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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普类节目主持人的职业素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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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农业科普类节目的发展前景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农业科普类节目主持人更应该夯实基础专业
技能，并从提高政治站位，宣传国家政策，深入基层实践，掌握对话技巧和加强自我学习，提高综合素质三个方面来提升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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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programs are facing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hosts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s should consolidate their basic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qualities from 
three aspects: improving their political standing, publicizing national policies, deepening grassroots practice, mastering dialogue skills, 
strengthening self-learning, and improving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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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作为国家一直聚焦的关注点，要想实现农业可持续发

展，就必须做好农业科学技术传播，农业科普类节目的上映不失为
上策，但是节目的主要受众是农民，知识基础较为薄弱，如果不注
意，就会达不到很好的传播效果，甚至会形成错误引导，这对农业
科普类主持人的职业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一、农业科普类节目的基本概述 
1. 农业科普类节目的概念 
传统意义上的农业主要是指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户生产

活动。利用人畜作为劳动工具这种原始且落后的生产方式耕种和交
易初级农产品获取生活收入，阻碍了工业化进程和社会进步。但现
代化农业利用最新的科技成果，因地制宜，提高劳动生产率，利用
物联网内外结合开拓新销路，引进新技术。农业科普类节目恰好是
助推传统农业向新型农业过渡的平台。其主要服务于三农工作，为
农民生活宣传科技知识，宣讲致富信息，鼓励农耕技术创新。 

2.农业科普类节目的特征 
概括起来，农业科普类节目主要有注重实用性、综合性较强和

内涵丰富性三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2.1 注重实用性 
由于农业科普类节目面向的是农民这个广大的群众，节目应该

通俗易懂，注重一些实用技巧，例如：随着气候的变化无常，春季
气温在降低，在这种气温低的情况下如何提高种子的成活率。在节
目中多介绍一些种植的技巧，不能泛泛而谈，让农民能够看懂、学
会相互以此更好的引导农民在种植作物的路上少走弯路。内容要考
虑到季节和地域，对于北方来说，作物一般是玉米小麦荞麦等是春
耕秋收，一年一收；所以春天时节目应该以如何科学播种增大成活
率为主，秋天应该以收割，如何减少收割机带来的浪费以及科学收
割等。由于南北地域的不同，对于南方来说，一年多收，雨水较多，
适合种植水稻，所以节目中应该注意种植水稻需要考虑的细节性问
题。 

2.2 综合性较强 
农业科普节目所呈现的内容不应仅限制于政策宣讲，还应该结

合其他相关信息。例如，农民会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发愁，节目中应
讲解如何避免病虫害以此减少因为病虫害带来的粮食减产。比如水
稻和小麦抽穗扬花期间如遇降水，则必须在降雨前几小时就要把对
路药剂施下去，否则就会出现病虫害，导致减产。所以节目有相应
的专家科普这方面知识。除此之外，作物与环境息息相关，雨水多
少、温度高低都会影响作物的生长，所以涵盖天气方面的讲解，这
样可以更好的提高粮食的产量。多内容的节目安排，减轻了节目的
枯燥。 

2.3 内涵丰富性 
一方面，农业科普类节目，具备很强的公益性，扎根乡土文化，

以乡土农耕作为创作元素，彰显着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的团结一心。
另一方面，将自然生态融进新时代的综艺节目，发挥政府的公信力
塑造中国精神，延续农耕文明，用科学的方法，提升农民的知识素
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重要的是，此类专栏节目，代表
着国家对农民的重视，鼓励农民勤劳致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二、农业科普类节目主持人应具备的基本素养 
农业科普类节目主持人应具备的基本素养主要包括良好的业

务素质、沉稳的心理素质和独特的舞台风格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1.良好的语言表达 
农业科普类电视节目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节目，面

对特定的受众群体，反映的是农民的心声，要想将自然现象阐述与
农业科技的应用推广相结合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持人自身
对相关内容的认知和掌握。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南北方跨度很大，
不单单存在文化上的差异，也存在语言上的差异。各个地方的农民
平时交流都是用本地方的方言，所以要求主持人普通话要标准，勤
于锻炼基本功，说话语气要柔和，语言通俗易懂，发音要标准，一
些专业术语尽量少一些，在语速方面要慢一些，将要表达的内容说
好，说顺，让观众产生信任感。这也是对一个主持人最基本的要求，
播读时要注意停连重音、简明扼要，这样才能做到更好的传播给农
民，达到节目的播出效果，提升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 

2.沉稳的心理素质 
对于主持人来讲，临场应变和即兴发挥是一直要进步的技能领

域。做任何行业沉稳的心理素质都很重要，更何况农业是一门大的
学科，牵涉的范围广，问题跨度大，农民听众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同
专家或者主持人交流，会一把想到的问题尽可能多的提出来，他们
的表达能力、逻辑思维、问题看法等都可能让主持人不好把控节目，
这对主持人的临场应变能力和驾驭节目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思
想定位了高度，素质影响了结果，主持人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形色各
异的社会舆论，沉稳的心理素质让自己在众说纷纭中保持清醒，面
对指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对于良好的节目效果是事半功倍的。 

3.独特的舞台风格 
主持人的基本行业要求是五官得体，端庄大方，注重穿着，说

话声音有亲和力。主持人代表的不单单是自己，视前面的观众可能
也不仅是中国人，其代表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形象。在形形
色色的节目中，独特的主持台风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幽默的谈
吐中透出大国风范，沉稳轻快的风格，具备较强的代入感，将观众
一起带入营造的意境里，让国人和世界都真切的感受到中国农业的
进步。带领听众在潜移默化中学到技能、获得信息。把冷冰冰的农
业科学技术知识传播变成触手可得的有用信息，被农民所接受，农
业科技传播的效果才能更好。 

三、如何做好农业科普类节目主持人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做好农业科普类节目主持人可以围绕提高

政治站位，宣传国家政策，深入基层实践，掌握对话技巧和加强自
我学习，提高综合素质等三个方面具体实践和提高。 

1.提高政治站位，宣传国家政策 
农业频道在具有覆盖范围广，传播速度快这类基本节目特征

外，还具备很强的公益性，主要目的是引领群众响应党的号召推进
农业现代化进程。主持人一定要热爱这份工作是最基本的要求，把
坚定不移的拥护党和国家，当做最高信仰时刻提醒自己。自觉加强
政治理论和三农政策的学习，深入基层，丰富自身实践，加深对出
台的政策理解，增加节目深度。对于农民而言，最终的目标就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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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主持人的引导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通过提高科技种田水平，
实现粮食增产，就需要主持人正确讲解机械化的推广技术。用直观
易懂的数据展示效率的提升，朴实准确的语言解读购买农耕设备的
惠农补贴政策。春秋华夏，高质量的农业科普节目一直在路上，作
为一位农业科普类节目主持人，要提高政治站位，牢记使命，宣传
国家政策，踏实的走好中国梦的圆梦之路。 

2.深入基层实践，掌握对话技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古有康熙微服私访，今有官

媒深入基层。主持人只有深入到实践中去，才能更好的了解农业。
倾听广大农民的心声，报导采用“平民化”的视角，才能更好的满
足农民的需求。扎根基层，体验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有利于形成
鲜活又适宜推广的题材，在制定节目内容时，除了留心当地的时政
要闻，还可以与乡村部门进行调研，在农民的关注重点中发掘选题。
深入基层表示出了对观众的一种真诚态度，认清自己和农民群众是
平等的关系，我们只是站在了农民的肩膀上看见了更多的东西。节
目在播出的同时，也应该虚心接收农民的建议，可以在每期节目的
结束接听来自于农民的电话接听，做出相应整改就像习主席所说
的，我们归根结底来自于农民，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的主人。涉农听
众的特殊性要求节目能俯下身走进农民的生产生活，只有这样才能
办出农民听众需要的节目，才能达到应有的宣传效果。农民富强了
国家才能富强。所以，主持人要以真诚的态度、秉承着为农民服务
的初心，平等的和农民进行沟通，将“农民是主角，乡土是舞台”
这一信仰贯穿始终。 

3.加强自我学习，提高综合素质 
农业主持人应该同时具备农业和科学方面的知识，认为主持这

类节目的主持人只要播音主持业务过硬，对农业基本知识缺乏了解
也可以胜任是有失偏颇的。在精神层面，节目里主持人的一言一行
都会留给观众深刻的印象，只有拥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
观的主持人才能做好宣传工作，这就要求主持人具备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只有在对节目内容充分了解的前提下才能掌控好舞台，业余

时间多向专家请教，及时总结经验和不足，提高节目质量。另外，
要学会打破思维定式，使节目有内涵有深意。在国家落实乡村振兴
战略中，主持人要提升自身文化修养，抓住机会，深度进修，成为
一位肩担道义，视野开阔，阅历丰厚的三农政策的解读者。 

结束语 
农耕文化历史悠久，它不仅代表填肚饱腹更被赋予的丰富的文

化内涵。农业科普类节目的主持人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整
合发现的乡村新科技，向“上”汇报农业最新消息，向“下”传播
惠农政策，辅助落实精准扶贫。只有走进农民生活，才能为农民做
实事，被大众所支持，让节目在百姓中喜闻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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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活动的顶层设计,校园活动顶层设计情况会对校园文化活动的开

展造成重要的影响。高校教师作为校园文化的引导者,同时高校教师

也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参与者,因此在对校园文化顶层

设计进行构建时需要高校教师与相关部门投入更多的精力,重视对

校园文化活动体系的构建。同时在构建校园文化顶层设计时还需要

高校教师对高校学生进行更加全面的了解,了解高校学生的心理特

点与思想道德素养,还需要结合高校所在区域的文化特点,为校园活

动赋予更加深刻的内涵。除此之外,在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时还需要通

过相关手段提高学生参与积极性,让学生主动的参与到校园文化活

动中,在活动的开展过程中还需要提高学生的接受程度,提高校园文

化活动开展有效性。 

4.3 丰富校园文化活动内涵 

高校文化活动作为一种教育手段,都凸显其本质的文化内涵与

教育意义。在确保文化活动富有吸引力的同时应充分结合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目标,根据目前社会对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要求进行

活动的策划。在活动中,应重点关注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职业素养、

文化储备等。同时可以通过不同形式的活动来吸引更多的学生,例如

文艺活动、体育活动、文化活动和技能活动等,力图学生在文化活动

中能够有所收获,促进其思想政治素养的提高。 

4.4 依托基层党建,发挥党支部教育功能 

将党支部党日活动与校园文化活动相结合,不仅可以丰富校园

文化活动的形式还可以充分的发挥校园文化活动的教育功能,让高

校学生在参加校园文化活动的同时可以接受到相应的思想政治教

育。依托党支部工作等活动形式。不但增强了学校辅导员们的政治

意识、理论素养、思想水准也更为其在日后开展的学校民主管理工

作和校园文化活动中明确了思想导向，为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扎实

进行打下了良好基础。 

5 总结 
校园文化活动作为高校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校园文

化活动开展会对高校学生造成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当前社会环境之

下,社会对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要求越来越高,高校现有的思想

政治教育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要求,因此需要探索新的思想政

治教育途径来提高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在不断的实践研究中

笔者发现,在校园文化活动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有效的提高学

生的思想政治素养,满足当前社会对高校学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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