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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旧媒体的

不断融合发展，电视节目创作者和受众之间产

生了诸多不同于主流审美的新型审美需求和趋

势。本文主要探究主持人如何辩证地看待网络

时代的新型审美趋势，针对不同的审美情绪进

行自我反思与引导。

关键词：主持人 创作者 审美需求

随着网络和个人移动终端的普及化，网

络时代，信息的繁杂程度呈几何级数增长，

各类广播电视节目也在网络媒体的传播下进

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但新时代也面临着

新挑战，在网络时代到来的今天，广大人民

群众的审美逐渐产生了一些不同于主流审美

的需求。身为广播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在时

代潮流推动之下，应该如何应对网络时代的

新型审美趋势的考验呢？

一、广播电视节目中的主流审美

广播电视节目的审美，来源于电视节目

的受众和创作者共同形成并认同的一套优质

的榜样模型，且其本质依然是当下社会中的

主流审美本身。可以说，广播电视节目中的

主流审美是受众的一面镜子，当然，无论是

受众还是创作者，对于广播电视节目所展现

出的主流审美都随着时代的变化出现了潜移

默化的更新。

主持人如何面对主持人如何面对
网络时代的新型审美趋势网络时代的新型审美趋势

赵 石

地有着不错的口碑反响。当地的百姓和司乘

人员在开车时都会收听或者向该节目反馈问

题并得以处理。在这档节目成功的背后确实

少不了楚月这位主持人的个人魅力以及在节

目中机智、完美的表现，但在成功的背后也

还有一个出色的策划运营团队。因为节目中

所有受众提出来的问题并不能提前进行预知，

很多时候出现很多棘手的问题，主持人也会

有知识盲区，这时就需要导播和工作人员及

时地跟各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并在节目中以

最快的速度向受众进行反馈。广播节目主持

人所从事的是电台的终端服务，要对自己的

节目以及一言一行负责。这也是终端负责制。

但在节目运行期间，节目的成功与失败并不

能仅仅依靠终端岗位进行全权负责，而是在

节目策划运行的前期和中期服务人员也要对

终端这个岗位以及角色进行负责，即负责终

端制。节目的成功与失败都是相辅相成的，

各职能部门必须时刻明晰各自的职责，相互

协助，相互成就。

七、广播节目须开展良性评审、改版以

适应市场需求

节目创办的初衷是为了更有效地宣传各

类政策方针等，但由于节目长久维持的决定

性因素在于市场。为了节目的长久、有序运

营，节目团队必须“温故而知新”“开展各类

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自我革新”，让所孕育的

节目可以随着时间、社会的发展而“茁壮成

长”，而非“畸形发育”。因此，开展经常性

的调研、良性的评审、节目改版都是非常必

要的手段。

（作者单位：嵊州市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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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立性的新型审美情绪存在及产生

的诱因

随着自媒体等发声渠道的兴起，越来越

多的个人言论被广泛转发，这样生产出来的

内容往往能引起很多相似人群的共鸣，再加

上网络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流量规

则”和管理方式，让这些创作者们更大胆、

更大尺度地去颠覆主流审美。①那为什么会

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笔者认为，其一是新

时代网络社会下人们的新型价值追求；其二

是大量下沉群体的负面宣泄需求。尤其是新

媒体时代，网络世界的海量信息催生大数据

信息算法，同时各大互联网公司建立的网络

基础生态和应用平台使得广大民众随时随地

能够将自身言论发表于网络。网络上的这些

海量信息良莠不齐，且同时对所有人开放浏

览，从而使得网络用户的审美角度和追求发

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例如：“有钱就是成功”

“扮丑就有关注”“炫富是优秀”“漂亮是捷

径”“外国人一味的说中国好就是流量密码”

等等。

三、新型网络审美情绪在广播电视节目

创作中的双向作用

（一） 在新型审美潮流下的主持人对受

众的影响

主持人是在不断发声的一个群体，网络

时代更加放大了意见领袖的话语权。一个优

秀的主持人在正确的价值观的驱使下，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受众的审美选择。例如，

《小强热线》 的主持人小强，在各大新媒体

平台开设创作“小强说”账号，这是主持人

小强在电视节目之余的一种有效补充。因为

受众对其 20 年电视新闻背景的认可，“小强

说”自开设以来，受到了很多互联网用户的

关注。我们看到账号中的视频内容并不是在

演播厅录制的，户外、办公室、车里等各种

生活化的环境都有，但受众喜欢这种“亲

近”的交流方式，并且由于互联网的特性，

观众可以和小强直接交流。在“小强说”的

自我介绍一栏，有一行字：“讨厌哗众取宠，

拒绝道听途说”。这是一名新闻工作者对新

闻客观真实的最强有力的呐喊。通过其创作

的内容，也能看到一个优秀主持人在信息虚

假繁杂的互联网世界里，正在不断拉回一部

分人扭曲的审美，时刻以正能量去影响受

众。

又比如，很多主持人转型为创作者，不

光输出原本既定身份的内容，同时会丰富自

身角色的多样性，展示与传统镜头印象中不

一样的一面。例如，浙江电视台经济生活频

道主持人潘蓉就开设了“主播潘小蓉”的账

号。这里不光有她日常上班的记录，更让受

众喜爱的是，她经常展示主持人幕后的各种

花絮和主持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面。这样的呈

现不仅拉近了她与受众之间的距离，更是一

种流量与关注度的补充。而她的创作也让受

众感受到了主持人的专业特性与可爱的一

面，从而更了解更尊重主持人这个职业。这

无疑是积极正面的审美引导。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由于网络时代

的普及，其发声渠道更加广博，却依然有多

数沉默者。这些沉默者的审美选择很难被主

流视角观照到。这一部分“沉默的人”，虽

然不发声，但绝对不应该被忽略。因此，即

便是在网络时代的浪潮中，主持人的创作也

不能一味地迎合那些“发声”的受众，没发

声的人也需要被“看见”。

（二） 新型审美潮流下的受众对主持人

的影响

当前，网络上的声音已经成了一股不可

忽视的力量，其中受众的审美变化也在不同

程度上改变着传统发声渠道的表达方式。例

如，电台直播节目中，主持人常常转用或者

播放来自网络端的评论，甚至抛起一个话

题，让大家畅所欲言形成一个完整的互动型

节目。这在网络时代到来以前是不可能做到

的事。又比如，电视综艺节目中的环节设

置、话语表达、形象塑造越来越多地来源于

网络。

当然，在这种新型审美的趋势下，主持

人也面临着很多危机。这其中就包括“主

持”本身的危机。例如，随着制作技术的不

断发展，主持人的主持作用在网络时代逐渐

被技术化手段替代。随着社会节奏和受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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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节奏的加快，观众对主持人的需求程度也

在衰减。②主持人在当前媒体环境下的话语

权客观上被削弱了，其功能与创作者高度重

合。这种感受在笔者个人身上尤为明显。

作为一名曾经的综艺方向节目主持人，

其实随着电视环境的变化，工作内容产生的

变化是巨大的。过去是有节目并且做好主持

人的部分即可，而现在是没固定节目并且需

要自行创造项目来参与整体执行。这种变化

是媒体多元发展的结果，是受众的选择，相

信很多人也都面临着这样一种局面。那么如

何破局呢？笔者以为，答案是从单一主持人

到全媒体人，从个体执行者到全方位创作

者。

面对这样的局势，笔者做过很多尝试。

比如，在很多网络平台开设账号创作短视

频，与受众直接交流。比如抖音上个人账号

的创作是从流量数据和留言状况来分析下一

个选题，这是受众决定的。笔者曾尝试做不

同于主持人的领域，比如剧情号 《赵镜子先

生》，创作情感出租车系列，首条即破百万

赞。

与此同时，在台里的官方网络平台上，

我们也积极踊跃地进行创作。2021年底在朋

友圈里刷屏的抗疫 MV 作品 《浙世界那么多

人》 就是由笔者和主持人黄臻重新填词演唱

创作的。这个作品在全网达到 5 亿次播放，

引起了全国范围的现象级传播，给无数人带

去了疫情困境中的慰藉。这个作品我们从选

歌、填词，到传播方式，其实更多的是遵循

网络审美需求来进行。比如歌曲的选择是来

自 2021 年网络热门歌曲排行榜，填词的风

格是网民更喜欢的细微、朴实的风格，传播

也是在网络端首发。虽然在这个作品中，笔

者从“主持人”转变成“歌手”，但的确是

主持人与创作者相互结合的一个较好的例

证，也是网络新媒体时代网络审美需求下的

产物。因此，每一位主持人都要根据自己的

特点融合到创作的内容中。

对于我们这样转向为“创作者”的主持

人来说，还需要大量的思考、探索和研究。

比如，如何常态化地保持创作的频次和质

量？如何给所在单位带来效益？身为党的喉

舌，如何在网络端正确有效地发声？如何将

新媒体创作与自身工作相结合？多元化是新

时代媒体的主要特征，每一个主持人的情况

都不一样，“没有标准答案”便是其中的规

则。我们还需“摸着石头过河”，与时俱进，

随机应变，踏实走好每一步。

四、结语

面对网络时代的文化浪潮，主持人应当

牢记自身的社会定位，把真实客观作为节目

主持与创作的第一要素。同时，面对广播电

视节目“去主持人化”的客观现象，辩证思

考其意义，将“主持”与“创作”有机结

合，在受众的反馈和清醒的调研之下，尽可

能分辨出广大人民群众真实的审美需求，同

时去伪存真，坚持正确导向。

在目前的媒体环境中，受众认可什么样

的节目，也代表了其承认该节目描绘出的审

美标准。受众承认这样的审美标准，就会在

潜移默化之中将自己尽可能地贴近这个标

准。③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创作者在面对

新型审美潮流时，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有责任、有担当地讲好新时代的每一个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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