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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看浙江》融媒体直播是在高速上行进，直

播前彩排了好几遍都无法准确卡好时间点，信

号也时有时无。这就要求我们要对车速变化非

常敏锐，在彩排时尽量按固定的路程，把语速

和车速都保持在一个固定值，这样一旦车速加

快就代表之前的路程花费的时间太多了，主持

人语速就得加快，不然到了终点可能内容还没

说完，同时要对沿途的景物有一定的熟悉度，

这样行进到某个标志性位置可以对标自己的内

容是否贴切。对于每一部分的内容分别是多少

分钟，也要做到心中有数，尽量在各个环节把

时间的误差缩到最小。此外，还需多准备一些

垫话的内容，在比较长的路段多准备一些相应

的背景内容，同时在结尾处多准备一些和主题

相关的资料，言之有物地谈感受。

三、后期收尾：转换风格、查漏补缺

和以往传统媒体直播不同的是，融媒体

直播往往需要对直播内容进行挑选，可以说

是“一鱼二吃”，在小屏客户端做完灵动的直

播之后，主持人还要进行出镜和配音，通过剪

辑二次成片，再整一条适合在大屏播发的新

闻，所以后期收尾工作非常关键。如果说直播

是遗憾的艺术，那么最后的成片才是尽善尽美

的表达。主持人在配音时要将故事的讲述感与

新闻的客观度平衡把握好，毕竟能做直播的内

容都是更让人有诉说感的，这样更能调动受众

的兴趣。大屏的出镜相较直播来说，互动感减

少，新闻性增强。这就要求主持人庄严又不失

亲和。总而言之是巧妙地把握好新闻基调，不

要让小屏直播中快速拉近与观众距离的活泼感

过多地在大屏中释放。

不论播讲方式和媒体形式如何变化，主持

人始终要把“为节目服务”当成核心要务。这

就要求我们在每一场融媒体直播完成后，都及

时查漏补缺。不仅对每一个环节进行回溯反

思，更要对自身能力的高低有一个判断，扬长

避短，为节目穿针引线。在笔者看来，如何作

为一颗螺丝钉将节目做得好看新颖，是每一位

主持人毕生追求的课题。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

摘要：在主持实践中，面对目标受众的接

受偏好和习惯，主持人的言语组织应从内外技

巧两个层面出发，做到“三有一可”，既要知

晓“受众因有好处、有意思、有共情而关注”

以确定在有限的话语时间内该说些什么内容，

又要在具体的言语组织上按照“可感原则”塑

造受众有感受的语言形象，以此打动受众。

关键词：主持人话语　言语组织技巧　受

众思维

“你说了什么不重要，受众听到了什么才

重要”，这句话很形象地说明了主持人言语组

织中受众思维的重要性，但遗憾的是在主持实

践中，有不少主持人看似滔滔不绝、话语铿

锵，却少有入耳入心、击中心灵的话语。受众

在接受信息时究竟偏爱哪些内容 ？更乐于接受

怎样的语言表达 ？言语组织又有怎样的技巧 ？

如同播音表达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一

样，主持人言语组织技巧也应分为内部技巧和

外部技巧，且内外联通，不孤立存在。基于

此，笔者结合自身在浙江之声的主持实践浅谈

体会，借此和同行交流探讨。

一、受众思维下主持人言语组织的内部

“三有”技巧

主持人的每一次登台都是带着任务而来，

有明确的传播目的，但如果主持人一味地只聚

焦于我要“传”什么，而不考虑受众如何才能

更好地“受”，就注定会落入“传而不受”的

受众思维下的主持人言语组织技巧
李星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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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之中。要想抓住受众的耳朵，主持人首先

应知晓“受众因何而关注”，也就是面对受众

所掌握的信息，如何在有限的话语时间内挑选

“要说些什么”。

（一）受众因“有好处”而主动关注

“满满的干货”是经常在自媒体上看到的

高赞好评，而“有好处”是受众作出这类点评

的主要心理依据。作为受众通常希望借新闻资

讯类和评论类节目丰富对世界的认知，借服务

类节目获得工作和生活上的技能提升，以帮

助日常决策。主持传播的内容往往不乏对受众

“有好处”的吸引点，但关键在于主持人能否

在言语组织时将其挖掘出来并且放大呈现。

如新闻“杭州出租房租户沈女士因房子

甲醛超标热线求助”，针对采访事实，记者最

初编辑的导语为“昨天，杭州的沈女士打来热

线求助，说自己上周租了一套房子，可才搬进

去住了一天，沈女士就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不

对劲，白天昏昏沉沉的。沈女士怀疑房子里甲

醛超标，于是找人做了甲醛测试，发现屋内

甲醛超标了一倍。现在沈女士要求退租，可

租房公司却说要收违约金。详细情况来听报

道。”新闻导语应该把新闻的核心内容简明地

展现出来，从这个角度讲，这条新闻的导语是

合格的，但如果从“有好处”的言语组织技

巧出发，导语的呈现就会和受众发生新的化学

反应。笔者在拿到这段导语后做了简单的修改

“租房后发现房子甲醛超标能无条件退租吗 ？

最近，杭州的沈女士打来热线求助，说自己上

周租了一套房子，结果经检测发现房子的甲醛

超标了一倍，面对沈女士退租的要求，租房公

司却说要收违约金，可是这样的违约金收得合

理合法吗 ？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房子甲醛

超标导致身体不适是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常

遇到的问题，如果没有在新闻开头有意地放大

这个生活痛点，新闻的传播效果就会大大衰

减，未免有些遗憾，从而会失去“俘获人心”

的大好机会。

（二）“有意思”，带动欣然关注

播音员主持人的吐字归音追求枣核型的优

美听感，但优美的吐字归音如果缺少了“有意

思”的内容也会听之少味。

如针对“2021 年‘五一’调休方案引来

网友吐槽”的新闻，主流媒体的主持人语言大

多是“最近，‘五一’假期调休方案屡屡登上

热搜，原因是方案中前拿后借的做法影响了大

家前后两周的正常休息”，然后再展开叙事和

观点评述，但如果从“有意思”的角度设计，

则更能刺激受众的兴奋点。比如“今天是 2021

年 4 月 25 日，是周几 ？周一 ？不是，因为日

历上标注的不是周一。那是周末 ？也不是，今

天得上班。其实，今天可以是周一（因为是一

周工作的第一天），明天也还可以周一（日历

上标注的周一）。这就是 4 月 25 日，一个神奇

的日子，这都是调休给闹的。今年的‘五一’

小长假，太招黑啦 ！”然后进行内容铺展就会

显得更加生动形象，受众的接受度也会更高。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有意思”并

不限于我们日常所说的“搞笑”，而是广义的

“审美娱乐”，能够给人带来审美愉悦感受的言

语都可算入其中，如上海戏剧学院吴洪林教授

所著的《主持艺术》中，有一段对于演讲会热

闹非凡的主持人语言描述“这场演讲会，一个

月前是一票难求，从昨天开始是一座难求，到

现在是一足难求，真可谓是盛况空前。”一票

难求、一座难求、一足难求，这三个词的运用

无论从表意还是从审美韵律角度来看都可圈可

点，很“有意思”。

（三）受众因“有共情”而本能关注

何 为 共 情 ？ 共， 相 同 的；情， 感 情。 受

众因有共情而关注，也就是说受众因为产生

了“感同身受”的同理心而对传播内容产生强

烈的关注愿望。在传播中，与受众共情的基础

是让受众从主持人语言中看到自己的经历、自

己的影子，觉得讲述的不仅仅是“Ta”，更是

“你”，只有这样才更容易和讲述的人物同呼

吸。我们常说的“在别人的故事中流自己的眼

泪”也是这个道理。

如广播新闻“杭州求职者因三本学历被招

聘者歧视”的报道，主持人在引出新闻报道前

如果从常规的新闻叙事角度出发，可以说“近

日，一名求职者报料称，自己在向杭州某公司

产品运营岗位投递简历时遭到歧视，招聘者吴

先生得知求职者是三本院校毕业后，直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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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用，并表示该公司只招二本以上的求职者”。

这是一条天然就带有共情属性的新闻，求职应

聘极易引起都市职场人群的共鸣，但如果从引

燃共情的角度出发，主持人可以放大共情点，

直接在开头就引述招聘者的一句显得很极端的

话“考不上本科的都是智商有问题”，然后再

展开新闻讲述和观点反驳，这样就更能产生共

情效果，毕竟影响一个人学历的的因素中除了

智商，还有教育资源、录取率等诸多因素。这

些都是受众能切身体会和感受的，极易产生共

情效应。

二、受众思维下主持人言语组织的外部

“可感”技巧

艺术具有形象性的特点。主持人在言语组

织中也应该注重形象的创意和传达，综艺娱乐

主持词如此，新闻导语的组织编辑也是如此。

什么样的形象是“最优”形象 ？不同主持人和

编辑会有不同的见解。笔者认为，最底层的逻

辑应是受众可感，最好是乐于接受理解、能引

起共鸣的形象。也就是说在言语组织前应充分

考虑受众的接受偏好，唯有如此，才能让主持

人避免落入“看似滔滔不绝，实则不知所云”

的尴尬。

以同样一条新闻为例，在不同的节目、面

对不同的节目受众时，主持人的言语组织就应

有不同的呈现。如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中曾经报道过一则医疗数字化改革的新闻，具

体导语为“眼下，手机挂号就诊、个人信用分

付费，是在浙江看病就医的常态。这几年依托

互联网 + 信息技术，数字化进程持续推动浙江

医改步入提质增效快车道，让全省百姓看病享

受真正便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的报道”。对

于《浙江新闻联播》的主要目标受众来说，“数

字化进程”“提质增效”等用词无疑是目标受

众可以精准感受和接受的。但当这条新闻换到

了民生类节目中播出时，主持人的导语就可以

将目标受众可感的手机元素放大，比如“不用

带医保卡，一部手机就能搞定就医全过程，现

如今扫描手机二维码已经能轻松实现在医院的

挂号和付费。就医过程中，还有哪些你不知道

的便利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的报道”。同样都

是展现医改数字化推进的新闻，却有不同的语

言表述，遵循的原则就是哪类用词和形象更容

易被目标受众可感接受。

三、结语

很多时候，编辑记者是播出稿件的直接

负责人，但主持人作为新闻播出的最后一道关

卡，理应在守住导向的前提下为传播助力增

色，并为从自己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负责、为

自身的主持人形象负责。以上的“三有一可”

是笔者从业多年来的主持人言语组织心得。这

或许也是许多主持人日用而不自知的潜在法

则，笔者借论文总结分享，以期与同行交流提升。

（作者单位：浙江之声）

摘要：融媒体通常是指新媒体与传统媒体

的融合共生。在融媒体背景下，电视综艺节目

主持人的转型是大势所趋。这就要求主持人要

紧跟时代步伐，根据融媒体发展趋势和自身特

色，找准定位，加强及完善专业素养，在新的

时代背景下，厚积薄发，完成自己的华丽转身。

关键词：融媒体　综艺节目　主持人　转型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随着融媒体

理念的提出，电视综艺节目的改革势在必行，

对主持人的要求也就越来越严格，电视综艺节

目主持人的转型成为了首要任务。

一、传播媒介与时俱进，受众群体重新定位

传统电视综艺节目的收视率是以家庭为单

位的。将融媒体技术应用于广播电视中，为人

电视综艺节目主持人转型研究
程思思　徐文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