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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融媒体环境下，大小屏联动直播日

渐成为常态，并对主持人直播时的语态和技巧

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多屏直播的语态下，怎样

避免网络主播“讨赏”“媚俗”的问题，在“高

高在上”与“贴地飞行”之间寻找平衡，是广

播电视主持人面临的共同挑战。而由于网络直

播的不确定性，要求主持人具备访谈、倾听、

即兴评述等多种能力，以期及时化解现场的突

发状况。本文将探讨和总结主持人如何在提高

互动质量的同时，做好更充分的预案准备以应

对突发状况；如何真情动人，掌握兼具过硬的

主持职业素养，与融媒体时代同频共振。

关键词：融媒体 主持人 直播语态 技巧

融媒体是充分利用媒介载体，将传统媒体

和新媒体融合发展的形式。①包括现在在年轻群

体中盛行的抖音、快手等短视频，都是融媒体

传播过程中的形式之一。传统直播形态以大屏

直播即电视直播为主，直播是线性的、单向的。

随着人们在手机移动终端接收信息“小屏化”

习惯的养成，小屏直播日益深入生活各个角落。

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预言在媒体变革日

新月异的今天再次被推崇，“小屏”媒介以其轻

便性、即时性、独享性，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

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

互联网出现之前，主持人多在演播室或大

型晚会现场，以口播和主持报道为主要形态。

随着互联网兴起及多种新兴媒体技术的发展，

电视新闻播音主持的创作依据、创作对象、创

作环境、创作内容和传播方式等各方面因素都

随之发生深刻变化。越来越多的平台和渠道可

以成为受众选择获取信息的方式，同时受众自

己也在不断地提高新闻发布过程当中的参与度，

传统直播方式已不能满足受众对于现场报道的

需求。大屏小屏互动直播，使两种媒介各展神

通，最终融汇到大屏之上，使得现场报道更加

有深度、更加吸引人，主持人在其中的重要性

日益凸显。本文试以作者及其他主持人的直播

经历为例，对融媒体环境下主持人的多屏直播

语态与技巧策略进行探讨。

一、多屏直播的准备：广义备稿被提到新

高度

广义备稿是广播电视行业对于主持人的常

态化要求。在实践过程中，由于电视节目播出

的时长、内容限制，广义备稿的作用仅呈现在

帮助主持人熟悉稿件内容，达到“言之有物”

的目的。但是随着多屏直播时代的到来，多屏

直播由“主持人说，观众听”变成由主持人和

观众共同完成一场网络直播。特别是在一些大

型直播的现场，主持人不仅要和台下的观众互

动，还要考虑和线上直播的网友互动，这就导

致主持人不仅要对直播台本内容十分熟悉，更

要对直播地点、直播主题的相关延伸内容非常

熟悉，才能更好地回答网友的提问。

笔者曾参与浙江电视台教科影视频道与衢

州开化、江山等地合作的多场旅游景区推荐活

动。在直播过程中，笔者不仅通过对直播地点

的花海、瀑布、乡村美景等实况进行解说，还

在镜头语言之外，用感官感受进一步触动网友

对当地的向往，更要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

知识、交通出行情况进行充分了解，从而在网

友交流提问中能够从容回答。如笔者曾参与的

《流动大舞台——走进江山》直播活动中，由于

舞台背景就搭设在风景如画的江郎山下，我们

融媒语境下主持人的融媒语境下主持人的
多屏直播语态思考多屏直播语态思考
陈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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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广义备稿的方式，不仅介绍了当地的风土

人情、休闲方式、著名小吃，还对春节郊游穿

搭、如何更好地在当地拍照等内容进行直播介

绍，取得了良好的互动效果。

在广义备稿方面，笔者总结了三个必备、

三个选备的经验。“三个必备”是指“和直播

主题相关的背景知识必备”“和直播主题相近

的生活常识必备”“和直播所在地相关的人文

历史知识必备”。“三个选备”是指“和活动

主题相关的生活常识选备”“当地近期热点话

题选备”“当下流行话题与当地可能结合的点

选备”。笔者会根据直播准备时间的长短，按

照先做必备，再做选备的要求进行广义备稿。

在广义备稿的信息来源上，笔者也总结了

三个渠道：即走访当地熟悉历史文化的人物，

充分挖掘当地故事；阅读当地出版的文化历史

书籍；阅读当地政府的主要工作报告、主要新

闻媒体官方发布的微博微信等内容。

二、多屏直播的语态：符合互联网语境，

而非单一播报语态。

多屏直播对主持人最大的考验就是语态。

语态的问题核心在于处理主持人与受众的关系。

电视文化为观众传递核心信息的同时，也要满

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为他们带去更为

丰富的体验。②主持人就是这种丰富体验的创造

者。要提高电视节目的体验价值，就要提高体

验元素的含量，如娱乐因素、文化因素、价值

因素等。

笔者将多屏直播的语态定位为互联网语境

下的交流语态。即使用非传统广播电视主持人

播报式的语态，但也要避免成为朋友聊天的随

意感，保持主持人播报的节奏感、紧凑度和足

够的信息量。近年来，笔者从网络化入手进行

创新，组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融媒体互动脱

口秀栏目《新闻亮晶晶》。在节目中，语言表述

风格摆脱了过去的严肃、枯燥的新闻导语，而

采用更加新颖的网络语言样态，结合微博、微

信和抖音，线上线下同步互动，从网友的留言

入手，进行贴合、幽默的表述，使得新闻更有

趣、更有料，更接地气。

在主持 《新闻亮晶晶》 这档节目时，笔者

总结了掌握语态的几种方法。

（一）摸准网友心态，语言避免说教

网友对于电视节目最反感的一种形态就是

冰冷的说教。“这样做是不对的”，“莫伸手，伸

手必被捉”等语言，在电视时代是主持人和编

辑的惯用语，但是到了网络时代，这样的说教

显得呆板和冰冷，所以笔者在主持过程中，会

首先关注网络上的整体情绪，阅读网友们在新

闻背后的留言，揣摩他们的心态和语态，在网

友们观点比较正面和积极的时候，充分“因势

利导”，做好语言和观点的输出，使用网友的留

言拉近距离。但如果网友的整体评论有失客观，

甚至出现导向问题时，也要有义正言辞的反驳，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二） 坚持“邻家姐妹”的真诚，不说客

套话

近年来，在一些正能量的新闻背后，也出

现了“为这样的好人点赞”这样的“套话式”

表述。这种表达容易让网友产生反感，主要原

因是表达方式不够真诚，给网友一种敷衍了事

的感觉。笔者在内容创作过程中，就和团队立

下了“规矩”：拒绝敷衍式套话，夸人要夸细

节，批评也要批评出原因，吐槽更要吐槽到痛

点。借助信息的串接、整合与整理，利用好不

同新闻之间的串接等方式，真诚说话。

（三）善用网络流行语

近年来，网络流行语伴随着亚文化等话题，

成为了主持界的一个争论焦点，要不要用流行

语、如何使用流行语成为了业内争论的焦点。

从主持 《新闻亮晶晶》 的实践来看，巧用网络

流行语成为了节目收视、网络分发的高点，也

成了网友互动比较密集的频点。网络流行语的

使用在客观上拉近了和网友的距离。但是，网

络流行语的使用也必须有度：脱胎于游戏词汇、

网络“脏话”的内容坚决不用，有影响、误导

年轻人的坚决不用，有对历史、文化、成语典

故进行随意篡改的坚决不用。在这一点上，央

视主持人朱广权就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朱

广权从诸多的央视主持人中脱颖而出，其最大

的标签就是“接地气”。这个标签获得的最主要

原因是，朱广权本人的主持稿件善用网络用语，

特别是“押韵四六句”的口头禅式语言，更是

吸引了网友的点赞。比如，2017年1月26日晚

播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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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央视新闻》 里，朱广权著名的口播导语中

提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地球不爆炸，我们

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风里雨里

节日里，我们都在这里等着你。没有四季，只

有两季，你看就是旺季，你换台就是淡季。”这

是对网络流行语的一次重构，但是由这段内容

展示出电视人坚守的初心和使命，贴切、恰当，

并且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

三、多屏直播的形态：拒绝墨守 活字当头

在活动直播过程中，主持人要有良好的场

景感。只有这样，才能极大程度地调动观众的

情绪，使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观众虽然不能

到现场亲自参与节目，但在不同的地点，却可

以同一时间观看到节目，能够获得心理上的接

近性，获得满足感。建立好这种场景感，首先

就要打破演播室的规矩感：主播装出镜，一动

不动播报，这只能让场景与主持人更加割裂，

难以形成有效的融入。

笔者在多屏直播时，首先打破的就是场景

的疏离感。主持人可以随意走动，受众的视线

也是流动性的——主播介绍到哪里，大家就看

到哪里。如浙江电视台新闻频道在世界博物馆

日来临之际组织的浙江省博物馆、中国茶叶博

物馆和扇博物馆探访就是这样的流动性直播形

态。在这样的语境下，主持人不能拘谨，表情

要随和，语言要轻松，甚至可以用平时跟朋友

打招呼的方式面对镜头与小屏之外的网友。

场景感的实现也可以通过主持人的现场游

戏等多种形式进行带动。以康辉、撒贝宁、尼

格买提、朱广权开展的首次抖音网络直播带货

为例，和平时正襟危坐地在演播室播报新闻不

同，也和其他固定坐在镜头前，“怼脸”卖货的

直播间不同，他们将场地挪到了一个卖场门店，

4 位主持人在现场自由走动，介绍展示产品，

直播的镜头多角度切换，看着更像是一个综艺

节目。活动过程中，4 人采取了 2 人组队的 PK

模式，插科打诨，以一种轻松幽默的形式，瞬

间拉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当原本“高不可攀”

的央视主持人开始接地气，展现出多元、包容、

年轻态的新形象时，他们便能迅速突破各种圈

层，影响力也就更为深远。他们直播带货带给

人们的一方面是新鲜感，另一方面是足够权威

的官方信用背书。这使得产品的信誉度和美誉

度得以提升。

场景感也同样考验主持人的现场调动能力。

笔者在直播实践中发现，可以通过现场访谈、

倾听、体验等形式，使活动现场的观众有较强

的参与感，也让各端口的观众被节目所吸引。

如在直播活动中，播放主持人现场吃东西的视

频，给观众以强烈的刺激性感受。

四、多屏直播的品牌化：用真实带动个性

用个性张扬风格

“真实是美的第一要义”，节目主持人应当

是真实的，尤其是直播活动中决不允许主持人

有表演味儿，让现场及网络上的观众觉得矫揉

造作。真情是主持人获得信任的关键。主持人

有血有肉，有丰富的情感和真切的喜怒哀乐，

Ta以第一人称出现，或叙事或抒情或评议。只

有以真情实感去和受众沟通交流、打动他们，

才能赢得受众的信任。很多节目主持人的成功

在于发挥了“真实”“真情”动人心的功效，节

目才得以收视长虹。

在近年来短视频平台的竞争格局中，个性

化表达、人格化标签成为一些账号成功的关键

因子。毫无个性的账号没有办法收获粉丝，个

性突显的账号往往能够成为网友们喜爱的账号。

在个性化表达上，传统短视频平台的头部广电

主持人，往往也是传统广播电视个性化主持人

的外延。如安徽省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小川在

抖音平台上有超过 510 万的粉丝，这与其常年

在安徽卫视早间读报节目中形成的独到语态和

个性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只有具有个性

的广播电视主持人，才有可能在多屏直播的网

络平台上收获网友的青睐，而在网络平台本身

就毫无个性的主持人，在多屏直播端成功的概

率也会比较低。

在与笔者合作的主持人中，浙江电视台教

科影视频道的主持人小强在 《小强热线》 中就

以轻松、自然、亲和的直播形态，赢得了广大

观众的好评。在与小强合作的多个融媒直播中，

小强的电视个性在多平台得到进一步的施展，

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如以小强个人品牌联

合杭州市政府、湖北恩施州开展的扶贫直播活

动中，主持人小强表现出的亲和、自然，善用

播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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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语言描述细节体验。《小强说》抖音号，直

播体验感很强，新闻主播可以用带情感的词语

和肢体语言等表达自己对于现场的第一观感，

主播的感受往往正是大多数网友最想体会的。

在一定程度上，观众对细节的兴趣与体验往往

胜过对整个直播活动走向的关注。有些体验式

报道越是细节到位，越能让隔着手机屏幕的受

众感同身受，并受到直播观众的广泛赞誉，直

播活动也因此取得良好的效果。

五、结语

主持人是大众传媒的个人化形式。大众传

播的实质就是传递信息、交流情感和互相沟通。

主持人是节目信息与情感的载体，是节目思想

的体现者，也是节目最醒目的标识。主持人应

当提升自身的即兴评述的表达能力，转变传统

的文本操作，真正发挥主持人的灵性和智慧。

在信息化时代，现场主持方式愈加倾向于交流

化、现场化和网络化，主持人不应再死板地依

循节目流程，而是时刻观察受众的反映，学会

倾听，跳脱传统的束缚，了解观众的喜好，只

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主持人的主观能动性，

为良好交流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①张有缘，《融媒体时代播音主持的应变与

坚守》，《新闻研究导刊》，2018年第24期，第

17页。

②巩晓亮，《电视节目主持人品牌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出版，第4页。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教科影视频道）

播音主持

随着我国电子商务与互联网的不断发展，

媒体融合日渐深入，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当

下的媒体主持人被赋予了新的工作内容。本文

旨在从主持人个人 IP 打造、角色变化、目标群

体等方面探讨在融媒时代主持人如何完成角色

重塑。

2020 年的疫情改变了我国不少领域的商业

结构和运营模式，在广播领域同样如此，由传

统的线下广播逐渐演变为线上广播与线下广播

相结合的全方位立体融合媒体生态圈。受疫情

的影响，车载广播领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只有

大概31%的用户还在使用车载广播，其全年播放

率更是下架了 1.8%，听众规模也由去年的 6.82

亿减少到了6.62亿。①疫情的出现虽然对传统的

广播媒体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但是也为互联网广

播的方式带来了新生，超过 82.8% 的人在疫情

宅家期间使用互联网来收听电子广播。②

在这个大背景下，浙江电台城市之声较好

地完成了融媒背景下传统的广播方式转型。《城

市之声》 利用多家短视频以及直播平台多方输

出，收获了更多的受众。在这期间，不少主持

人也在自己的主持风格、语言表述能力和盈利

模式等方面做出了改变。

一、重塑IP，提高竞争力

个人 IP 简单来讲是个人的人设与个人影响

力的一个统称。在广播领域，主持人拥有良好

个人 IP 最主要的表现是能够做到主持人与节目

的高度融合，当人们在想起这个节目的时候就

能够想到这个主持人。比如，天津相声广播中

的《包袱抖不完》，杭州交通经济广播的《我的

汽车有话说》，这些经典的节目都与某一位主持

人进行了深度的绑定，也逐渐成为了主持人表

达自己独特观点的重要平台。

不同的广播载体也对主持人提出了不同的

挑战。传统广播是有声广播，而在融媒背景下，

主持人不仅仅只需要语音播报，还需要做到多

面化，能够根据不同平台的要求对自己的节目

做出多元化的优化，对传统的播音演出形式附

加上表演的价值，在演出的过程中主持人要熟

练运用各个平台，在微信公众号平台要能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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