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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时代主持人的语言样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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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提高，新媒体的崛起和迅速

发展对传统媒体产生了强烈冲击。各类传统媒体为了能够在与新

兴媒体的较量中存活，纷纷寻求转型的道路。因此媒介融合便成

为了当下我国传媒呈现出来的一种发展态势，并且随着媒介的发

展，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融媒体”这种理念的出现无疑是带给

了主持人更多的挑战。对于主持人而言，最重要的当然是有声语

言的表达能力，拥有比较完善的有声语言表达能力是主持人必备

的职业技能。而主持人也就为了更好的适应“融媒时代”的来临，

便会从多方面作出一些改变，在变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会变得更加

适应当下媒介背景和趋势，但也仍然会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将从

主持人语境、声音形式、表达方式三个方面对当下融媒体时代下

的主持人语态进行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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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融媒时代”

姚忠呈认为：“‘融媒体’是一种理念，是一个把互联网、

广播电视等媒体的优势相互利用，有机整合，使其手段、功能和

价值获得全面增长的一种运作模式，是一种脚踏实地的科学方法，

更是在媒体实践中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具体行为。”

戴志江认为：“‘融媒体就是建立在现代互联网络技术上，

与多种媒体形态的新兴媒体相融合的总称。’”

综上所述，融媒体并不是一种实际存在的媒介，而是一种理念，

或者说是一种趋势。“融媒时代”的来临当然也是意味着媒介正

朝着积极向上的趋势不断前进。融媒体就是结合了传统媒体和新

媒体优势的更完美的一种传播形态。

二、主持人语态

主持人语态即主持人有声语言的表达样态，胡黎娜认为“播

音员主持人有声语言的表达样态是表达者根据所要表达的思想内

容、写作语体以及节目形态、谈话对象与目的对语气色彩、语势

起伏及节奏变化进行处理与驾驭的一种有声语言形式及表达方

式”。

主持人的语态是多样的，不同节目的主持人都会为了符合节

目的类型以及定位去确定自己的语态，并且由于每一个主持热的

说话方式、词汇积累以及专业能力的不一样，同样也会导致主持

人语态的不一样。

例如，新闻联播的主持人与综艺节目的主持人，他们的语态

就有所区别。一个是以为大众传递消息为主的党的喉舌，一个是

以娱乐大众为主，新闻节目主持人的语态必须是要严谨的、严肃的、

规范的，而综艺节目主持人却是需要在节目中愉悦大众形成自己

独特的风格以吸引受众的目光，因此节目中主持人的语态就会稍

显轻松、随意，在用词方面也会更加生活化一些。

由此可得，一个主持人的语言样态与他所处的语言环境，根

据节目所应该形成的声音形式以及主持人自身所具备具有自己风

格在内的独特的表达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在“融媒时代”的背景下，一切都正发生着改变，作为媒介

中有着重要功能的主持人也在随着媒介的变话而不断的对自身进

行调整。

在媒介变化的同时，当然主持人的语境、声音形式、表达方

式也在不断的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相应的便造成了主持人语态

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当时会有好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会因为这

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未知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

一些不足。

三、主持人语境

“所谓语境是指语言的使用环境，狭义的语境是指的说话的

前后句、落笔的上下文，它关照的是表现为语言符号的言辞语境；

广义的语境是指使用语言的主客观情境，它不直接表现为语言符

号，但是影响和制约语言的使用及效果，一般称为言辞语境。”

一般来讲，可将主持人语境分为三种类型——宏观语境、中关语境、

微观语境。

（一）融媒体时代下主持人的宏观语境

宏观语境大体是指当下的社会、文化、地域以及时代。在不

同时代里面，我们所具备的社会生活、文化修养、风俗习惯等都

将不一样，这样的情况反映到语言上便自然而然的形成了语言风

格以及语言表达样态的不一样。

比如说，在节目发展的初期，对于观众的称呼为“同志”，

而到如今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对观众的称呼由“同志”变成了“朋

友”，这正是由于时代的变迁、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导致了整

个宏观语境发生了变化。

“融媒体”时代下的社会是一个数字化的社会，各种数字技

术充斥着人们的生活。作为这个时代下的主持人，所要想表达的

每一句话都必须与时俱进，当然这个与时俱进的前提是他足够了

解当下。

（二）融媒时代下主持人的中观语境

“传播总是在一定的结构中进行的，传播的特点就表现为那

种结构关系特点。”根据传播学理论来讲，传播最重要的三个部

分应该是传播者、所传播的信息、受众，但是这三者之间的联系

又需要有一个渠道，这种渠道便是媒介。

如果我们将社会语境看作是主持人必须需要面对的社会的种

种关系，那么这种媒介语境就应该看作是作为一个合格的广播电

视主持人在进入这个行业或者说进入这个传播媒介的层面时所必

须要进一步了解的一种语境。换句话说，就是要明白身为主持人

身处在不同的媒体中应当具备的职业技能，和主持人本身所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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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怎样的角色。而这一切的前提当然是要足够了解当下媒介的

性质以及特点。

在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初期性质便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而

在当下，人们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一切电子设备获知刚刚发生

的事情，因此相应的在这种条件下对主持人需要掌握足够的信息

量、敏锐的观察力、逻辑严谨的分析力、能够亲和亲切的与受众

沟通交流有单向交流逐渐转向双向交流、表达出的语言要令受众

感同深受富有感染力。

（三）融媒时代下主持人的微观语境

所谓微观语境就是指节目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是节目现场的现

实语境。上文提到过，不同的节目类型，主持人当然便会有不同

的语境。在融媒时代之下主持人的微观语境除了需要符合节目类

型也更加需要符合受众需求以及受众的审美。

综上所述，宏观语境为主持人在表达时候的背景，中观语境

根据不同的媒介性质和特点决定了主持人应该怎么样的去表达，

而微观语境则是要求了主持人应该表达什么。在“融媒体”时代下，

主持人的表达是以主持人当下的语境为基本，而不论是传统媒体

的主持人也好还是新媒体主持人也好他们的语境都将要随着媒介

不断的发展融合而不断的发生变化。简而言之，“融媒体”时代

下的主持人的有声语言表达样态，在语境这一方面必须要符合时

代、符合传媒技术水平、符合受众需求以及审美标准。

四、声音形式

在节目中，主持人的语言十分的重要，因为主持人的语言直

接的掌控了一档节目的脉络。主持人的声音在节目中是向受众传

情达意、传递信息的基础，必须要把控好声音的强弱、声音的形

式以及声音的变化才能够做到足够的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节目的定位以及节目的内容是确定主持人声音形式的最关键

因素，首先，不同的节目类型所造成的声音形式也会不一样，比

如说体育节目的主持人，在对运动进行解说时，声音如果是很平

淡的话都可能会使观众投入不进去赛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听

到的体育节目主持人的声音会随着赛事的变化而变得轻松、紧张、

急促、愉悦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但与此同时还是应该把握到一个度，

严格的要求自身。

在“融媒体”时代之下，传统媒体节目与新媒体节目都十分

重视与受众的交流，在现阶段主持人在节目中由“自说自话”式

的主持方式，逐渐变得开始于受众产生交流与沟通，让受众更多

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直至现在传统媒体以及新媒体在不断的融

合过程中所形成的单向表达与双向交流并用的一种模式，这种方

式无疑是更加的提高了观众的积极性。而对于主持人而言，能够

体现亲和力和交流力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声音，因此在节目中选择

把握具体节目的个性特点选择符合节目的声音形式也是有利于节

目的发展。

五、表达方式

（一）独特的语言表达风格

新媒体的迅速发展，“融媒体”这个理念的产生，各类节目

如雨后春笋一般争相冒出，而在这些节目中想要脱颖而出的话，

节目主持人就应该树立起自身独特的语言风格，这样才能吸引观

众的眼球。

《今晚 80 后》的主持人王自健，他的语言表达的方式具有

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冷幽默”，他总是会以平静的语言表达

方式去陈述一件事情，而陈述到最后往往又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

的笑点。他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也使得了这档节目十分受到 80 后

90 后的喜爱。因此根据节目的定位去找到属于自己独特的语言表

达风格对与“融媒体”时代下的主持人来说也十分重要。

（二）换位思考与表达方式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换位思考更多的是出现在访谈节目当中。

换位思考，是当下作为一民主持人应该具备的意识，在媒介不断

的融合的这个过程中，主持人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也逐渐的缩小，

互动与交流也越来越多，因此换位思考也是指站在观众的立场上

去完善自己的表达方式。

举一个例子。董卿在《朗读者》中，面对每一位嘉宾都能够

做到关怀备至，是一个用声音就能温暖人心的主持人。赖敏夫妻

的故事很多朋友都应该早有耳闻，赖敏的丈夫丁一舟带着身患“企

鹅病”的赖敏踏上了环游世界的路程，完成了很多在常人眼里不

可能完成的事。他们的故事十分令人感动，在他们登上《朗读者》

时，董卿一直很温暖的对夫妻两人进行采访，在她提及每一个问

题的时候她得提问方式总是会让人赞赏，她知道她不应该去触碰

的是什么，她也懂得什么叫做委婉、温暖。

在很多节目中，不乏有一些主持人在采访嘉宾时常常会莫名

其妙的“哭腔拉调”，甚至有的也会因为情绪的激动而大喊大叫，

其实这些在观众的眼中非但不能引起他们的同感有的时候会适得

其反不能带给观众美的享受。

六、结语

从主持人的语境、声音形式和表达方式这三个方面，对当前

融媒体下的主持人的语言样态进行了分析，必须要符合时代、符

合传媒技术水平、符合受众需求以及审美标准，具有独特的表达

方式和适应节目内容的声音形式，与时俱进，提高自身的语言应

用能力，这样一来才能使节目成为高素质、高水平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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