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ROADCAST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2021·2 …………
…

…

▲

盖维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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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庸者下”的竞争局面，给现有的主持人以

危机感和紧迫感，促使所有的主持人改变以往

那种在资格、背景等“保护伞”下优哉悠哉，

但求无过，不求进取的状态，而去孜孜不倦地

学习，刻苦钻研各自的业务，不断提高自己的

思想、文化、业务素质。

第二、建立激励机制，积极推动创新。激

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或内在动力的重要手段。

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激励，就不会有活力，他

们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无法得到

充分发挥，主持人也不例外。为此，应建立健

全的岗位责任制，对主持人的思想道德水准、

业务能力、工作表现等进行全面考核，并与其

经济收益和精神奖励直接挂钩，从而使“利益”

分配制度更趋合理化。尤其是对有创新能力的

主持人，包括节目创新，题材创新，形式创新

等给予奖励，并在职称评聘上、节目选题上给

予优先考虑。对一味守旧、没有个性、节目缺

乏生气的主持人进行劝告、调岗，直至解聘、

下岗，促使主持人不断创新。

第三、建立教育培训机制，不断提高主持

人素质。除了提倡主持人自学以外，有必要建

立主持人教育培训机制，用制度督促主持人不

断学习新知识，掌握各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

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电脑操作，实现人机对话、

人机互助、人机并用。有意识、有目的地培养

主持人对姊妹艺术的借鉴，兼收并蓄，汲取其

他艺术门类中于“我”有用、有益的创作方

法，触类旁通，且恰如其分地运用到主持艺术

中，为我所用。此外，通过送出去、请进来，

向兄弟单位学习，主持人之间定期轮岗，组织

优秀主持人进行业务讲评等有效手段，促进主

持人队伍“讲学习、求进取、出精品”良好风

气的形成，促进主持人队伍整体素质的快速

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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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摘要：传统媒体正经历不断的“破”与

“立。但无论几经变革，新闻联播的架构与播报

方式始终不变。因此，剖析“究竟怎样播新闻”

以在激烈竞争中避免出现短板效应，显得尤为

必要。如何在确保播音二度创作准确、完整的

前提下，寻找自己的风格与特点；如何让新闻

节目增强可听性、可看性是新闻播音员需要深

思的课题。本文以浙江广电集团有着 60 年历史

的品牌节目——浙江之声 《浙江新闻联播》 为

例，解析播音技巧在新闻播音中的运用。

关键词：新闻播音 情感表达 语言风格

一、新闻播音概说

1.什么是新闻播音

广义的播音是指电台、电视台等电子媒介

所进行的一切有声语言和副语言传播信息的活

动①，新闻播音是指广播电台、电视台发布的新

闻通过播音员的有声语言传送出来的播音创

作②。本文的新闻播音主要指在电台直播间口播

新闻的“小播音”范畴。

2.新闻播音的分类

从创作文体上，新闻播音可分为消息播音、

通讯播音、评论播音等。新闻联播中，消息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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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和评论播音所占比例较高。

二、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节目解析

《浙江新闻联播》 节目时长 30 分钟，为浙

江广电集团浙江之声的传统品牌节目。节目宗

旨是服务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工作中心，发布权

威的政策信息，反映社会生活，是国内外了解

浙江最重要、最权威的窗口之一。

该节目一般分为五大板块：《今日头条》

——一般以国家领导人当日重要会议或浙江省

重大突发事件为主，时长 3 分钟；《今日关注》

——近期热点话题，主要以深度调查为主，时

长 4 分钟；《省内新闻》 ——聚焦省内其他新

闻，每条1分钟左右，涵盖教育、房产、消费、

体育等方面；《国内外新闻》——国内外当日热

点，以短文字播报形式，时长5分钟；《浙广短

评》——当日或近日热点评论，时长2分钟。

五大板块中，新闻播音的语言样式可应用

到播报式、宣读式、谈话式，其中以播报和说

新闻为主。

三、新闻播音技巧

新闻播音对语言的要求相对严格，需要播

音员在吐字归音、用气发声、语流音变、共鸣

控制、声音弹性等方面有一定的功力，同时要

在情感及表达上，也有一定的技巧。

（一）新闻播音发声

1.字正腔圆

如何做到新闻播音明亮纯净、圆润动听？

字正腔圆是关键。要做到字正腔圆，需要把握

好声调、声母和韵母之间的关系。

声调是我们俗称的一二三四声，播音中往

往称其为阴阳上去。按照调值来分析，阴平为

55，往往需要我们做到气势平均不紧张；阳平

为35，需要用气弱起逐渐强；上声调值为214，

降时气温仰时强；去声为 51，强起到弱气通

畅。有些人之所以有方言，就是因为声调不准。

比如东北人阴平不够高，湖南人说话声调喜欢

拐弯等。如果能做到一二三四声的调值精准，

声调就基本掌握了。

声母是一字之首，决定整个字音面貌。发

好声母的关键是两方面，一是掌握发音的具体

位置，也就是气流在哪一个具体的位置受到阻

碍；二是把握好难点音——平舌 （z、c、s） 翘

舌 （zh、ch、sh、r）、鼻音 （n） 和边音 （l），

平舌翘舌为北方人常出现的问题，鼻音和边音

问题以南方为主。

我们常把新闻播音称之为“枣核型播音”，

因为枣核的中间是开度最大的，相当于吐字发

声中的韵母。韵母饱满，字音就会变得响亮圆

润。将韵母发音饱满，主要依靠两个方面：发

好“圆”音。例如开口度最大的“a”；分清前

后鼻韵母，例如an——ang，en——eng等。

2.科学发声

新闻播音员中的“职业病”，大多与声带有

关。一是因为用嗓过度；二是没有学会科学发

声。科学发声并不是指学会发声，而是学会如

何保持音色与声音的状态。对于新闻播音员来

说，即使先天声音条件好，也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或其他外力因素影响，声音逐渐老化或质量

逐渐下滑。

科学发声的关键之一是打磨声音。比如，

播音时放松喉咙和身体，尤其注意不要压喉；

第二是要控制气息。京剧大师程砚秋说，气沉

丹田，头顶虚空，全凭腰转，两肩轻松③。练气

息时要以腰部力量和横膈膜力量为主。

（三）新闻播音语言表达

对于新闻播音员来说，掌握发声技巧与规

律是入门必备基础，但掌握语言表达技巧就相

对较难了。以 《浙江新闻联播》 为例，五大板

块中，《今日头条》 需要严肃、庄重；《浙广短

评》 需要把握评论的抑扬顿挫以及节律技巧等

等。如何做好新闻播音的语言表达？要从情感、

语音语调与风格三方面把握。

1.语言表达中“情”的控制

新闻播音中需要感情吗？大多数人认为新

闻联播只是播报式，无需感情，但其实不然。

新闻播音不仅需要感情，还需要不同的情感去

适应不同的稿件。例如，2008年我国重大突发

事件频发，从年初的南方冰雪灾害，3 月 14 日

的藏独恐怖事件到 5 月 12 日的汶川大地震等，

如何处理不同类型的稿件情感，对播音员来说

是一次考验。汶川赈灾报道时，央视播音员赵

普在直播“抗震救灾”节目中潸然泪下，落泪

直播片段在网络上点击量达到几千万。“播音员

可以哭着播新闻吗？”，这个话题一时间在网络

播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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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兴起。其实，语言表达中“情”的表现，要

有，但要适度。

首先，要把握好播报的基本原则——情取

其高，气取其深，声取其中。若因为情感影响

了语音语调，那就违背了情感的表达原则。其

次，要“进入”作品而不是“陷入”作品。在

该条稿件的情感表达完后，可以稍作修正，但

不要将本条新闻的情感延伸至整档节目。例如，

《浙江新闻联播》中，经常有讣告类消息，播报

此类消息时，语速要放慢，语调要放低，声音

要稍显沉重。但播报过后，播音员要用一个节

目宣传带过度的时间，迅速调整自己的状态，

适应接下来的稿件。再次，要“传达”感情而

不是“宣泄”感情。同样是赈灾报道，某播音

员在播报最新遇难者数字时，泣不成声，一度

无法播报，在直播节目中不得不插入片花做过

渡处理，全节目组人员以及广大观众都在等待

播音员调整自己的状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整档节目的播出质量及效果。

2.不同类型节目的语音语调把握

新闻播报有四大要素——停连、重音、语

气、节奏，前两个要素往往适用于大部分类型

稿件，但后两个要素的差异性就比较大了。以

《浙江新闻联播》 中 《今日头条》 与 《浙广短

评》 两个板块为例，《今日头条》 的节奏偏慢，

语速往往为每分钟 220 个字。而 《浙广短评》

节奏偏快，语速可达到每分钟 260 个字。语气

上，头条往往显得更为庄重，因此语气沉稳、

严肃。而短评是针对某热点的评论，或批判或

褒奖，语气较多变化，一般会对应播音员的个

人体验分析而变化。

3.播音员的个人风格

对于节目主持人来说，风格是个人标签，

必不可少，而新闻播音员的风格往往就很难界

定了。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是中国广播播音

史发展上的第二个高峰，出现了一大批有鲜明

特色并形成了自己风格的播音员，方明就是其

中的代表。方明的播音字字铿锵，语句工整规

范，重音长重、多连少停，且具有字斟句酌的

规范性和权威性，情感方面既有朗诵式的张扬，

又有宣读式的含蓄。随着新闻播音的不断发展，

播音员的播音技巧逐渐完善，但风格正在逐渐

消失。新闻播音员需要在保持播音状态稳定、

准确率高的前提下，让自己的风格形成独立的

架构，要能够根据稿件内容、问题特征、时代

要求和受众审美等社会因素的改变而适度调整，

从而展现出自己风格的多样化和可变性。

四、新闻播音的准确度和完整性

新闻播音员会遇到的错误一般有以下几类。

一是口误。因为新闻播音的语言具有现场

性的特点，因此口误无法避免，但播音员应有

意识地控制及调整。例如，上节目前，进行口

部操的练习，激活自己的颧肌、舌头及嘴唇，

让自己尽量不要吞字、滑音。节目开始前半小

时，尽量拒绝进食，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打

开口腔，放慢速度等。

二是字音错误。字音错误一般分两种：第

一，一些难认字，不知道正确发音，这往往需

要播音员有意识地去积累，且要培养随身携带

字典的好习惯。第二，一些“主观”错误，往

往知道正确发音，但依然按照自己的习惯发音

的 。 例 如 “ 因 为 ” 的 “ 为 ” 读 音 应 为 四 声

wèi，但往往播报时习惯性地读成二声；“尽

量、尽管”中的“尽”读音应为三声 jǐn，但

往往播报时习惯性的读成四声等等。

三是节目中的其他问题。例如，没有注意

稿件顺序，拿错稿件或丢失稿件造成播出问

题等。

综上，播音技巧在新闻播音中的运用尤为

复杂。这就需要一名优秀的新闻播音员不断提

升业务能力、知识水平，并始终保持对节目严

谨的态度，不忘初心，在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中，

不断成长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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