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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主持

摘要：新媒体的蓬勃发展给传统媒介带来

巨大冲击，广播电视播音主持应立足当前媒体

行业形势，加强自身主持艺术的创新，以更好

地适应新媒体的融合发展环境。本文通过阐述

新媒体环境下创新广电播音主持艺术的必要性，

分析当下播音主持的变化，针对性地提出相关

应对策略，希望有助于优化提升播音主持艺术

水平。

关键词：新媒体 播音主持艺术 创新策略

广播电视曾是新闻信息传播和资讯服务的主

体，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大规模的用户资源，有

着较为深厚的受众基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以网络媒体、短视频平台、自媒体等为代表

的新兴媒体快速崛起，迅速抢占广播电视市场和

受众资源，引发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并促成媒体

融合发展。在全新的媒体环境下，受众个性化需

求增强，新媒体技术层出不穷，这就要求广播电

视播音员主持人必须尽快转变主持观念、不断创

新主持艺术形式，适应当下媒体融合发展的新形

势，谋求更好的发展。

一、新媒体环境下广电播音主持艺术创新的
必要性

当今时代，互联网全面覆盖、无线通信技术

进一步发展，受众对信息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强，

对传播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随着差异

新媒体环境下新媒体环境下
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艺术创新探析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艺术创新探析

苏思靖

持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播音员主持人只有

不断加强声音品牌建设，用心雕琢声音、用情赋

能表达，用美陶冶灵魂，以声音品牌建设助力节

目品牌建设和媒体品牌建设，播音主持工作才能

在错综复杂的媒介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高质量

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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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信息需求的增加，传统广播电视受众已经不再

简单满足单一途径的信息服务，开始追求更好的

参与体验和精神享受。①

（一）适应新兴媒体特性

相比传统广电而言，新媒体传播能力更强、

更灵活，主持人与受众的互动性更好，广电播音

员主持人唯有加强主持艺术创新，充分满足不同

受众的信息需求，为其提供优质服务，才能扭转

局面，赢得受众支持。

（二）有效推进转型升级

播音员主持人是广播电视传播的形象代表。

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特色和主持风格、技巧等是

吸引、维持受众群体资源，保证收听收视率的重

要因素。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拥有更多选择。

创新播音主持能为受众带去更好的服务，带动传

统广电业务的更新，并推进传统广播电视持续性

的高质量发展。

（三）促成专业发展提升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传媒行业也必然

会出现变革，新媒体尤其是融媒体环境对播音员

主持人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播音员主持

人只有从自身主持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升出发，才

能保持竞争优势，才不会被时代和行业所淘汰。

二、新媒体下广播电视播音主持的变化
新媒体出现之前，播音员主持人在传播服务

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单方面向受众传播信息，

而无需过多考虑受众需求和情感，行业内衡量播

音员主持人的标准为：发音标准、语言流畅、表

达清晰。但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受众开始追求多

层次、个性化的服务，同时带来了传媒行业的全

面变革。

（一）传播的泛在化，主持门槛降低

随着网络媒体时代的到来，传播行业的固有

屏障被打破，人人都可以参与网络直播、人人都可

以是主播。尤其是自媒体依托互联网平台，突破了

广电传播的时间、空间限制。主播可以在网络支持

条件下，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现在线直播，与

粉丝、网友实时互动、交流，受众也可以随时选择

性地观看自己喜爱的节目。同时，传播的泛在化，

降低了主持人的准入门槛，某些主播甚至无需一口

流利的普通话，仅凭地方性、口语化语言就自成风

格，仍然圈粉无数。相反，传统广播电视播音主持

的标准化、职业化，有时在受众心中却变成了呆

板、枯燥和压抑，导致关注度下滑。

（二）传播功利化，用户意识较差

新媒体凭借新、奇、快等优势，大量抢占媒

体市场、吸引大批量受众，其中以年轻受众居

多，传统广播电视受众出现大规模分流，在传播

中处于弱势地位。部分传统媒体和其中的播音员

主持人，也开始涉足网络直播、短视频传播等领

域，虽然起到了缓解颓势的目的，但也难免陷入

急功近利的局面。②比如一些主持人不注意对新

媒体传播特点和内涵的深入理解，自身未进行专

业培训，新媒体主持水平仍然比较低；一些主持

人单纯求新图快、追求流量效应，只是简单地对

传统节目进行网络转播和同步发布，而没有进行

用户需求分析，播音主持风格和内容都不符合新

媒体传播环境，造成受众体验度不高。

（三）内容同质化，受众好感降低

新媒体背景下，大众可以从互联网、APP

等数字化移动终端等多种渠道获得多样化的信

息。这些信息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受众会在多个

新闻平台看到同样的信息，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审

美疲劳，也会对传媒主体失去新意和好感。某些

广播电视台为扩大自身传播影响力和信息覆盖范

围，以吸引受众关注，依靠大流量实施“以量取

胜”的战略，③相关节目在传统渠道和多个新媒

体平台进行多重、频繁发布。这些节目大多转自

其他平台，或仅进行了粗糙改动，其信息内容和

传播形式大同小异，受众容易产生反感情绪，也

难以保证广播电视的收听收视率。

三、新媒体背景下广电播音主持艺术创新策略
新媒体时代下，传统广播电视主持人在做好

原有节目的同时，需要在节目内容、传播方式、

分发途径、表达节奏等诸多方面，对自身节目有

所创新。近两年来，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涌现出了

一批极具个性和影响力的新媒体账号以及个人

IP，包括主持人小强、小北、新闻姐等，他们或

基于自身的节目进行了多渠道多屏幕的联动传播

以获取更多流量和关注度；或立足节目中的人设

原点，通过适合互联网传播的方式强化人物特性

收获大量粉丝。这些大号的产生一方面为传统媒

体主持人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转型提供了较好的

思路和范本，另一方面也在广播电视主持创作中

实现了内容和营销双赢的局面。

（一）提升综合素养，创新主持风格

主持人是广电播音主持的核心，其综合素养

直接影响到节目质量，其中又以主持人的主持风

格最为重要，包括口语表达风格、肢体动作语言

风格和主持形式等，特色鲜明的主持风格可以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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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引起受众关注，还能提升传播的整体效果。

主持风格与主持人的个性、专业水平有着较为密

切的联系。在新媒体背景下，广播电视要想提升

节目质量、扩大受众群，就要提升广播电视播音

员主持人的专业素养，进而实现主持艺术风格的

不断创新。④主持人要深入分析广电节目的特点，

结合新媒体的传播要求，基于受众的需求实际，

进行主持风格的全面优化和重新定位，并对自身

的语言进行合理的组织与设计。例如，在网络平

台上，主持人根据目标受众的年龄、兴趣偏好等

对语言进行精准的调整，对于年轻人群可以合理

加入一些人气较高的网络流行语，如“绝绝子”

“我想静静”“躺平”“凡尔赛”“柠檬精”等，以

轻松、诙谐和多样化的主持风格，获取年轻受众

的关注。对于中老年受众，则应注意语言的严谨

和沉稳，让受众感到可靠与信任。此外，为突出

主持人主持风格的差异化和特色性，广播电视播

音员主持人还需积极学习使用更多的先进技术和

主持技巧，尤其要学习研究最新的传媒信息技术

和理论，并在播音主持中融入地方语言、俚语、

歇后语和诗歌等元素，增强节目观赏性，也打造

自身的独特风格。

（二）改变传统形象，增强主持魅力

主持人的形象对观众的情绪、思想、态度等

可以起到较强的影响和导引作用。传统广播电视

台为追求节目质量，为播音员主持人制定了诸多

严格的规范和要求，这却使得他们在主持的过程

中按部就班，机械地执行主持流程，不敢掺杂私

人情感和观点，也就造成语言生硬、形式单一，

与受众之间存在心理距离，不利于实现较好的传

播效果。新媒体背景下，受众更加注重过程性体

验，需要的是“有血有肉”的播音主持形象。因

此，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必须以一种更加贴近

受众心理和需求实际的形象呈现在公众视野。一

是要塑造独特的语言形象。对广播电台听众而

言，只能通过主持人的语言特点来构设、感知其

形象，播音就成了主持人与听众之间的唯一联系

纽带。主持人播音要有自身特点才能吸引听众并

被记住，如语气的顿挫有力、轻柔温情、诙谐幽

默等都可以让受众联想到不同的主持人形象，从

而提高辨识度和好感度⑤。二是塑造外表形象。

对于出镜的节目主持人而言，衣着协调、面容整

洁、举止得体等都是其整体银屏形象的影响因

素，也可能影响受众情绪。三是要塑造心灵美形

象。即在主持中要关注受众情感，照顾不同受众

的情绪和个性要求，对受众迫切关心的问题进行

及时、耐心、深入地的解答，对于受众的困难和

不幸遭遇要给予同情和帮助，让主持更有温度，

也让主持人更具人格魅力。

（三）开发原创节目，避免同质竞争

近年来，新媒体的爆发式发展，开创了现代

多元化媒体传播局面，让广大受众有了更为广阔

的信息获得渠道和参与机会，打破了传统广播电

视单方面的传播模式。但是新媒体也带来了传播

泛滥，导致很多广播电视节目不论是内容，还是

形式都具有较高相似性，尤其是抖音、快手、网

络电台等平台，大流量覆盖下的同质化节目已经

引发了受众的反感和失趣。为真正推动广电播音

主持艺术创新，媒体和主持人都要重视制作和设

计原创节目。媒体要充分把握时代主题、深入分

析受众需求热点，打造出具有影响力的优质节

目；主持人应根据节目属性，选取与之适合的主

持风格和表现形式⑥。如陕西广播电视台为献礼

党建百年，历时9个月，打造出八集原创党建融

媒节目《瞬间》，主持人杨晗和苏龙，以饱满的

精神状态，热情豪迈的播音，用观众喜欢的方式

讲述了延安精神、党的百年征程故事，很好地传

达了爱国爱党爱人民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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