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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限定了自己，越强调自己是主持人，越将副

语言使用程式化。舞台上、电视镜头前对副语

言有更规范的要求，但是面对手机镜头，那份

端庄大可不必，手机镜头前请放下一切的做作

成为一个真实的“人”。表情随表达内容的自然

流露非常重要，哪怕是刻意强调的也要走心才

行。手机端的你和受众距离更近，皮笑肉不笑

会显得更加明显，受众会对真诚与做作的表现

做出生理上的反应，喜欢和厌恶会非常直接。

有人会说性格使然，但其实是方法上的错误。

副语言的修炼不仅仅是去模仿某种表情，或

模仿情境中的体态。而是需要丰富自己的生活情

趣，在生活中寻找真实且多彩的自己。如果播音

员主持人在生活中就是高冷、严肃、“完美”呈

现表情的人，那镜头前一定会不自然，面部的僵

硬难以言表，眼神中的空洞立马露馅儿。表演中

有“解放天性”的说法，这时就派上了用场，解

放的不是心理上的敢不敢，而是对不同情绪的不

同投入，情感的真实调度会让人流露出真实的表

情和体态。手机镜头前投入到内容中，带着分享

的真实感情来演绎脚本，打心底里相信自己所说

的，会使视频中的自己更加自信和自然。

四、结语

短视频及自媒体平台的直播给电视节目主

持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在“出圈”的尝试

中，通过真实、自然的表达，寻找自己的垂类

受众，不仅能够丰富职业经验，更能助力电视

平台的融媒发展。面对手机端的受众，放下专

业及职业的束缚，如真人秀般把自己“解放”

出来，是在自媒体平台和素人比拼的关键所在。

刻意地打造人设固然必要，但都不如真实地做

回自己，热爱生活，分享美好，这样反而越能

建立起受众对你的信任感。

参考文献：

①袁志超《广电MCN模式下主持人如何转

型发展》，《新闻研究导刊》，2021年12月1月。

②茅莹《全媒体时代财经节目主持人的个

性塑造》，《视听纵横》，2018年第5期。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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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诞生以来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

们的生活，它在传媒领域更是催生了一场前所未

有的变革。在融媒发展的环境下，主持人的表达

和话语样态也需要与时俱进，接地气的语言——

“网感化”的表达往往能凸显播音员主持人对于

语言的驾驭能力和对新闻事件的感知能力。

关键词：播音员 网感化 融媒素养 分

寸感 现场

播音主持是需要与时代共呼吸的语言再创

造，其本身就有着独特的时代属性和鲜明的社

会印记。传统媒体人在新的媒体生态环境中不

能只擅长见字发声，更应培养自己的融媒素养，

为大屏小屏融合探索贡献力量。对于互联网化

的语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能力，作为主

流媒体的播音员主持人，这种辨析度和分寸感

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网感化”表达既要打破条条框框，又

要遵循语言规范

在舞台上，主持人会这样表达：“人工智

能，百种智，千种能，帮不到人也不成”，说到

天气时，“原本想想——空调 WiFi 西瓜，却热

得差不多——出锅撒把葱花”。而在央视的主播

台上，则换成了这样：“别问我为什么不笑，一

本正经播报，这是电视人的心声，不是段子搞

笑”……如果说这两年有播音员“出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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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朱广权一定算一个。恰如其

分的幽默，出其不意的押韵，让受众恍惚间不

知道这是在看新闻还是在品综艺。不过回过头

来再琢磨，还是觉得有趣中也不失语言规范和

信息的传达，而且“分寸感”使得传达更精准，

更生动。而这一切在 《新闻直播间》 中，就显

得更为难得。因为原本就是常规的新闻节目，

受众习惯了新闻节目中的固有印象，甚至没有

期望它做出任何改变，朱广权的这种特立独行

的反“高大上”网感表达让受众耳目一新，从

而对传达的信息有记忆；另一方面，所有非常

规的表达也都是有所准备，绝不是即兴而为的。

朱广权的语言特点乍一听很像网上编的段子，

但仔细分析，韵脚压得住，意思说得明。有思

考才能有分寸，台下长时间的积累和思考才有

了台上趣味化又精到的网感表达。

二、网感化表达需要从“我在现场”转变

为“我是现场”

这个转变在主持人做出镜报道的时候最能

体现。2020年的互联网大会上，浙江新闻频道

《新闻大直播》在直播报道的时候就从一个主持

人的出镜介绍，变为了 Vlog 新闻的出镜方式。

以前的出镜新闻是“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就

是本届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的现场……”而今年

则变成了体验式报道为主的“哇，惊呆了！一

支笔除了写字还能干什么，我们来看看互联网

之光博览会上的答案……”这种贴近式、感受

型的叙述方式也是网感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在现场的感受为先，然后客观地讲述重点。类

似的还有央视新闻2020年1月19号播出的《大

国外交最前线》，主播刚强手里拿着颇具网感的

神器——自拍杆走在中缅两国领导人将要会晤

的现场，他在看着缅甸三军仪仗队和军乐团走

过时是这样表述的——“他们经过身边的时候

感觉空气好像都在震动一样”。而且全片没有后

期配音，甚至主持人的出镜镜头寥寥，大部分

都是以主观视角来展现新闻内容，这是很明显

的由“我在现场”到“我是现场”的转变。

三、网感化表达需要“读万卷书”才能说

真“网”话

互联网之所以成为年轻人可以表达自己的

一个窗口，它所具备的社交性很重要，弹幕就

是一个很好的体现。我们现在很多新闻节目都

会有网络直播或网上播出的渠道，能不能说到

受众心里，以前播音员主持人难以判断，现在就

很容易辨别，有没有网友互动或评论其实是一个

直接的体现。2014年1月1日的《新闻联播》让

人印象深刻，当时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点，后

来我在康辉老师的书中看到他对当天节目的描

述，“朋友们都在 说 ， 2013 就 是 爱 你 一 生 ，

2014 就是爱你一世，那就让 《新闻联播》 和您

一起传承一生一世的爱和正能量。”①这又何尝

不是一次郑重又浪漫的反馈呢？2020年，我们

看到越来越多老百姓的视频出现在电视上，这

也是初期新闻中有交互性和互联性的尝试。

本文提出的“读万卷书”并不是指真正意

义上的捧着书本读知识，而是大量吸收网络化

的正向能量。新闻主播、电视主持人不能把自

己框在屏幕之间。我们在说守住大屏开拓小屏

的同时，不能只了解大屏不主动拥抱小屏，说

出来的所谓“网感化”只能是另一层意义上的

大话和空话。现在视频网站层出不穷，小红书、

抖音上的优秀视频内容，爱优腾芒的优秀自制

节目，哔哩哔哩网站上的优秀up主等等，找寻

值得学习的重点，不断优化自身语言魅力，提

高语言精准度、生动性，是新闻播音员主持人

应有的职业要求。

“无论什么形式的媒体，无论网上还是网

下，无论大屏还是小屏，都没有法外之地，舆

论飞地。”②这无疑在融媒环境下对一线新闻工

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求新求变又要严谨专

注。新闻播音员、主持人是一个日日需学习、

日日有挑战的工作。如何在稳和准的基础上加

上符合时代需求、表达百姓心声的“新”和

“变”，是每一位播音员主持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①康 辉 《平 均 分》，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2019.11（2020.5重印）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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