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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余尚娇（20 2 0）指出，新媒体语境下配音元素更加多元

化，受众对于播音主持配音的审美观增强，因此，播音主持要
善于运用新媒体科技增强配音的生动性、审美感，使得播音主

持效果更佳[1 ]。邢小川（20 2 0）指出，为了让影视配音更能

吸引眼球，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技术优势，提高影视配音的原
创新和互动性[2 ]。孙健玮（20 1 9）指出，新媒体环境下播音

主持艺术性要求更高了，注重真实、声音和先进性，但是实践

中播音主持可信度下降、创造性不足，要提升新媒体语境下播
音主持的语言艺术性需要重视情感融入、打造自身语言风格与特

点，加强专业化训练等[3]。连少鹏（20 1 7）认为，在新媒体

语境下播音主持的语言艺术性要影视作品配音工作者结合语言特
点，注重将语言技巧与真实情感的融合，提升播音主持的语言艺

术性[4]。已有的文献主要从新媒体语境下研究播音主持语言艺术

性，对于本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本文主要分析影视配音
教学在新媒体语境中的艺术特征及其实际应用价值。

1  影视配音教学的现状

影视配音课程是播音主持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或者专业选修
课程，本门课程对播音主持专业人才能力培养很重要，但是影视

配音教学的重理论轻实践。

1.1影视配音课程的性质与定位
影视配音课程是播音主持专业学生的专业课，通过该门课程

加深学生对影视剧人物配音、广告配音、专题片配音等模块的理

论知识学习，并且学生要针对理论加强实践训练，通过本课程学
习，学生需要达成知识、技能、情感目标。通过本门课程学生能

够掌握语言表达的艺术技巧，提高学生对声音的掌控能力，培养

学生播音主持的职业素养。
1.2影视配音教学的重理论轻实践

影视配音在播音主持专业开设，这门课程的应用性要求较高，

但是这门课程在开发过程中重视理论教学设计，忽视了影视配音
的实践教学，缺乏对影视配音教学设施和条件的完善，影视配音

的实训、实践活动比较少，课程开设过程缺乏与社会资源对接，难

以培养满足社会配音工作需求的人才。
2  影视配音的艺术特征分析

影视配音的艺术特征主要包括影视配音的真实性，影视配音

的创造性，影视配音的适应性等。
2.1影视配音的真实性

影视配音要求主持人需要加强播音节目分析，保证影视配音

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提高影视配音的质量。影视作品配音工作者
要结合自身的语言风格和艺术素养，将影视配音的真实性作为首

要艺术特征，并且能够为大众能够接受[5]。

2.2影视配音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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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配音存在可以用来揭示和表达影视主题，配音不仅仅能

创造画面形象，如果将特定配音加载或赋予某一画面，那么画面

具有的意义和内涵会更丰富生动。配音中的音乐可以让观众根据
自己的体验、兴趣、意志和爱好去展开联想，通过联想来充实丰

富画面，使画面更加生动、真实，更富有表现力，更能抓住观众

的心。
2.3影视配音的适应性

影视配音艺术具有极强的适应性要求。为了提高影视配音艺

术的美感，就需要加强影视配音的时代适应性，结合时代审美的
要求，确定影视配音艺术的整体和谐。

3  影视配音教学在新媒体语境中艺术特征的异变

在新媒体语境下影视拼音教学艺术特征产生了异变，主要表
现为新媒体促进了影视配音艺术的传播多元化，提高影视配音生

产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再造影视配音作品的生产流程等。

3.1新媒体促进了影视配音艺术的传播多元化
在新媒体语境下，影视配音的语言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呈现

了新变化，与过去的影视配音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区别和差异，新

媒体语境下影视配音的文本能够在网络世界能够得到更加广泛的
传播和讨论，新媒体促进了影视配音艺术传播的多元化。

3.2提高影视配音生产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传统媒体语境下，影视配音生产主体在创作的过程中主观能
动性发挥有限，是处于被动式的创作，但是在新媒体语境下，影

视配音生产主体的创作空间更大，能够涌现更多优秀的创作者，

能够在影视配音作品中发挥更大的存在感。
3.3再造影视配音作品的生产流程

新媒体语境下产生了更多全新的影视作品，这些作品的风格

不同于以往的影视配音作品，更多的数字技术和新媒体技术使得
影视作品的配音生产过程更加数字化，改变了受众的审美模式，

再造影视配音作品的生产流程。

4  影视配音教学在新媒体语境中艺术特征异变的原因
在新媒体语境中影视配音艺术特征发生了异变主要原因在于

新媒介使得影视配音艺术的专业性下降，全新的媒介环境创造了

影视配音更广阔的空间，新媒体技术大大加剧了影视配音艺术作
品的市场竞争等。

4.1新媒介使得影视配音艺术的专业性下降

在新媒体语境下，为了缓解现时生活压力，有些人用网络化
语言给影视作品配音，使得影视作品的配音出现网络化娱乐的特

征，给影视配音作品给人留下反讽性、狂欢性、泛娱乐化等，新

媒介使得影视配音艺术的专业性下降。
4.2全新的媒介环境创造了影视配音更广阔的空间

在新媒体语境下，全新的媒介环境创造了影视配音更广阔的

空间，全新的媒介使得影视配音艺术传播形式更加多样化，使



136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2)2020,11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得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影视配音作品的传播过程中，激发创造者

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得影视配音语言能够具有新的发展方

式，构建新媒体语境中的全新生态化定位。
4.3新媒体技术大大加剧了影视配音艺术作品的市场竞争

新媒体技术下，全民参与性成为了可能影视配音艺术作品可

以借助新媒体技术和平台大力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新媒体技术使
得更多的网民不再是单一角色，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更能扮

演传播者的角色，这样就会给影视配音艺术带来巨大的挑战，

新媒体技术大大加剧了影视配音艺术作品的市场竞争。
5  影视配音教学在新媒体语境中的艺术特征异变的价值应

用方法与策略

影视配音教学在新媒体语境中的艺术特征异变的价值应用需
要注重一定的方法与策略，注重在影视配音生产过程中注入情

感，影视作品配音工作者在活动中展现自身语言风格，重视影

视作品配音的专业化能力训练，全面增强影视作品配音体验等
5.1注重在影视配音生产过程中注入情感

要做好影视作品配音工作者这个职业，就需要影视作品配音

工作者能够通过声音有效向外界传递信息，在新媒体语境下，
影视作品配音工作者要通过有情感的声音使得影视配音作品更加

具有艺术感，扩大影视配音作品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从而激发

受众对影视配音作品的喜爱，获得更多的观众支持。
5.2影视作品配音工作者在活动中展现自身语言风格

在影视作品配音活动中，影视作品配音工作者需要重视语言

的运用，在影视作品配音活动中展现自身语言特点于风格，在
新媒体语境下，影视作品配音行业的工作人员面临的行业压力更

加巨大。影视作品配音工作者需要持续学习，提高自身影视配

音作品中的语言魅力[7]。
5.3重视影视作品配音的专业化能力训练

在新媒体语境下，播音主持行业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其

中影视作品配音工作者发挥着重要作用。影视作品配音工作者代
表了的语言水平能够让受众感知到节目质量水平，在影视配音作

品生产过程中，相关工作者需要加强专业化能力训练，增强影

视作品配音的艺术性[8]。
5.4全面增强影视作品配音体验

影视作品的配音工作者需要通过对影视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理

解，配合影视作品的画面或图像，还原影视剧中人物的语言，

加强影视配音创作的声音艺术和造型技巧，从而提升影视作品的
观赏价值。因此，高校播音主持专业要增强学生影视作品配音

的体验式教学。

6  结论
总而言之，在新媒体语境下，影视配音呈现新的艺术特

征，高校播音主持专业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把握新媒体语境

下影视配音艺术特征的异变现象与原因，并充分利用新媒体语境
下影视配音艺术特征异变的价值，创新影视配音教学理念、方

法、模式等，使得影视配音课程的教学目标能够实现，培养具

备影视作品配音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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