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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视域下播音发声学理论与实践课程的创新实践探究 
胡月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宁夏银川） 

摘要：《播音发声学基础理论与实践》课程，是播音与主持专业大一学生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目标旨在对普通话语音发声的方

式、方法进行讲解，使播音与主持专业同学在进行有声语言表达时，正确规范的科学发声、用声，准确生动的表达自我感受。为将

来从事播音与主持、有声语言演播等相关工作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融媒体时代，主持人的工作内容发生深刻变革，唯有与时俱进

提升实践应用能力，形成学界业界的交融发展，共同开创新的发展路径，才能实现在融媒体背景下培养专业辨识度高，核心竞争力

强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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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novative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ho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ed me

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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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urse "Basic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roadcasting Vocalization"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freshm

an students majoring in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This course aims to explain the ways and methods of Putonghua vo

calization，so that students majoring in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can express themselves accurately and vividly whe

n expressing themselves in sound language. Lay a solid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for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sound 

language broadcasting and other related work in the future. In the era of financial media，the work content of host

s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Only by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and improving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

y，forming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cademia and the industry，and jointly creat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

h，can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with high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and strong core competitiveness be cultivate

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inanci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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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发展促使媒介领域在进行行业布局时，对播音主持专

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媒体行业所需的人才不再是传统

媒体背景的播音员、主持人，而是在具备基本专业素养的基础上，

了解融媒体技术发展，适应全新节目形态、语言表达样态、传播途

径的全面性专业人才。播音与主持专业人才培养更应契合融合媒体

时代的多面性，进一步拓宽人才培养的资源。《播音发声学基础理论

与实践》作为播音与主持专业必修课程，是否遵循过去的教学培养

模式，也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媒介行业普遍认识到这一问题，因

而我们更应适时根据行业动态，以融媒体发展趋势为依托，紧跟一

线发展的教学理念和实践创新，从而培养符合融媒时代要求的播音

主持专业人才。 

一、创新产教融合培养模式 
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

若干意见》（国办发跟 [2017]95 号）中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输送了大批高

素质人才，为加快发展壮大现代产业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①根据

学院自身所设立的播音与主持专业，以产教融合为依托，促进教育、

人才与产业的紧密结合，是对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应

用型人才实践能力培养的新模式探索。 

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树立主持人的主体意识，与区

级、县级融媒体中心形成联动机制，依照行业需求，进行大型融媒

体直播报道。以学生声音工作坊为载体，有声小说演播、纪录片配

音为项目依托，通过演播、解说配音、音频制作、作品推送等环节。

提升学生语言表达能力、新媒体作品孵化及运营能力。 

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个人功效被

逐渐放大，开成为信息的源头和节目的主体，致使传受双方的界限

越来愈模糊不清，播音员与主持人面临着重大的挑战。“融媒体时

代对于播音员主持人来说，除了要求掌握基本的播音主持技巧之

外，策划能力、资源整合能力、产品用户意识、品牌运营等都成为

不可或缺的实务技能”②。根据目前各高校播音与主持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课程设置及教学培养目标，已无法满足全媒体人才的发展需要。

想要培养社会所需人才，必须“走进来”、“走出去”，结合融媒

时代对媒体人才的需求，不断优化革新，为学生搭建学界向业界延

伸，能够拓宽专业视野的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平台，从而，多方面、

多维度、多层次以产、学、研的教学模式提升学生的采、写、编、

播、运营等专业能力与思维创新能力，培育创新性的节目思想，促

进播音主持人才全方位发展。 

二、融媒体视域下播音发声学基础理论与实践课程 
（一）课程定位 

《播音发声学基础理论与实践》作为播音主持专业必修课程，

也可作为语言艺术爱好者进行有声语言创作训练的基础课。课程内

容系统讲授普通话语音和播音发声的基础理论知识，有针对性的训

练，指导学生进行语音发声、语言表达，从而有效提吐字归音的规

范性；指导学生掌握并运用科学发声方法及嗓音保护方法，熟练规

范的运用有声语言，达到有声语言艺术表达和创作的要求。 

课程教学内容共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为普通话语音，

包括：“普通话语音概说、声母、韵母、声调、普通话音节结构与

声韵拼合关系、语流音变”；下半部分课程内容为播音发声，包含：

“呼吸控制、口腔控制、喉部控制、共鸣控制、声音弹性的训练、

情生气的结合等内容”。在培养学生普通话语音和播音发声方面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后期《语言表达》、《广播新闻播音》、《电视

新闻播音》等课程学习提供理论支撑，打下坚实的吐字发声基础。 

（二）教学现状分析 

1、教学方法单一 

目前，《播音发声学基础理论与实践》课程教学方式，依旧延用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教学模式，采用“理论讲授+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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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进行授课。学生通过模仿、练习，来解决自身普通话语音发

声的不规范性。学生不能从本质上认识自身语音、发声存在的问题，

单纯的肌肉性的记忆，使得学生不能触类旁通获得解决问题的能

力。由于普通话语音发声的学习，需要建立在持之以恒的字、词、

段落等内容的艰苦训练之上，尤其声母、韵母正音部分十分困难、

枯燥难学。这都需要教师结合实际情况，设计出更好的教学方案，

通过新媒体手段丰富教学内容，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从而更好对播音发声进行有效的学习和训练。 

2、教学场景适应性较弱 

本门课程所选用教材为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出版的

《播音主持语音与发声》③。新版教材并未脱离原有知识框架，而是

在此基础之上调整了理论和训练材料的比重，在经典的内容之上，

更注重实用性和拓展性。但由于教材出版于 2014 年，虽相较于旧版

内容虽有所更新，但理论和练习材料并不能顺应融媒体时代的瞬息

变化。这要求授课教师不能仅满足于课本上固有的训练稿件，还要

立足于融媒体视域下普通话语音和播音发声的教学改革实践探究

中，不断增加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训练材料。 

三、融媒体视域下播音发声学基础理论与实践课程改革 
随着科技进步，新媒体拓展信息传播渠道，增加信息传播度。

更多的受众通过移动设备便即时获取各方面消息，传统媒体经受前

所未有的挑战。而以传统媒体为培养目标的，播音员与主持人现存

培养方式则显得越发单一、固化。与此同时新的传播环境下，对于

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除了对新近发生或正在发

声的新闻事实的报道之外，还需要承担更多渠道的媒体宣发工作。

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曾提出：“你原来用 5 分钟才说清楚的

事情，现在可不可以用 3 分钟将它说得更清楚，而且更具吸引力？

用 3 分钟说清楚的这个节奏是什么？语言中浓缩的是什么？而且还

不让人觉得累。那么接下来用 3 分钟说清楚的事情，能不能用 1 分

钟说得更好？”④这就要求播音主持人才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同时

要符合融合媒体的属性具备锤炼语言的能力。 

播音发声基础课程的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为适应多变的新媒

体环境，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需要进一步创新的教学理念和体系，

以传播形态的专业发展需求为核心，建设科学化从实而构的课堂教

学新模式，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传媒人才。为此，《播音发声学基础理

论与实践》有以下几点建设目标： 

第一，力求增强课堂教育实效性； 

在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播音发声学基础理论与实践》教材中，

声母、韵母发音章节理论知识过于繁杂，图例信息不简明，避免出

学生理解不到语音发声的真正要领，需要重新制定教学计划和内容。

因此，身为育工作者就要结合学生情况，对《播音发声学基础理论

与实践》教材内容“化繁为简”。如，教材中关于声母、韵母发声

时的动程关系，理论描述过于复杂，晦涩难懂。在进行播音主持呼

吸方式讲解时，学生对语音发声所使用的胸腹饰联合呼吸法的呼吸

原理难以理解，无法清晰准确的了解到呼吸运动的关系，但新媒体

视频或动画、视频直播的方式进行演示则是较为直观的，将人体发

声过程诠释清楚，以便更好的使学生在《播音发声学基础理论与实

践》教育教学课程中学习到正确的普通话发音。 

第二，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语音与发声教学； 

传统的语音发声教学采用静态教学为主，虽有其优势所在，但

容易引起学生疲累之感，降低课堂的训练效果；同时，易形成固化、

教条化的学习模式，不利于人才培养。目前，播音发声课程教学可

以结合“互联网+”，引入动态教学手段，合理利用当前新媒体和互

联网中信息教学资源，打破传统以教师为中心教学模式增加互联网

场景，通过慕课、有声 App、视频直播等搭建新型教学平台，形成

线上线下有效联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动性。亦可通过互联网

平台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进行专业课学习和回课，在兴趣与生活

中，学有所长。同时，让学生在互联网场景之下，将练声视频以时

下流行的 vlog 形式，发送到短视频平台，既能提高学生的积极主动

性又能提升融媒体视频采编能力。 

第三，改革语音与发声课程考核模式； 

为了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的意见》精神，在《播音发声学基础理论与实践》考核

中，实行非标考试“以赛代考”的多维度考核模式，采用播音员主

持人大赛的方式进行，考核内容包含普通话、主持、朗诵、演讲等

多方面内容。通过改革课程考核的模式，提升教学质量，使学生从

过去的被动式转变成为主动式学习，在学中用，在用中学，形成全

方位发展的良性竞争机制。 

第四，教学手段对接实训业务，增强学生应变能力。 

根据“媒体融合新趋势、学术发展新方向、社会发展新诉求”，

不断优化课程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手段。在《播音发声学基础理论

与实践》课程教学中，通过“实训项目化，作业作品化、产教融合

常态化”，将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走深、走实。同时，加强与本地

融媒体中心交流合作，坚持把优质的项目引进课堂，将行业经验引

入教学，构建立体化全方位的理论与实训双结合的教学体系。以“媒

体播出标准”严格要求学生，强化学生的基本功训练，使的学生能

在实践中熟悉市场，熟悉社会，形成良好的媒介素养。 

围绕“有声语言+”的核心理念，通过喜马拉雅 FM、网易云电

台、有声小说演，通过具体创作主题、具体情景、具体内容紧密结

合课堂理论，在丰富的学习内容的同时，帮助学生扎实推进专业基

本功的提升。如，对象感、情景再现、人物形象塑造等专项训练，

亦可通过有声小说或影视配音的方式，有针对性及趣味性的学习。

常听多练，反复练习，通过录制作品找出差异性，从而加以改正，

学生的实战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为学生提供就业参考。同时，制定

好语音发声课程的教学标准，亦是探索播音主持专业在新文娱方向

产教融合的新路径。 

结论 
《播音发声学基础理论与实践》作为播音与主持专业必修课，

在融合媒体时代，拥有了更多面的渠道与更多的可能性。作为基础

理论课，对于学生语音规范、科学发声及以及有声语言表达的驾驭

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为了顺应融媒体时代的发展，媒体

的专业性坚守依然必要，能够胜出的始终是专业为王、专业取胜，

充分探究该门课程的教学创新之法，深化改革理念，在实践中检验

改革成果，通过校企合作，协同培养播音主持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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