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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媒体时代播音主持语言的概述
在面向新媒体时代语境背景下，我国媒介信息技术水平的不

断提升，也为新时代信息传递和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媒介桥梁，
对于播音主持语言的艺术性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加多元化的要
求。播音主持工作作为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中枢环节，为各部门
间的沟通交流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桥梁，这也意味着播音主持
在语言运用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对于信息传输的真实性与准确
性，在此基础上，还应满足受众对于播音主持艺术性的要求，
对于语言进行文学性和艺术性的修饰，提高公众对于播音主持语
言的理解和接收程度。随着近年来新媒体技术在播音主持领域中
的不断渗透与发展，为主持媒体行业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
战，也使得播音主持语言在艺术性发展的过程中具备独特的个性
特点。首先，新媒体时代下的播音主持语言需要具备时代性，
要满足公众对于新媒体信息汲取上的需求。其次，播音主持语
言应具备一定的音正性，能够在播音主持的过程中借助广播电视
以及其他语言传媒媒介对于信息进行有效传递。再次，播音主
持语言还应具备一定的真实性，在对于新闻热点事件内容进行播
报的过程中，注重对于事件事实的描述，不能对于事件的原义
和本身进行扭曲与夸张，而要以真实性为主，对于语言进行艺
术性和审美性的填充，充分发挥新媒体时代播音主持语言的本质
使命。与此同时，在播音主持语言的传递过程中，信息主要通
过单线式传递，同群众缺少互动，公众在信息内容的获取过程
中，存在一定的缺口。

2  新媒体语境下提升播音主持语言艺术性的策略
2.1播音语言个性化
在面向当前新媒体语境的发展背景下，公众对于播音语言的

艺术性需求趋于多元化和个性化发展，这也意味着，在新媒体语
境下，传统播音员的播音形式和播音语言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时代
背景下公众的需求，需要播音员注重对于语言个性化的突出与发
展，打破传统常规的播音语言方式和播音语言内容，有效提升播
音主持语言的艺术性和个性化，不断提升公众的喜爱和观看兴趣。
例如，主持人康辉对于自身界领域的发展空间进行不断的拓展和
延伸，找到了属于自身个性化的独特语言，在新闻主持和播报的
过程中，语言感染力较强，能够跟随新闻的要点，对于公众的情
绪走向进行调动。以其独特的语言个性化，有效增强了播音主持
语言的艺术性，拉近了新闻信息播报同观众间的距离。尤其对于
播音主持工作者来说，作为新媒体语境下播音主持工作和节目的
主体，既代表了节目的形象，也会影响节目的收视率和口碑。更
需要播音主持工作者对于自身知识涵养进行不断拓充，在确保专
业性知识水平，满足播音主持节目需要的同时，融入个性化的语
言特色，与节目风格相匹配，进而实现对于语言艺术性的提升和
拓展，助力播音主持节目知名度和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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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近年来现代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越来越多的大众传媒走进人们的生活，这也使得公众对于播音主持的艺
术性要求和体验标准越来越多元化。而播音主持人作为新媒体语境下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展现的主体，对其风格和语言艺术进行不断
的创新与提升，不仅能够满足公众对于新媒体语境下播音主持的体验需求，还能够在新媒体时代下充分发挥播音主持的艺术性和个
性化。因此，本文将针对新媒体语境下播音主持语言的艺术性展开探讨和分析，希望能够为进一步推动新媒体改革，助力播音主持
工作专业水平不断提升，提供相关参考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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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播音语言时尚化
在新媒体语境的发展与进步下，播音主持工作者在语言风格

和艺术性拓展的过程也面临了新的发展趋势，这也意味着播音语
言不仅要对于自身艺术性进行提升，还要在此基础上实现对于语
言奥妙性与特殊性的风影，结合时代背景元素，提升播音语言
的时尚化，进一步丰盈播音语言的艺术性。因此，在新媒体语
境下初音语言工作者需要对于自身的语言特点进行反思，紧跟时
代发展步伐，进行不断的调整和优化，使自己的播音主持更具
特点和时尚化。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不能盲目甚至过度的追求
时尚语言语录的填充，而要将播音主持语言作为一门社会化的载
体，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互补性与兼容性，在
接受新型语言使用和方言热词用语交融的过程中，不断规范，
并为自己的播音语言注入时尚元素，让语言听起来既富有艺术内
涵，又富有时代元素，能够让公众感受到耳目一新，进一步增
强新媒体语境下播音主持语言的视觉和听觉感染力。

2.3播音语言口语化
新媒体语境的发展拉近了艺术同公众生活的距离，这也使得

在信息新闻要点传播的过程中，要立足于公众的接收和理解能力
进行语言上的改进与优化，在确保播音主持语言真实性和音正性
的同时，充分展现播音主持活动在人际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
因此，新媒体语境下播音主持语言应进行艺术化和生活化的交
融，通过融入一些口语化的运用，充分诠释语言的生活之美，
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而在播音主持语言运用
的过程中，口语化与生活化的结合并非是笼统和盲目的，而要
在对于整体新闻信息进行综合把握的基础上，渗透语言情感内
容，选取合适的口语词汇填充在播音语言中，创作出更加贴合大
众口味，被大众所能适应的文化和播音主持节目。

3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新媒体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其富含时代特

色的语境也对于播音主持的语言风格后来更加多元化的要求和标
准，需要播音主持工作者在语言运用的过程中，注重对于个性化，
时尚化的填充，通过适时的进行口语化与生活化的融合，有效彰
显语言的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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