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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方式上做更多尝试。今年，省记协的培训

工作将重点围绕新媒体内容向基层一线媒体人

展开。

二、在探索新媒体建设和媒体融合发展的

大背景下，短视频在新闻报道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如何将短视频表现形式和新闻内容相结合，

提升主流媒体在新兴传播领域的传播力与影响

力，是“云课堂”直播培训的重要内容

4 月 10 日，由省记协主办、新蓝网-中国

蓝新闻客户端和巨量引擎承办的第二场“云课

堂”直播培训班开讲，围绕“融合背景下，主

流媒体如何创作爆款短视频”的主题展开，为

全省新媒体新闻工作者提供务实、高效的短视

频制作经验。

第二场“云课堂”直播培训在参加人员、

报名形式和参与流程等方面做了较大改进。第

一场“云课堂”直播培训只面向全省县级融媒

体中心、媒体单位新媒体部门中直接从事采、

编、播、制作的骨干人员；第二场则放开了对

具体岗位的限制，吸引更多从事新媒体管理和

经营的人员参加。报名由电子邮件升级到线上

报名系统，学员只需扫二维码即可填写表单完

成报名。报名成功后，登录浙江记协网即可获

得直播室链接参与线上培训。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中，浙江广电集

团新蓝网-中国蓝新闻客户端联合全省融媒联

盟“蓝媒号”，推出了一大批来自现场、感动

人心、鼓舞斗志的新媒体短视频作品，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

为此，第二期“云课堂”邀请新蓝网-中国蓝

新闻客户端视频组主管王鑫、副主管杨晓帆

在线授课，分别进行 《新闻热点的把握与发

挥》 和 《短视频创作流水线各环节心得分享》

的 主 题 交 流 ， 分 享 精 品 短 视 频 创 作 的 实 践

经验。

不少参加学习的一线记者表示，“‘云课

堂’的学习模式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和实效性，

解答了日常工作中短视频制作的难点与瓶颈，

也帮助我们认识了短视频从前期策划拍摄到后

期制作每一个环节的要点。”

“云课堂”从报名到直播现场持续人气爆

棚，来自全省11个地市的市县级媒体单位在线

观看，共有1201人参与直播与互动，扫码签到

739 人。现场提问踊跃，讲课老师都及时给予

了回答。接下来，“云课堂”将开展更多的直播

培训课程，不断提升新媒体人员对短视频传播

的认识水平和实操经验。

（作者为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

付 琰

守住守住““大屏大屏”” 拓展拓展““小屏小屏””
——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19主持人大赛》的启示

摘要：全媒体时代一些传统“大屏”主持

人在自我定位上产生了困惑。本文将以笔者

2019 年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的经

历，以及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主持人选手们的交

流为依据，探讨在媒体急剧变化的时代，主持

人如何因势利导，守住传统媒体的大屏，拓展

新媒体的小屏。

关键词：主持人 传统媒体 新媒体 主

持人大赛

如今的媒体世界格局可谓“大屏不大，小

屏不小。”作为传统媒体的门面，主持人所受的

影响首当其冲。但冷静观察，我们发现，变化

的是大家接受讯息、使用媒体的方式，不变的

是优质的内容。变化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

遇。媒体大环境的变化并不是主持人们自我否

定的借口，而应该是自我升级的出口。2019

年，笔者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19主持

人大赛》，通过在中国主持人赛事最高舞台的实

播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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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触发了我对传统主持人在全媒体时代如何

求变的思考。

一、主持人如何守住传统媒体大屏的思考

“奋斗有我，为梦发声”是本次大赛的主

题。电视播出部分从全国 60 强的比赛开始。

作为亲历者，在此之前笔者还分别参加了网络

万人海选、六大赛区初选和全国百强战等几轮

考核。从最初的选拔开始，风格各异的选手们

有一个共同特点：为梦发声。梦想是我们守住

大屏，拓展小屏的总前提，可以理解为“初

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如果有梦想，如

何奋斗呢？“四力”是新时代电视节目主持人

必须具备的核心能力，也是守住“大屏”的基

本功。

（一）主持人的脚力

“脚力”不仅仅是要求主持人要深入基层、

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

人心”，脚力如何也决定了我们丈量梦想的距

离。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脚力是“四力”的

基础。在比赛中，时常看到康辉等导师就基本

读音讨论求真。在旁人看来，不就是一个字的

读音嘛？可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说，这不仅是一

种能力，更是一种态度。这是专业之所以称为

专业的根本，是播音主持专业上常说的“狭义

备稿”的基础。

狭义备稿相当于主持人的起点，广义备稿

则好似主持人能走多远的脚力。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是脚力在虚拟和现实中的具体呈现。

本届比赛文艺类冠军蔡紫说，她喜欢那种踮起

脚尖的感觉。这种状态生动描绘了她对新知

识、新思想那种充满童趣的好奇心。这种能力

不仅使她在比赛中走到了最后，也使她的气质

和形象走进了很多观众的心里。因此，“广义

备稿”决定了主持人的格局有多大，以及以主

持人为一点，传统“大屏”外化的格局有多

大。

（二）主持人的眼力

“眼力”是主持人发现问题、明辨是非、

捕捉亮点、抓住根本等诸多能力的综合体现。

主持人千万不能走入博人眼球、刻意炒作、哗

众取宠的误区，在确立正确价值观的基础上，

强调切题角度和细节把握。上海广播电视台主

持人周瑜在 60 强自我展示环节，为我们讲述

了她前往甘肃舟曲报道泥石流灾害的经历。她

讲到在当时食物短缺的窘迫情况下，灾区的陌

生大姐依然送了她三块饼的暖心举动。从这个

角度阐述了新闻人的职责除了呈现客观的数据

和事实，也应关注新闻背后每个人的境遇。这

里面还有一处细节处理，周瑜说这饼的口感她

至今都记得，很硬，但吃起来心里很软。此番

角度和细节上的真情流露也引起了众人共鸣。

主持人的眼力要能发现百姓之所难、百姓之所

乐、百姓之所愿，才能使“大屏”吸引百姓的

眼光。

（三）主持人的脑力

在一些观众的印象里，主持人只是照本宣

科、日复一日地在机械说话而已。这恰恰说明

主持人需要自我反思，我们是否努力开发了主

持人的“脑力”：愿思考、能思考、勤思考、

善思考？脑力对主持人来说不仅是灵光一现的

随机应变，还需要更深层的布局谋篇。例如，

海南卫视主持人冯硕在主持《感动中国》考核

环节时的设计，前面的讲述朴实无华，尽可能

平和地阐述屠呦呦、兰小草的故事，为后面颁

奖词环节的升华做好铺垫，循序渐进，引人入

胜。正是通过深入的思考和共情，展示出了

《感动中国》 这档节目兼具朴素和仪式感的特

殊气质；也把那段原创致敬词，“呦呦鹿鸣，

食野之蒿，今有嘉宾，德音孔昭，你以身试

药，你是共和国的骄傲……”推到了一个恰当

的情绪高度。这一段让一位职业主持人来表

达，也许很多人都会完成得不错。但如果要你

原创表达呢？所以，主持人的脑力不仅体现在

临场，更体现在日常。“大屏”吸引力的培养

和布局也是如此。

（四）主持人的笔力

2019 主持人大赛考核的一个核心就是讲

好中国故事。这其中融合了主持人的脚力、眼

力、脑力，最终落在主持人的笔力上。不仅要

求有辞章的华彩，更要求有思想的深度。赛事

中的每一个环节无不体现了主持人笔力的重要

性。可“事非经过不知难”，如果没有十年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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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主持

外采访的磨砺，没有对梦想初心的坚守，邹韵

是否会脱口而出“只有不忘自己的中国根，才

能写出更多铿锵有力的中国文，为祖国在国际

话语体系上加分。”这样的金句？大赛中金句

频出，是每一位选手在有限表达时间里，用笔

力浓缩了过往的付出和收获，才获得了网友们

“神仙打架”的赞誉。金句是笔力记忆点的体

现，“记忆点”是获得关注的一扇窗。但主持

人的笔力不是一夜之功得来的，大屏吸引受众

也非一蹴而就。这就需要主持人去掉浮躁心，

埋头阅读，广泛吸收，勤于思考。

二、主持人如何拓展新媒体小屏的探索

在全媒体时代，多媒体融合发展成为传播

趋势。古语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打好融

媒体发展攻坚战，做好融媒体创新排头兵，要

先了解新媒体的一些核心特质。

（一）内容个性化突出

受限于技术，传统媒体以往走的是大众化

传播路线。新媒体却可以做到面向更加细分的

受众，甚至个人可以根据喜好订阅自己的专属

频道。一言以概之，以往受众接受讯息处于被

动状态，如今更趋向主动。2019 主持人大赛

将选手分为“新闻”“文艺”两个大类，但是

每位主持人可以结合节目特质选择适合自己表

现的细分领域，比如新闻中有人偏重时事评

论，有人偏重经济生活，有人则选择了大时代

背景下的人物故事。而文艺领域更是有音乐、

戏曲、博物馆文化等百花齐放之象。在新媒体

传播中，这种细分会更加精分。比如做美食，

有人制作面的一百种吃法，有人会料理，拌面

有多少种不同酱料。受众选择更加精确方便，

也会让各有精准定位的主持人容易从新媒体脱

颖而出。

（二）受众互动性增多

本次主持人大赛，在互动方面也做足了创

新，利用新技术增加了400位虚拟评审。每位

虚拟形象的背后都是真实的个体，通过赛事方

开通的通道，在手机端无论身处新疆还是远在

海南，都能竖屏观看到北京比赛录制的实时进

程，观察每一位选手的表现并给出分数，同时

还可以和现场主持人撒贝宁连线、和选手进行

互动。另外，在微博端口也开通了为喜爱的选

手点赞助力的活动，并且将比赛视频经过加工

剪辑，开辟了比赛之外的二次传播场，也引发

了诸多新的话题。

笔者认为主持人在拓展小屏传播的过程

中，也需有规划和设计。尤其是在传统大屏录

制节目内容时，就要精巧构思从哪些点可以进

行小屏的再生产，以及如何通过有效互动，引

流大屏，从而达到大小屏互动的良性循环。

（三）形式多样时效强

新媒体形式多种多样，可以走单一形式，

也可以融文字、音频、画面于一体，做到即

时、无限的扩展内容，从而使内容变成“活

物”。依托多变的传播形式，对照传统媒体，

它可以轻松实现 24 小时在线，实时发布最新

信息。所以，主持人在拓展小屏方面，可以多

多尝试直播的方式，也可以通过主题性单一形

式进行垂直试水。例如，安徽卫视选手孙鹏飞

除了在今日头条上会有定期评论快稿 （文字）

之外，在抖音上也有对热点事件的直播 （视

频）。所以对传统媒体主持人来说，实践是关

键的一步。否则，总挂在嘴边，到头来终归是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三、结语

守住“大屏”并不是停留于防守，而去对

抗“小屏”的意思，这里的“守”更多的是守

护的意思。作为主流媒体守护正确的价值观，

守护新闻传播的准则，守护传播中的真相，本

身就是主持人应有的责任和操守。传统媒体的

大屏和新媒体的小屏也是相辅相成的。比如，

最近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上下众志成城，

共克时艰，大屏上有小温暖，小屏中有大格

局。对主持人来说无论守住大屏，还是拓展小

屏，在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后，最重要的还是

“坚持”：我们不是看到希望才坚持，而是坚持

了才看到希望。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影视文化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