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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主持创作基础教学改革研究
李幸芷

（南京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在我国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着播音主持行业的进一步发展。这对高校播

音主持专业学生的发展来说，既是机会，也是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以练声为主、理论讲解为辅助的播音专业课程

教学模式已经不适合学生新的专业发展需求。由此可见，推动播音主持创作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是很有必要的。基于此，本文通过

深入探究高校播音主持创作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原则以及相关策略，以期提升高校播音主持创作基础课程教育教学质量，为

推动高校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岗位能力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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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动播音主持创作基础教学改革的基本原则

播音主持活动是有声创作活动，并且这一行业兼具新闻行

业和艺术行业的主要特点，因此，播音主持创作活动要坚持新

闻创新和艺术创作的主要特点。这需要教师在推动播音主持创

作基础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坚持如下原则：

首先，推动播音主持创作基础教学改革要坚持准确性的原

则，这一原则是播音主持工作开展的基础，主要包括两方面的

内容：第一，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要重视对学生的语言进行规

范，要求学生在播音主持创作实践的过程中应用标准的普通话。

第二是在进行语言表达的过程中要规范，避免由于错读、漏读

等问题导致的语言问题。

其次，在推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要坚持简明性的原则，在

指导学生开展播音主持创作的过程中要保证学生发言稿的制作

以及发言过程的言简意赅，减少日常口头用语比如“嗯啊哦”

之类字眼的使用，减少语言重复。

再次是语言的得体性，学生在播音主持创作的过程中要立

足于不同的场景对实际语言进行不同的处理。比如在指导学生

播报新闻稿件的过程中，要求学生的语言具有启发性，而在指

导学生主持访谈类内容时，需要语言上的亲和力。除此之外，

重点培养学生在语言组织上的逻辑能力，在创作过程中要分清

楚主次并且层层递进，在发言过程中呈现条理性，杜绝前后矛

盾、语无伦次的问题。

最后是播音主持创作的审美性，我们在指导学生开展播音

主持创作的过程中，要不断提高学生的语言品味能力，使学生

在实际的播音过程中发挥语言的艺术性，形成自信的、亲切的、

自然的语言风格，这不仅仅需要学生在播音过程中挖掘优美的

词汇，同时还要搭配上音色和语调，在表达过程中形成相应的

语言节奏和韵律，从根本上来吸引听众。

二、新时代下高校播音主持专业发展现状

播音主持人作为社会公众人物，对社会信息的传播有着十

分重要的影响：播音主持人不仅仅是社会群众的意见反映者，

同时也是主要的信息传播者，社会大众所接触到的各类信息大

部分都是由播音主持的语言表达传递出来的。在这样的前提

下，优秀的播音主持人不仅要具备扎实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表达

技巧，同时还要挖掘有价值的新内容，吸引社会大众的关注，

在播音实践过程中进行适当的肢体语言表达，从而提高节目效

果的直观性。

无论是电视台还是广播电台等传统的媒体传播载体，还

是网络视频平台等新媒体，都是现阶段社会大众获取信息的

重要方式。但是在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先进

的数字网络技术极大地便利了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活动。这种

因素对传统的媒体传播平台带来的影响主要在于节目语境上

的转变。所以在开展播音主持创作教学的过程中，要积极添

加新媒体的主要内容，同时兼顾学生基本功的发展，对课程

教学方法与内容进行变革，才能实现新时代下播音创作基础

课程质量的提升。

三、播音主持创作基础教学改革策略分析

（一）创新课程内容，调动学生兴趣

在开展播音主持创作基础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审

美教育，培养学生的美学素养，培养学生的艺术审美素养：

首先，教师要加强对播音专业学生的审美训练，使学生在创

作过程中养成基础的审美意识。从心理层面训练学生的美学

感知能力。组织学生在生活中、在训练中发现美、感知美、

表现美，教师通过情境再现、节奏训练和小组互评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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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其次，教师要加强学生基本功的培养：

学生的文化功底和个人素养是开展播音主持创作的基础。播

音主持教学活动要更注重学生基本功的发展，使学生在播音

创作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专业基本功，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

“形式美感”，训练学生气息、声音以及共鸣，从而完美展

示播音的“形式美”。

（二）创新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参与

现阶段我国的播音主持节目更注重与观众互动，提高信息

受众的参与度。特别是在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传统

的“发言稿”式主持模式已经逐渐被“互动”式主持模式所代

替。在播音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也要转变传统的“理论讲

解 +语言训练”的课程教学模式，在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互

动意识，同时在学生进行播音主持创作的过程中加强师生、生

生之间的有效互动，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实现课程教学质

量的提升。

以笔者的课程专业教学活动为例，我在指导学生进行播

音主持创作的过程中，构建了“专业人课程共享学习”的教

育教学模式，重点培养学生之间相互学习、借鉴创作和相互

纠正的能力。在布置播音主持创作作业的过程中，要求学生

合作完成不同的课程任务，禁止学生“闭门造车”。通过这

样的课程教学方法，在提高学生播音专业功底的基础上，提

高学生在课内外的参与度，并促进了学生播音主持专业能力

的发展。

（三）创新实践教学，拓展学生视野

创新播音主持创作基础课程教学活动，需要教师打破

传统的课程教学活动，重点打造培养学生专业功底和形式

美感的播音实践活动。“小课堂”模式的应用是推动学生

应用播音理论知识的重要途径：课程教师依据本节课程的

主要内容和学生的训练需求，将课堂转移到不同的场所，

提高学生在不同环境下的语言表达能力，打破传统的课堂

“听授”模式，重点培养学生的表现能力，为学生的创作

活动提供不同的空间。

此外，播音教学设备的灵活管理是激发学生动力的重要基

础。在“小课堂”教学模式下，教师要给予学生充分的实践空

间，学生在课上、课下的学习练习过程中，往往受制实践场地

和技术设备方面的不足，难以开展自主创作、训练活动，很多

学校的录音室较为缺乏，学生缺乏专业的创作练习场地。但是

除了在校期间的课程学习和训练活动之外，学生在增强个人播

音功底的重要的形式在于自主练习活动。播音主持创作活动对

专业设备的要求较高，针对这种问题，教师要积极申请学校专

业设备的使用，调动学生参与播音实践训练的积极性，同时提

高学生的播音专业技能。

四、结语

综上，新媒体基础的发展导致的信息传播速率的不断提

升，使得社会对高质量的播音主持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

加。《播音创作基础》课程作为学生的重点学习内容之一，

对学生播音基础能力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在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我们要把握好新媒体技术与现代播音主

持行业中的有效融合，与时俱进，从表达手法、创作理念和

播音实践等不同的角度入手，培养学生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和

灵活的语言能力，从而为学生今后的就业、择业活动奠定坚

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董天然 . 播音主持创作中的语言表达技巧研究——评

《播音主持创作基础实训教程》[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1

（05）：136.

[2] 许丽君，李鸣镝 . 播音主持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

践研究——以“播音创作基础”为例 [J]. 视听，2021（01）：

205-206.

[3]许芫颜.“播音创作基础”课程思政的探索[J].文教资料，

2020（09）：166-168.

[4] 徐华 . 播音主持创作基础教学改革初探 [J]. 西部广播电

视，2019.

[5] 徐子康 .《播音主持创作基础》教学中的美学素质培养

研究 [J]. 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2020，No.511（06）：215-

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