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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虚拟播音主持模式以科技为依托，与传统的播音主

持相比其优势比较多，首先从内容方面，自身的播报准

确性较强，灵活度较高，一改传统播音模式的机械化形

态，能够推广吸引眼球的内容。其次从播报成本上分析，

虚拟播音主持省去很多人力成本，效率高之余，节约了

成本。

一、虚拟播音主持的优点及发展

探究播音主持模式的优势，与传统播音主持之间进

行对比，为传统播音主持发展提供借鉴。目前，虚拟播

音主持存在着以下优势：第一，有较强的信息处理能力。

在虚拟互联网中，播音主持所面临的观众为互联网受众，

播音信息复杂，内容广泛，播音主持能够处理繁杂的网

络信息，对不同数据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在信息输出的

环节中，能够将简洁、精准的新闻信息向网络受众传递。

由于虚拟播音主持永远不知疲倦，所以非常适合进行机

械性工作、重复度高的工作，比如财经新闻、突发自然

灾害及天气预报的播报等；第二，内容有针对性，吸引

受众。在大数据背景下，虚拟播音主持工作能够有的放

矢，深度分析受众，了解受众。

虚拟播音主持也并非全都是优势，它也有自身发展

的局限性，如过度的机械化发展使得新闻传递缺乏人性

化情感，缺乏传统新闻播音主持的温度。

二、虚拟播音主持的局限与不足

整体来看，虚拟播音主持与人类播音主持相比，有

着鲜明突出的优点，但同时也存在一定不足，下面将分

别进行论述。第一，欠缺情感交流。在信息传播过程中，

以事实为基础，以情感、态度及情绪作为核心。2008 年，

央视主播赵普在报道灾情时，面对灾区当地民众的状况，

潸然落泪，无数人为之感动。主持人内心真情实感的流

露，能够使观众产生极大的共鸣，而虚拟播音主持还不

具备这个特点；第二，缺乏创作艺术性。宣传性和艺术

性是播音主持的两大特征，二者缺一不可，然而就现有

情况看，虚拟播音主持还无法进行艺术创作，只能停留

在模仿阶段，它只能属于艺术产品，距离真正的艺术作

品仍有较大差距；第三，不具备自我意识。虚拟播音主

持没有明确的价值观，对道德伦理等无法理解，因而当

虚拟播音主持在面对道德伦理等问题时，不能及时采取

相应对策，进而影响节目的录制。虚拟播音主持只是人

类创造出的应用工具，不能进行道德判断，只能按照预

先设定程序去执行。在虚拟播音主持的情感认知难题得

以解决以前，AI 主播则不具备完整的人格；第四，尚未

完善相关法律部法规。2017 年，“索菲亚”成为世界上

唯一拥有公民身份的播音主持机器人。对于公民的定义

在法律法规中已有明确规定，但对于“虚拟公民”的概

念还无从考究。虚拟播音主持是否能同人类播音主持一

样有社会地位和著作权等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最后，

社会审美的局限性。由“恐怖谷理论”得知，对于与人

类十分相像的机器人，人们易产生不安乃至反感的情绪，

然而这种现象在短期内难以解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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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播音主持的改革及创新

在技术持续赋能的背景下，虚拟播音主持虽然使传

统播音主持迎来了挑战，但与此同时，也为主持人、播

音员提供了新的机遇。结合虚拟播音主持的有效运用，

传统播音主持应以观众的尊重和认可为基础，在以下几

方面进行重点突破，改革创新。

（一）加强情感交流

传统播音主持同虚拟播音主持进行比较，其最大优

势在于人类所特有的“人情味”，虚拟播音主持只能简单

进行信息的传递，而忽视了情感、态度及情绪的重要性。

在当今信息过剩的这个时代，观众的需求已不再满足于

信息本身，还应包含情感上的满足及认同，特别期待主

持人可以与自己贴心交流，道真情、讲真话，这就要求

主持人、播音员富有真诚和亲和力，能尊重观众及内容，

用心倾听，并具备一定的人格魅力及人文素养，与观众

在情感及理念上产生更多的共鸣，以使传播效果达到最

优。

（二）深入挖掘传播本质

传统播音主持的工作除了传播新闻，还需要引导受

众去深度理解新闻，这对传统播音主持人的要求非常高，

需要其自身素质过硬，自己对新闻进行正确解读之后，

才能够将积极价值观的新闻传播到社会中。避免在新闻

传播中过度解读，传递焦虑，引发舆论。主持人需同时

扮演信息发布者及舆论引导者这两个角色。

（三）有效进行即兴表达

虽然 AI 主播已经能够进行较为简单的即兴表达，但

是缺乏新闻播报的“人情味”，在形式上难以做到内容与

情感的共鸣，这是 AI 智能的短板，即过于科技化的信息

传递。但是面对得体且适当的话语，使主持人、播音员

能够针对不同群体、不同情景做出适宜的反应。

（四）突出展示主持个性

目前，虚拟播音主持与传统播音主持间的竞争愈发

激烈。随着虚拟播音主持的不断普及，加强传统播音主

持的个性化培养势在必行。首先，应对电视栏目及主持

人、播音员的风格进行精准定位，实现二者的完美契合；

其次，加大对手势、表情、服装等外在形象的包装；最

后以大众的审美期待，通过网络营销逐步加深大众对主

持人、播音员的认识，使其可以被大众熟知且认可，以

保持虚拟播音主持的个性化优势 [2]。

四、结论

综上所述，当前传统播音主持发展存在很多问题，

发展形势受阻，在传统播音主持发展的同时，虚拟播音

主持工作兴起。经过上文的分析得知，传统播音主持要

想实现创新性发展，需要借鉴虚拟播音主持的优点，实

现自身在行业发展中的精准定位，提升产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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