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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员主持人的个性化语言表达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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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播音员主持人个性化语言表达的重要性，从播音员主持人的个性化语言表达技巧与策略两个方面，总结

播音员主持人的个性化语言表达形成方法，要求加强对稿件内容的二次创作、不断积累主持经验、协调个性语言与节目的关系，不

断提升节目影响力，加强广播电视节目语言表达的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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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当前新媒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传播渠道与方式不断

增多，在促进广播电视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上，也增加了其竞争压力。

面对受众日趋增加的播音需求，为提升广播电视的市场竞争力，不

仅需要从节目播出形式方面创新，也需要实现播音员主持人的个性

化语言表达，以此形成个性化的广播电视风格，以增加实际影响力，

满足不同受众的实际收听需求。播音员主持人的播音技巧运用主要

体现在学习与熟练阶段，经历从刻意雕琢到回归自然的过渡，这两

个阶段也凸显了创造力的差别，新时代形式下，要求播音员主持人

加强播音技巧学习提升创造能力，实现语言的个性化表达。 

1 播音员主持人个性化语言表达的重要性 

播音员主持人作为媒体的形象代表，其本身具有向公众传播信

息的重要作用，其播音语言专业性与表达方式，直接影响自身的主

持风格与节目的影响力。在当前的新媒体环境下，观众用户对播音

员主持人播音主持能力的要求不断提升，新时期的播音员主持人不

仅需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职业道德与专业播音能力，还应结合

所主持节目的实际特点与内容，形成个性化语言表达，其价值与重

要性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1 增强主持内容的传达效果 

播音主持人的最基础作用就是向公众传播信息，但基于稿件文

字内容的限制，部分受众难以理解稿件信息，从而出现对播音内容

的错误识别。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熟的播音员主持人可以对稿件内

容进行二次加工，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帮助用户精准识别新闻播报内

容，从而增强对播音内容的理解程度，提升自身兴趣[1]。 

1.2 形成具有特色的主持风格 

一般情况下，成熟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有自身的独特主持风格，

或严肃庄重、或激情澎湃、或诙谐有趣，这都是在长期的播音员主

持当中所逐渐积累的。而具有特色主持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在于个

性化的语言表达，结合稿件内容实现二次创作，并在其中加入自己

情感，使观众能够从播报语言中感受到播音员主持人的情感流露，

形成主持特色，代表自身观点。 

1.3 提升节目影响力 

在当前电视节目传播形式多样化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常规的播

音语言表达已经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根据节目性质，选择合适的

语言风格，不仅能够实现有效的内容传达，更代表了节目风格，从

而有效提升节目影响力。比如新闻联播节目通常播报的信息为国家

大事，根据稿件内容，播音员主持人应选择严肃庄重的语言表达形

式，加强新闻信息的渗透力，增强新闻联播的公信力，达到提升影

响力的最终目的。 

2 播音员主持人的个性化语言表达技巧 

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表达技巧是播音创作的基础，也是实现个

性化语言表达的前提。从理论方面来讲，播音员主持人的个性化语

言表达技巧的形成，主要体现在稿件内容理解、语言表达内外部技

巧与自身情感状态等方面，从实践方面来讲，则集中体现在情境再

现、对象感、内在语及外部技巧训练方面，从而使播音员主持人能

够将生硬的文字转化为有目的有感情的语言，引起观众的共鸣。 

2.1 语言表达内部技巧 

内部技巧指的是在实际播音主持当中，使主持人思想感情始终

处于活跃运动状态的技巧方法，主要体现在情境再现、内在语与对

象感等方面。首先是情境再现，在稿件内容中存在形象性内容的情

况下，应基于对文字形象的理解实现情境再现，提升播音语言的形

象性。也就是说，在不影响稿件内容，符合稿件播报需求的基础上，

以稿件内容中的材料为原型，将稿件中的人物形象、情境过程、发

展情节等在脑海中持续浮现，从而形成连续的动作画面，在感受人

物形象与对应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实现自身情感态度与稿件内容的

高度共鸣，形成对应的态度与情感[2]。在开展情境再现技巧训练的

过程中，应注意这样几点内容：一切的情境再现需以宣传稿件内容

为首要目的；以稿件内容为原型，可以结合自身经验进行文字补充

与情感升华，但不能过分渲染，导致稿件内容本身含义失真。其次

是挖掘内在语，内在语指的是稿件文字内容不便表达或者没有完善

表达的信息，播音员主持人在播音过程中，不能按部就班的按照稿

件进行宣读，而是应深度挖掘稿件文字背后所蕴含的含义，以准确

清晰的语言激活有声语言，实现对稿件内容的准确传达。需要注意

的是，有关内在语的挖掘，并不着重体现在播音员主持人的有声语

言当中，而是更多体现在播音员主持人内心情感方面，也就是说实

现自身思维与情感的互动，实现对有声语言的升华与深化，不断加

强内在语挖掘训练，从无数的稿件中实现积累，才能做到熟能生巧

运用自如。最后是对象感训练，对象感指的是观众受众的情感思维，

播音员主持人在播音过程中，应从思维感觉上准确把握稿件文字对

观众的冲击与影响，并从有声语言上实现与对象的沟通交流[3]。从

交流理论方面来看，无论是播音还是生活交流，只有一方想听，另

一方才能提起说话的欲望，而对象感的获取，本质在于激发观众“想

听”的状态，通过播音员主持人自身的感觉，感受到面前存在大量

认真倾听的观众，并从自身播报状态感受到听众的反应与情绪，才

能实现在思维情感上与听众的交流，从而使自身播报语言更加个性

独特。 

2.2 语言表达外部技巧训练 

播音员主持人的个性化语言表达与语言表达外部技巧有着直

接的关系，体现了播音员主持人对稿件文字的再创作，每个播音员

主持人对稿件文字中的重音、停顿、语气与节奏都有着一定差异，

这样的差异就是影响个性化语言形成的关键。在加强对稿件文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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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认知的基础上，将其转化为有声语言，而外部技巧就为有声语言

的传播提供了个性化条件。以重音训练为例进行分析，重音是就稿

件文字而言的，稿件文字中较为重要的文字为重音训练关键，其目

的不仅在于提升逻辑关系的严谨性，增强感情色彩的鲜明性，更重

要的在于能够实现对稿件文字重点的解读与判断，从而形成个性化

的表达方式。比如在“车身猛一摇晃，碰到一根连队战士用来晒衣

服的方木[4]。”这句话中的重音可以是“猛”，也可以是“方木”，以

“猛”作为重音，则表现出连队战士行车区域存在路面不平整的情

况，体现了当地自然环境恶劣。以“方木”作为重音，则说明连队

战士生活条件的恶劣，体现出连队战士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当然，

关于重音的判断，需要结合稿件上下文字语言的联系来进行，同时

代入自身情感实现文字语言情感升华，最终形成个性化的语言表达

方式。 

3 播音员主持人的个性化语言表达策略 

3.1 加强对稿件内容的二次创作 

无论是播音员主持人播音技巧训练，还是个性化语言表达方式

的形成，都强调了对稿件文字内容二次创作的重要性。在实际的播

音主持当中，并不是机械化的按照稿件文字进行生硬的“念书式”

播报，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自由发挥，而是应在稿件文字的基础上，

进行富有逻辑性与情感的表达。而个性化语言表达的形成，也需要

在有效信息传达的基础上进行，也就是说，对稿件内容的二次创作，

不仅不能影响稿件文字的实际含义，更重要的应当是以个性化语言

突出稿件含义与内容，加强与观众的共鸣[5]。手语老师的噩梦，“押

韵狂魔”朱广权就是以稿件内容二次创作实现个性化语言表达的

“天花板”，朱广权的主持播报以网络流行语的押韵为主要特点，

具有灵敏迅速的反应能力，可以结合稿件文字内容，随时随地迸发

出令人意想不到，却无比贴合稿件信息的高能语言。2017 年 1 月

26 日，在一场春节档的新闻节目中，有网友问了句，“为什么都过

年了你们还不放假”。很快，这句话便引起了朱广权的注意。一时

心血来潮，朱广权直接在直播中回应问题，一番“雷句”也就此脱

口而出：“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方式令

广大网友直呼没想到，也使手语老师陷入了短暂的沉寂，自此之后，

朱广权便在新闻节目中彻底“放飞自我”。关于备受关注的“开学”

问题，朱广权是这样说的：“你若军训便是晴天，你若放假便是雨

天，你若发奋写作业便是开学前一天，你若不发奋写作业便会遇到

铁面无私包青天。”张口就是段子，闭口就是押韵，不少网友评论

道：朱广权简直是将枯燥无味的新闻稿，说成了单口相声。作为播

音主持与“相声界”的鬼才，朱广权式播音主持风格引起了广大网

友与新闻媒体的关注，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转发关于朱广权的

“金句”。从以上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出，加强对稿件文字的二次创

作，能够实现个性化语言表达，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不仅需要播音

员主持人拥有敏捷的思维、有趣的灵魂与长期的语言积累，更需要

保证不扭曲稿件文字语言观点，才能在准确表达文字内容含义的基

础上实现个性化语言表达。 

3.2 不断积累主持经验 

个性化语言表达方式的形成，需要有大量的播音主持经验积

累，从而强化语言表达能力，形成独特的主持风格。播音主持经验

的积累需要播音员主持人尝试参加多种类型的播音主持节目，从而

了解不同播音主持节目的特点风格，观察其他播音员主持人的风

格，取长补短吸取经验，从而打造形成个性化的播音主持风格，强

化播音主持能力。长期在单一播音主持节目中的停留，只会形成固

定的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风格，由于不同播音主持节目特点不同，

所要求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表达风格也不同[6]。比如新闻类节目，

要求播音员主持人严肃庄重，以增强节目的公信力，娱乐类节目要

求播音员主持人语言风格诙谐幽默，具有灵活应变的控场能力。所

以说，多学习不同类型的节目，有助于积累更多播音主持经验，持

续探索深入挖掘自身语言表达形式的方向，从而加强语言表达的个

性化程度。其次，个性化的语言表达是基于听众需求来决定的，语

言表达的个性化与时代感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结合当前播音主持

市场与受众的实际需求，使主持风格更好的贴近时代发展潮流，满

足受众的兴趣，认真收集不同地区受众对节目主持风格的反馈与意

见，以此提升播音员主持人语言表达的时代感，实现个性化语言表

达方式的形成。 

3.3 协调个性语言与节目的关系 

播音员主持人个性化语言表达方式形成的关键在于突出播音

员主持人在看节目播报中的主体地位，在规定尺度的要求下，深度

结合自身情感，以个性化的语言形式表达稿件内容。也就是说播音

员主持人自身情感越丰富，语言表达的个性化形式越自然，对观众

的吸引程度越高。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敬一丹曾说过，播音

员主持人个性语言表达的形成取决于主客观因素，主观因素指的是

播音员主持人自身的情感、观点与语言习惯，客观因素指的是节目

特点、宗旨与规定[7]。也就是说，个性化语言的形成与节目所处时

代环境特征有着直接关系，应以节目的实际需求为宗旨，切实协调

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树立个人个性化语言表达风格的同时打造节目

标识，提升影响力。 

结束语：在电视广播行业的不断发展下，观众对播音员主持人

语言表达风格的要求也在不断改变，为提升电视广播节目的市场竞

争力，应不断加强播音员主持人个性化语言表达形式的形成，建设

独特主持风格，切实提升广播电视节目的影响力。总的来说，播音

员主持人个性化语言表达不仅需要其有着扎实的播音主持技巧，同

时也应加强播音主持积累，在不扭曲稿件文字含义的基础上，加入

自身情感引起观众共鸣，注意语言表达的完整性、准确性与个性化，

从而提升受众对播音员主持人播音主持效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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