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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播音主持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房鸿皓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7）

摘要：近些年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加强了力度，

这对于国内不同领域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播音主持艺术是

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需要紧扣时代脉搏，由专业人才加强创新，

以实现播音主持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就此促使我国相关领域可以

全面发展。基于此，笔者在本文中立足播音主持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分别从重要性、现状与传承发展路径方面进行了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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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主持的职责就是传递信息，让大众熟知事件的发展情况。

传播介质对于播音行业的影响最为直接，关乎到播音的质量。科

学与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传播介质呈现多元化已经成为主

要趋势。所以新时期背景下我国的播音主持行业想要持久发展，

就需要以时代发展潮流为基础，对播音主持艺术的作用和意义有

深刻的认识，并且加大传承与创新力度。

一、播音主持艺术传承必要性

立足目前广播电视发展的方向而言，播音主持艺术传承的必

要性是不容忽视的。近些年以来，传统广播电视发展期间已经受

到了新媒体的较大冲击，在此背景下，传统的广播电视领域发展

就要紧紧握住时代的脉搏，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以全新的运营

模式来建设，从节目的形式、内容和实际需求等方面来努力。在

此过程中，播音主持人则要重视播音主持的艺术功能，不可忽视。

为了能够取得更好的收视率，得到更多人关注，可以根据受众的

特点，来丰富主持艺术形式，使其内涵更加具有深意。所以，身

处现在的新时期背景，要尽量发挥播音主持的作用，不但需要符

合时下热点，还要尽可能地保留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让播

音主持艺术能够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二、播音主持艺术传承现状

（一）播音主持人员理论知识匮乏

在播音主持领域，不乏一些知名主持人，他们以优雅的谈吐、

幽默的主持方式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如董卿、朱广权等。但部分

播音主持人员因为过去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社会经验的积累、文

学素养的培养和主持形式创新上，并未加强自己的基本功、发声

或是吐字，在这种情况下，自身专业水平大幅缩水，造成节目中

频繁出错的问题，会耽误节目的录制进度。

（二）播音主持人员语言应用不当

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下，播音主持行业也在推陈出新，希望通

过语言表达方式的转换来创新播音主持，很多主持人员为了追求

新颖与时尚，将很多网络用语应用其中。适当地应用一些网络用

语可以让主持更接地气，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但过犹不及，一

旦超过了应有的度，不但无法活跃气氛，而且还会拉低节目的水平，

在传递价值观和传统文化方面的作用不够凸显，这对于播音主持

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三）播音主持人才培养进度缓慢

播音主持行业的稳定发展需要有充足的专业人才进行补充，

但目前国内的播音主持专业人才却面临不足的问题。网络传媒的

兴起使得传统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的功能被弱化，让传统媒体遇

到了很大挑战。新时期的行业发展依靠的是更为高效的专业化队

伍，如果人才补给缓慢，就会陷入无人可用的境况中，会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播音主持的发展。

三、播音主持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一）播音主持的理念

播音主持工作中的管理者需要对自己的工作理念进行转化，

跟上时代的发展。近些年间，我国社会发展脚步加快，不同领域

的发展空间都更为广阔。在此背景下，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也处

于提升之中，他们开始向往能够有更加高质量的生活，无论是播

音主持内容，还是形式，又或是时间，都从精神层面有了更高的

要求。管理者如果想要提高播音主持的整体质量，尽可能地满足

观众需求，就需要采取不同方式，让节目能够更加多样化，同时

符合社会发展的形势。作为播音主持人员来说，需要根据市场需

求和观众心理调整播音的风格，让自己更具亲和力，拉近和群众

的距离。采取多样化的手段，能够使节目更具感染力，这同样需

要播音主持人能够满足相关要求。播音主持工作人员则需要通过

总结实践经验来加强学习，不断探求民众的内心需求，当对主持

艺术有了深刻认知之后，就会在无形中转变自己的理念，更有利

于从细节处着手，提高播音主持的效率。

（二）合理应用网络技术

社会发展一直在前进中，而信息技术现在则已经是覆盖到了

各个领域，信息技术在社会当中的应用已经无形中改变了我们的

生活与工作形式。其实，无论信息技术应用于哪个领域，都会进

一步提高自身社会竞争力，也可以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趋势。所以，

这就需要播音主持领域的管理者可以加大资金的支持，适当将现

代化技术应用在播音主持当中，以此来让播音主持艺术得到创新

和优化。同时，播音主持艺术当中适当应信息技术，能够让人民

群众从视觉与听觉上享受盛宴，尽可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好奇心。

对此，播音主持领域的管理者首先要使播音主持树立信息技术的

应用意识，除了要求工作人员提升工作质量之外，还需要加强其

培训，使其掌握相关的信息技术内容。播音主持能够通过学习和

培训，掌握相关的技巧，在网络平台的应用下，顺利开展播音主

持工作，这会更加凸显播音主持的先进性。另外，身为一位专业

的播音主持人，除了播出之前要了解观众需求，还需要结合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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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与节目特点，及时整理群众的反馈，在反馈中寻找播音过程

中的不足，并且和观众进行互动。观众的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也

会发生变化，根据反馈就能够及时捕捉市场动态，这样就可以实

现播音主持艺术的传承。经过调整之后，播音节目就能够进行调整，

这将会进一步提升播音主持质量。

（三）提升播音主持的专业性

节目是否受欢迎，与播音主持人的专业素养有着重要关系。

身处现在的社会，新兴媒体的影响和作用逐渐扩大，我国现在也

处于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互交替的阶段，立足此背景，播音主

持领域发展不但有了更多的机会，而且也要应对更多严苛的考验。

想要让播音主持领域能够长期发展，还需要播音主持人具备较高

的专业素养，要以社会发展和需求为基础，紧跟社会发展。另外，

播音主持工作者也要及时补充专业方面的内容，积极参与到学习

之中，通过采取更为先进的手段来提高实践能力，巩固专业基础。

通过这种方式，播音主持人就可以灵活应用所学的知识，以完成

工作内容，丰富自己的工作经验，这对于播音主持艺术传承的影

响极为深远。

（四）形成播音主持的独有风格

播音主持虽然已经被人们所熟知，不过人们对这一领域的了

解是极为有限的，部分民众认为他们只要动动口，就能够赚到很

多钱。如上文所述，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播音主持人，不仅要提

高自己的能力，而且还要让人民群众的认知更加清晰，与群众建

立平等的联系，让自己真正走进人民群众的生活，放低姿态，作

出更为贴近实际的报道。例如，播音主持人如果主持的是一档民

生节目，就要走进百姓，挖掘更多的生活素材。身为主持人，前

期就要走进农产品，不断深入了解农产品、化肥等情况的认识，

以提高自己的专业性。每个类型的节目都会培养出一批带有独特

风格的播音主持，总体就是需要主持人可以结合节目特色，形成

自己的主持风格。通过观察不难发现，现在的电视节目，有的反

响较好，有的反响则不够热烈，从其原因分析，和播音主持人的

主持风格有着很大关系，这就需要主持人能够了解自己的定位，

在实际的节目当中能够形成属于自身的主持风格，使自己可以成

为节目的代言人，增强节目的效果。

（五）保障普通话语音标准

1. 理论联系实践强化练习

对于播音主持人来说，普通话语音标准其实必备素养。想要

掌握普通话的正确发展，播音员和主持人要强化自身的约束和规

范，注重唇、齿、舌的灵活运用，不仅要语音标准，还有保证在

听觉上具有一定的优美性。对于发音，要保证发音部位、方法的

准确性，做到在播报中不混字、不吃字、不漏字、不错字。为了

实现这一标准，就需要主持人注重自己的基础练习，不仅要掌握

专业的理论知识，还要强化实践练习，在发音理论充分掌握的基

础上展开实践，及时调整不规范的地方，保证熟练掌握相应技能。

可以从声母、韵母、声调等多个角度进行发音训练，详细了解发

音变化的规律，根据自身的语音习惯，保障普通话基本规范的基

础上，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普通话语音形式。比如，针对声母发

音的部位、方法等方面的练习，需要播音人员从全方位角度考虑，

严格按照理论标准，针对韵母的唇形、舌位、动程；声调的调型

和调值；以及发音变化的规律和形式等展开充分练习，保证在播

报中使用的每招每式都扎扎实实、准确到家。

2. 找出方言的异同

身为一线主持人，普通话水平必须达到相应标准，这也是从

业者的基本要求之一。播音主持涉及内容繁杂，更可能会覆盖到

全国各地。对此，主持人需要强练语音，突破语音方面的重难点。

我国地大物博，广阔的土地上诞生出了多样文化，由此形成了各

具特色的方言，方言蕴含了当地人的历史进程，与普通话有着明

显区别。例如，山东与辽宁地区，方言和普通话的区别体现在声

调差异上。四川、重庆等地域，锻炼普通话的难点在于前后鼻音

与轻重的把控上。所以，主持人在规范语音标准的前提就是首先

要对自己出生地域的语言特点明确分析，以此为基础，找出和普

通话的不同，然后有针对性地开展语音训练，这样将会增强语音

练习的效果。对于部分语言中方言味道浓厚的主持人来说，可能

会出现前后舌尖发音的不标准，这些在实践中是很好进行区分的。

主持人可以深化自己的记忆，并且及时纠正播音内容，克服眼前

的困难。针对部分和普通话发音极为相似的语音进行区分是有一

定难度的，例如部分方言当中，相较于普通话，阴平调调型虽然

相同，不过调值不同。后鼻韵母儿化的时候，元音不用鼻化。四

川的方言当中，轻重格式也会略有不同。因此，主持人要注重这

种细微处的变化，如果不注意，会无形中降低自己的业务水平，

也就无法确保达到主持人标准。

四、结语

总而言之，近些年以来，社会处于飞速的发展之中，人们的

审美则也在逐渐提升，这使得传统播音主持有了更加巨大的挑战。

笔者在文中针对播音主持艺术的传承提出了转变播音主持的理念、

合理应用网络技术、提升播音主持的专业性、形成播音主持的独

有风格与行走在播音主持的时代前沿几点建议，希望可以为播音

主持艺术传承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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