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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

高，1 以智能手机和互联网为中心的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迅

速出现，为受众打造了一个说话与展现自我的平台，这

个平台的出现，使更多有语言天赋的普通人获得了很高

的关注度，这无疑不给播音主持行业造成很大的影响，

特别是给播音主持人很大的冲击。互联网化的时代下，

传统播音行业是否有更大的优势来与各行各业天赋异禀

的群众进行对抗？传统的播音主持行业还能否立住脚？

播音员主持人应该进行怎样的改革？这都是我们应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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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的问题。现如今，电视产品间的竞争增强，电视产品

与短视频间也存在着某种竞争关系，电视产品也急需转

型，“无主持人”与“弱化主持人”的现象频出，那么主

持人在未来何去何从值得我们进行深层次的探究。笔者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节目主持人的发展趋向进行浅要探析。

一、 传统主持人的内在优势与劣势

提到传统意义上的主持人，我们往往会想到《新闻

联播》节目主持人，他们有着深厚的语言功底，专业实

力过硬，有着超乎常人的语言表达功底，不管是个人形

象还是实力，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我们似乎挑不出他

们的任何缺点。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似乎并不

是“无可替代的”，AI 人工智能的出现，一个问题在我们

耳边浮现，传统意义上的主持人，真的将会被科技所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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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吗？

（一）传统主持人教育的优势

专业能力过硬。毫无疑问传统的节目主持人受到过

专业的培训，在临场发挥和出现事故时有着很高的素质，

能够更好的解决。拿“康辉 22 分钟口播”来举例，《新

闻联播》的播出时长一般为半小时，但延长播出时间的

现象偶尔出现，这就对主持人主持能力最大的挑战。“22

分钟口播”采访中，康辉透露：《新闻联播》节目直播在

7 点开始，康辉只有 8 分钟时间去准备 6000 字的新闻稿。

对于非专业的普通人来说，即使是反复准备也无法保证

完美呈现，但是康辉交出的答卷却让观众大吃一惊，这

是其专业能力的呈现，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控场与串场能力强。作为专业的主持人来说，容错

率几乎为 0，节目录制过程中，节目失控、嘉宾说错话

等现象时有发生，在这时就需要体现一个专业主持人的

控场能力了。2007 年元旦特别节目中，在接近 0 点时，

现场突然出现了两分半钟的空档，导演马上安排董卿救

场发挥，当董卿大放自如的即兴发挥时，导演却在她耳

麦中说：“不是两分半钟，是一分半钟”，董卿急忙调整

情绪，成就了“金色三分钟”，也是主持学上的一个完

美案例。

（二）传统主持人教育的劣势

在传统意义上，我们对主持人有着硬性的标准，播

报新闻时语言流畅，普通话标准等，在学校开展的播音

与主持专业也同样要求学生们不断练习语速语调，不断

地进行刻板的训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似乎训练

出了一批没有感情的说话机器。2019 年 11 月 23 日，由暨

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共同主

办的“第三届中国主持传播论坛（2019）”在暨南大学举

行。在主持演讲部分，由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开场。白岩

松围绕“主持是技术，人是核心”给大家做出了详细的

解答，“我经常看见年轻的同行在讲着一级甲等的流畅的

废话”……白岩松在主题演讲中直言现今高校口语传播

人才培养的弊端。“没有思想的说话机器”是对当今主持

教育的完美总结。如果标准加流畅成为培养一个主持人

的准则时，那么终有一天，AI 智能将代替主持人。

二、 节目主持人的发展现状与挑战

（一）“无主持人”或“弱化主持人功能”现象出现

曾经火遍中国的棚内录制综艺如《快乐大本营》、

《天天向上》等节目需要会耍宝、控场能力强的主持人

进行总体的节奏把握。随着新形式的节目传到中国，棚

内录制似乎不再流行，真人秀更加受人们的喜欢。真人

秀需要大型场地，主持人控场功能弱化，“无主持人”或

“弱化主持人功能”的现象出现。经过实践制作团队发

现，这类节目似乎不需要主持人的参与，似乎嘉宾“失

控”的场景更有卖点。

2013 年，《爸爸去哪儿》节目开播，大型真人秀亲

子节目登上舞台，李锐抹去了主持人的头衔，以“村

长”的身份参与进去，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串场，却也推

动着拍摄步伐的前进。《王牌对王牌》节目属于棚内综

艺，相比于户外综艺来说设置小巧，虽设立主持人沈涛，

但明显有弱化主持人的功能，相比于传统存在主持人的

综艺，如《快乐大本营》来说，主持人的存在感降低不

少。主持人从曾经作为节目的主控者，摇身一变成为真

人秀节目环节的铺路石，又或者是甘当绿叶陪衬。真人

秀节目中主持人角色的这一变化，究竟是主持人功能的

弱化还是强化，这些改变会给真人秀节目的走向有着怎

样的影响呢？

（二）主持人专业程度降低

如今的主持人，专业与非专业生产的界限下降，人

人都可以当主持人，人人都是主持人，主持人的那些专

业技能在流量与卖点面前，真的不再重要吗？学校是否

需要大量培养专业层面的主持人呢？

说到专业程度降低，仿佛是一种有悖于常理的认知，

如果每个没有专业知识的业余工作者都可加入到主持人

的工作中来，这些人真的可以独当一面肩负得起节目的

整体工作吗？答案确实是否定的。主持人的专业程度降

低并非是该主持人没有任何主持优势，而是他们属于这

个领域的精英人物，对于这个领域的内涵比专业主持人

更熟悉。举个例子，郭德纲主持《欢乐喜剧人》，他可能

对主持人专业知识并不了解，可他对于喜剧的研究可算

得上是专家，他知道如何制造笑点让观众去笑，这不正

是迎合了观众的兴趣。再如胡海泉主持《谁是歌手》，它

对于专业知识也是不够理解，但是他在歌曲创作与演唱

方面可谓是专家，在歌手表演完歌曲时，可以拿专业的

知识进行评论点评，这不比仅仅会串场念词的专业主持

人更加合适主持工作吗？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闻评论

在如今的重要性。

三、主持人未来发展趋势

节目主持人的角色从现象上看仿佛呈现弱化的趋势，

但是从主持人的功能上来看，并非弱化，而相反是强化

主持人的功能，从而达到细分化和多元化，赋予主持人

了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导师”、“音乐串讲人”、

“侦探”、“评委”各个类型的人在整体上都替代了主持

人的功能，从这些现象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主持人的功

能不但没有弱化，反而被增强，增加了其表现形式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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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的身份。

《明星大侦探》从节目播出至今都非常火爆，除节目

形式发生变化之外，依旧采用棚内录制等方式，我们很

容易发现，主持人的角色被隐藏到了“侦探”这个角色

名下。“侦探”起到控制全局的作用，同时也赋予了主持

人的功能，这种侦探式主持人可以由任何嘉宾担任，但

每期节目必有侦探，这也就是说，主持人的身份可以被

其他身份隐藏，却决不能取消。

（一）无主持人时代是否会来临？

不可否认，如今的电视节目，去主持人化现象是十

分严重的。用片头曲代替主持人的开场白，用制作的动

画来代替主持人的串词，或是用任务卡来推进节目进程。

虽然缺少了主持人，可观众似乎并未有排斥，原因是随

着娱乐方式的千变万化，观众媒介素养的提升对节目的

审美和鉴赏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观众越来越摒弃媒介

的“议程设置”而有了自己的审美方式。这些是否能够

说明，无主持人现象将会来临？

尽管“无主持人”的节目在一定数据上有着惊人的

播放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大多数

节目中，主持人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主持人在节目中

并未消失，无主持人时代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直接不设

立主持人，而是主持人在新的时代被赋予了新的价值。

节目主持人应成为终身学习者，而专业新闻主持人应向

评论员型记者进行转型。

（二）主持人的门槛是变高了还是变矮了？

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主持人，面对众多的社交软

件，面对更多的社交媒体，仿佛主持人的门槛从专业化

变成 0 门槛，个人媒体账号出现及发展，网络主播出现，

一个优秀的网络主播拥有自己的粉丝，有自己的直播间，

与数十万，甚至数百外的粉丝进行交流互动。知名主持

人曹可凡在《实说主持》中写道：“主持人的就业门槛儿

似乎特别模糊，相对于歌手要有好嗓音、模特要有好身

材、演员要有好演技，主持人似乎有很多条件，又似乎

没有任何一样必备条件。能做到“喜闻”与“乐见”的

新闻主持人基本就能受到观众的认可了。”这是否就说

明，如今主持人的门槛变矮了？

拿主持人的主持专业技能来说，有些人仿佛就是天

生主持人，拥有着敏捷的思维、得体的仪态、清晰的口

齿、动听的嗓音等先天条件，这些人仿佛稍微努努力，

就可以和专业主持人媲美，白岩松说：“在主持的时候，

更多的在学习技术，我要学主持。恕我不客气的说，技

术的门槛已经很低了，就像知识的门槛已经很低了。为

什么说主持是技术，因为现在你会发现我们培养了四年

拿去到一个场合就可以主持，因为主持承担的是起承转

合，相对来说完成一些程序，他越来越有技术的特征，

越来越不难。”

所谓个性化、专业化定制主持人，指的是那些在某

些领域有一定造化或者独到见解的人，让他们独立去完

成一档节目，充当主持人身份，从信息的提供者转变为

提供者加评论员。白岩松曾谈到：一个学新闻或者不学

新闻的人，应该成为一个记者，再成为一个好记者，最

后在好记者里面慢慢出现好主持人，再向评论员方向发

展。在白岩松的排序中，评论员是最顶端的职业，也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受到大众需要的职业，评论员用着比

主持人更高的某领域知识水平，这是一种主持人向上发

展的道路，是主持人未来发展的新趋势，是主持人门槛

变高的例证之一。

四、结语

由上述所言可得，传统意义上的主持人在互联网

融媒体时代已经不再盛行，传统主持人正在面临巨大冲

击，无论是综艺节目中“弱化主持人功能”“无主持人

现象”“主持人专业化降低”等现象，又或是新闻节目

中“主持人向评论员型记者转变”，无一不体现了对于主

持人未来发展方向的变化。培养各个领域有思想、有内

涵、有表达能力的精英，让他们学习主持技术，从内容

的“传达者”向内容的“生产者”转变。这样的主持人

将会是互联网融媒体下最优秀的时代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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