴。“兴趣”则体

现在节目内容是否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能否激

发自己参与地热情。把握好这三个过程的规律，

新闻节目主持人就可以不断提醒自己，如何借

助创新的主持理念吸引大众广泛关注，切实有

效地发挥节目的舆论引导功能。

例如，在众多问政节目中，北京卫视的

《我为群众办实事之局长走流程》 深受大众好

评。该节目将镜头对准局长和普通劳动者这两

个不同的群体，主持人陪同局长一起走基层，

真实记录局长们隐藏真实身份、深入基层一线、

体验普通劳动者工作、真正走流程的经历。该

节目不同于其他的问政节目，邀请领导来到直

播室和主持人对话，公开向社会和群众进行承

诺，而是用这样一种沉浸式体验的记录，将问

题暴露在领导面前。在主持人与局长和办事群

众的交流过程中，引发社会和大众的强烈共鸣。

这种节目主持方式的变化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

新闻监督类节目主持人和领导们不再“高高在

上”，而是真正地与受众融在一起。

在信息传播不发达的时代，新闻节目主持

人只需要对内容进行专业的编辑和组织，而当

人们的信息需求逐渐提升，尤其是大小屏共振

成为必备之后，受众对于主持人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新闻监督类栏目的主持人应当具备融媒

传播的意识，以创新的理念作为新的主持特质。

当然，新闻监督类节目主持人在创新的方式上

有很多切入点。在内容创新上，可以多注重新

闻事件的故事性，将积极、正能量的，和事关

民生的新闻事件、政策信息加以凸显；在主持

方式的创新上，要打破以往我播你听的固有模

式，多提升互动感和参与感；在主持理念的创

新上，可以多注重新媒体的传播效应，要具有

打通不同媒体之间融合借力的能力。由此，节

目的价值和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才能为受众提

供一个干净清朗的新闻舆论环境，也才能更好

地履行媒体的监督责任。

四、结语

从舆论监督到公德建设，新闻监督类节目

已成为主流媒体服务百姓、参与社会治理的重

要平台。新闻监督类节目的发展已经有20多年

的历史，主持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可以说已经

积累起丰富经验，但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作为新闻监督类节目的主持人如何提升自身和

节目影响力，精准地触达观众、拓展价值，值

得我们共同思考。

（作者单位：嘉兴市广播电视台交通经济频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