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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播音专业学生和从业人员来说，所谓字正腔圆、

气息均衡的讲话可以解释为“时时刻刻”在练声。对于

新闻的播报也是在保证基调、效率的前提下逐渐接近口

语，并不是一味地为了将报道播报出来，而是在消化内

容的基础上对文字进行第二次创作，播音主持在呼吸方

式上也与普通人存在差异，由于职业需求，需自行调节

语言发出时的气息控制，锻炼发声技巧，使气、情、声

得以结合。保留自身的魅力，让声音作为载体来展现出

气息振动时的动力。若播音人员气息和声音控制不良，

则会出现文字处理、稿件内容过于书面化，难以融合情

感在内。

一、播音主持语言创作中“播音腔”的概述

其实所谓“播音腔”一开始是学校老师作为反面教

材来警示学生用的，指的是那种没有严格根据文章内容

正确运用技巧，而只沉醉于声音形式的表现方法。造成

播音腔的根本原因是播音创作能力不成熟，未能真正做

到声情意的有机结合。

播音的本质是口语传播的一种，而口语传播需要的

是交流和沟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太过于用播音

腔式的拿腔拿调，可能会导致传播过程中的意义扭曲，

会造成传受双方心理接受程度的不对等，这样会削减传

播范围和效率。播音员在工作环节需重视字音咬准、声

音状态及调值力度，因此在其工作时部分播音人员会运

用唇齿发力，尽可能将音调提高，长此以往对造成肌肉

过度紧张，使声音听起来发紧，不真实。基于此，播音

员需提高对发音的重视，将自身注意力固定在字节上，

掌握标点符号之间的关联并通过语调划分出文章的重点，

作者的表达主旨能过通过语言表达出来。

二、播音语言的要求

播音语言最主要的便是要求播音主持在进行播音时，

其字音要做到字字准确，且言谈中语言一定要做到规范。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很多地区的地方语言都存在

不互通的情况，而人们在互通有无时，需要运用统一的

语言进行沟通，这时候普通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可

是汉字里有很多多音字，甚至会出现在不同语境下读音

也不尽相同的读法，这时候广播电视便是人们很好的学

习普通话的渠道，所以对于播音主持人的播音语言就有

着严格的要求 [1]。且播音语言作为书面语的口头表达方

式，也需要播音语言的真实度、可信度，做到播报内容

庄重严谨。同时想要吸引听众的关注度，播音主持还需

对稿件进行深入分析，分析理解然后在用恰当的简洁精

练、灵活自如的语言播报。

三、播音主持语言创作中“播音腔”的主要问题及

纠正措施

（一）轻重格式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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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间，国际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杨曼老师曾提出：

若需掌握普通话的精髓，需要遵循中重格式来解读部分

词。但在语流中要根据语意、语句来了解整篇文章所表

达含义，掌握重音所在。在此背景作用下重音的可作为

表达语言目的存在，强调的词和词组之间的关联。这样

可使词的轻重格式体现出来，让文章中的语句目的制约

因素更加清晰，因此，在广播电台播音环节部分播音员

会打破原来的轻重格式，使有声语言能够充分发挥出其

作用。

（二）发音共鸣位置单一

新闻播音工作主要强调咽腔、喉腔、胸腔、口腔、

鼻腔等发生区域的共鸣。在此条件下部分业内人士认为，

发生区域的共鸣的共鸣仅存在于理论上、形式上、体验

上的，无法凸显出其实际意义。在日常生活中发音共鸣

位置可随年龄、身份、文本内容及此时段所处情绪而发

生改变。

（三）调值、动程不灵活

基于普通话标准而言，在发生阶段的四个声调的调

值分别为 55、35、214、51（包括无调值轻声存在）。在

此背景下播音主持常会在一句话里会将一两个字进行强

调，以保证前后句意的关联，使语句能够通顺。因此，

其触碰 5 音的机会较少。同时部分 5 音可达到 4 或 4.5，甚

至更低。重音在少数情况会超过 5 或 5.5，甚至更高。在

设定重音阶段动程会使用此方式，以此调整语言节奏并

重点字的动程更完整，具备独特的语言节奏并且会形成

更明显的重音提示。所以，在播音环节应制定统一标准，

明确文案播读的目的和内容并设定不同的动程长度，合

理缩短动程。

（四）习惯性断句

断句在语言逻辑中起到关键作用，其作为清晰的语

言工具存在，将文章的每个断句发挥出其理由，彰显出

其具有特殊目的及个性。部分播音人员因为断句的固化，

而形成了“官腔范儿”，在日常沟通环节没问题，在舞台

上就无法放松。因此，断句，就是这种“麦克风病”的

主要现象。在习惯性断句中副词后断句、短语内断句、

主谓语之间断句等都肯可能导致“麦克风病”的出现。

若遇长句播读，断句就必须出现。但断句的灵活、有理

地使用，以及断句位置前后的关联性，会成为形成语言

风格（个人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僵化、习惯地断句，

会形成“麦克风病”及“固定的强调”。将断句灵活地、

合理地、高效地使用在合适的位置，保证各短话之间的

关联性，彰显出每个播音者的语言风格、个人风格并避

免习惯地、僵化地语言断句产生。

（五）重音不出自于内容

在纪录片解说语言里，重音可划分出此部分内容的

重点，因此，一方面必须掌握“逻辑”的来源并注重逻辑

重音，了解本句话的基本内容，贯穿前后文目的关联，与

画面关联。它会受到影片最终目的严谨而强大的制约。以

此来展现出此部分影视语言的共性。“播音腔”的产生容

易使播音人员对局部的字词过度重视，让其忽视语流、语

势、语气等方面的运用，造成观众难以理解导演意图 [2]。

（六）吐字发音口型千篇一律

人们可通过语言来实现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信息及

文化传播，注重关键词的基本位置，无需运用完整句子

作为基本单位的。在此背景下可观察身边的语言文化，

掌握播音工作的细节所在，仅需听懂几个字词并附赠表

情，即可掌握对方要表达的内容含义。若过分注重字词

之间的关联，会增加对方的语言表达负担。因此可通过

语言的表达来掌握所处环境发生的内容，让播音工作更

准确且有韵味。

四、结论

大众会对播音造成固有印象，主要是过去的播音员

多以播新闻为主，再有时代不同，播报方式肯定也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们误以为字正腔圆，声调夸张就是播音的

话，那么我们一定误解了播音。想做好这个事情，要学

习老一辈播音员的艰苦奋斗，为艺术肯钻研的精神。感

受老一辈播音员声音里的精气神。千万不要徒学其形，

只会弄巧成拙。时代向前发展，各行各业应积极创造潮

流，坚持顺应潮流，切忌逆潮流而行，倒行逆施的结果

大多是以失败告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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