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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发展趋势中高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教学改革创新探究 
◆李  静 

（广西外国语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530003） 

 
摘要：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增快，社会发展已经逐渐进入了新媒体

时代，不同的移动媒体、网络媒体已经逐渐深入到人类生活当中的各个

角落。新媒体艺术与传统的媒体产生碰撞并相互渗透，在不断的创新与

变革当中有效的发展，这对于播音员以及主持人的要求也在不断的进行

提升。而高效作为针对播音员以及主持人进行培养的 为重要的基地，

在教育教学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是否能够在这样一种新形势的

发展之下不断创新和改革进而适应于社会的需求，已经逐渐成为了现当

代高校播音与主持专业课程教学工作者必须要进行解决的重要问题。因

此，本文以新媒体时代背景下高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创

新与研究--以广西外国语学院为例作为重点的研究对象，进而阐述我国

高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现状，对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

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改革与发展的新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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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西高校当中新闻传播课程教育的发展现状 
1.1 整个办学模式的发展才初步形成 
在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当中，具相关数据统计，在广西大学、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师范学院、广西大学、广西艺术学院等
高校当中都开设了新闻传播这一门课程；除此之外，其与的广西
地区高校在针对这一专业进行社里的时候大多与其他学科进行
融合，因而所设置的名称大多不一样，有的称之为文学与传媒学
院，例如：广西财经学院；而在广西艺术学院则称之为戏剧与影
视学院等等。在这当中有 17 所高校在其发展过程当中开设了 24
个新闻缠脖本科专业，在这当中主要包含了传播学、新闻学、广
播电视以及编辑出版学等等。在这当中有 21 所高校开设了 22 个
新闻传播类的学科专业。在 2008 年的时候，广西大学被确立为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西南地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同事也逐渐成
为了全国第四个传媒人才培养基地，与此同时，广西大学也被列
为了中国创新型报业人才培养联盟的重要成员单位。 

1.2 办学的层次性以及专业设置不够完善 
目前，广西地区的新闻传播专业当中的学历教育大多以说是

研究生、本科以及职业教育这三个层次为主，而在广西地区的高
校传媒专业当中依旧没有博士点。但是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有
广西大学、广西艺术学院、广西师范学院。开设新闻学本科专业
的则有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师范学院等 5 所高校，开设广告学本
科专业的则有广西大学、玉林师范学院等 7 所高校。开设广播电
视学本科专业的则主要有广西师范大学院、广西玉林师范学院等
无所学院；而开设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的有广西师范大学；开设
了承认传播学本科专业的有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艳等等；南宁职
业技术学院等 23 所院校只开设播音与主持、新闻采编与制作、
数字传媒艺术、广告设计以及制作等专科课程。 

二、新媒体时代的基本特点 
2.1 新媒体时代的基本定义 
针对新媒体这一时代的发展与界定而言，学者们都有着不同

的说法，一直到现在。一些传播学期刊上设有"新媒体"专栏，但
所刊载文章的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有数字电视、移动电视、手
机媒体、IPTV 等，还有一些刊物把博客、播客等也列入新媒体
专栏。那么，到底什么是新媒体？ 

新媒体时代作为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一种特殊的载体，是
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而

且是更好的运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
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
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严格来说，
新媒体应该称为数字化媒体。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
体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在今天网络基础上又有延伸，无线
移动的问题，还有出现其他新的媒体形态，跟计算机相关的。这
都可以说是新媒体。 

2.2 新媒体时代的发展阶段 
媒体在其发展的历程上主要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精英

媒体、大众媒体和个人媒体。在这三个不同阶段当中，分别代表
着传播发展的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以个人为中心的新媒体已经从边
缘走向主流。其中以博客 为典型。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 

从媒体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媒体是伴随着
媒体发生和发展在不断变化的。广播相对报纸是新媒体，电视相
对广播是新媒体，网络相对电视是新媒体。科学技术在发展，媒
体形态也在发展，我们今天恐怕是需要去关注在数字媒体之后的
新媒体形态。 

三、广西外国语学院开设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课程存在的主
要问题 

3.1 传统设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课程中办学硬件条件存在缺
陷 

广西外国语学院地域偏僻，地理条件相对较弱，在广西外国
语学院当中由于办学所表现出来的条件不够充足，这样一种现当
代的发展条件之下，难以难以培养学生的实践性。广西外国语学
院虽然配套了相对独立的录音、录像设备场地，但课程教学过程
当中，由于教学的课程安排的局限性，难以让学生在话筒的前面、
镜头的面前，在近似于 为真实的播音主持环境当中进行相应的
实践与训练。加上，学生外出采风以及实习没有相对规范的规章
制度来进行约束，导致学校在社会实践这个环节的管理不当，所
收获到的效果甚微，加上播音主持专业的课程学习几乎都局限在
教室中，促使整个培养模式当中的实践课程形同虚设，导致学生
在整个专业学习过程当中也只是纸上谈兵。 

3.2 教育教学理论与现实实践相脱节 
在广西外国语院校所开设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课程所使

用的教材来看，教材较为陈旧。作为艺术类的专业体系，播音与
主持艺术专业教材依旧是来自于十年前中国传媒大学所出版的
一些教育教学材料。尽管这本教材在编写上非常的不错，但是相
对于社会的不断发展，日新月异的社会需求也产生了很大的变
化，在其所使用的教材很容易会出现理论与实践相脱节这样一种
现象，学生并不能够从陈旧的教育教材当中去找到疑问的解答，
理论知识不能够更好的与时俱进，不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进而达不到理想的教育教学效果。 

3.3 传播方式以及角色的定位产生转变 
在新媒体的影响之下，原有的编辑写稿以及主持人播稿，通

过以有声语言这一核心的创作模式逐渐被个体全面的参与创作、
集采编播控一体化的创作模式所取代，进而更有效的促使主持人
这一角色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产生很大的变化。在原有的转述
者以及沟通者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内容的生产者以及传播者的属
性，进而拥有了更为丰富的素材以及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而且，
对于主持人也不再会拘泥于原有的被动创作方式，更加主动和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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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进而成为信息传播的主导者与控制着，对于高校的课程教学
也会促使整个角色的设定也会产生很大的变化，进而为后期培养
更专业的人才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3.4 在缺乏教学资源的条件之下过渡注重对技巧的训练 
目前，由于播音与主持专业是实践性极强的一门学科体系，

对于课程教学资源的整体要求也非常的高，但是，就目前的发展
现状来看，学生在付着极为昂贵的学费的同时，不能够获取自身
所应有的教育教学资源。许多高校当中的播音以及主持艺术专业
当中的设备以及教学场地还是几十年前的一些老设备，并没有进
行有效的更新，进而导致学生没能够充分运用新媒体带来的便利
性。 

除此之外，传统的播音以及主持的教育目标则是学生后期的
断句与发音、重音与基调的选择等技巧进行相应的训练，单纯的
去将学生真正培养成为一个“传声筒”，难以对学生自身的思维
能力进行训练，而且不能够促使学生从自我的情感以及思想层面
之上去表达自身多独有的观念。在课堂教学当中，一般则是运用
既定的稿件进行技巧性的训练，学生会养成固定的思维，只能够
针对提前写好编好的相关稿件进行有效的传达，进而失去了积极
进行思考的能力，在现场没有技术处理的基础之上，促使播音与
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在离开编导或者记着便携之后，无从是从，
不能够独立的处理相关的问题。 

四、新媒体时代背景下高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教育教学改
革的策略 

4.1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促进高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教育的
实施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广西外国语学院在针对高校播音与
主持艺术专业教育的时候可以采用多样化的方式，符合现当代时
代发展的情况之下进行课程教育教学，在进行课程教学的过程当
中，需要利用校内新媒体工作室，安排学生到工作室的编辑、记
者等岗位实习，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采用模块教学，开设传统、
新媒体、策划、综艺等模块教学，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主持能
力。引进新媒体 APP，利用新媒体教学，学生在课下可反复收听
教师的课程并在 APP 上完成课后作业。除此之外，教育教学者
还可以在学校当中去 开展播音主持技能大赛、直播比赛、新闻
记者采访写作比赛等活动，培养采编播于一体的全能型人才。 

4.2 通过对专业课程不同发展阶段进行详细的安排与定制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高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教育教学改革

的时候，需要打破传统课程教学当中的方式，针对新媒体时代的
不同特征，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及课程教学模式进行转变，虽
然沿袭了“中国播音乐”这一理论体系，但是又有所不同，其一：
在第一年授课的时候，主要采用基础知识学习以及基本功训练作
为培养目标，促使整个课程内容涵盖普通话语音及播音发声；其
二：第二年主要以语言表达作为重点的培养目标，并且针对播音
创作的基础进行有效的训练，进而促使学生的训练更具发展潜
力；其三：在课程教育教学当中，让学生逐渐接触广播节目的制
作以及主持，促使学生能够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之上对专业能力进
行实践；其四：进行电视播音、主持及配音学习等，为后期的学
习和发展打下基础，进而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实操能力、创新能
力、个性化发掘。 

4.3 构建专业技能过硬的教师队伍并引导学生对创新思维的
训练 

在进行专业教学的时候，可以聘请播音与主持一线的专家进
校进行授课，进而为学生带来行业当中 为前言的动态理论，为
现有的教育教学者提供专业性的培训以及实践性的机会，可以促
使教育教学者在实践一线切身的去感受到专业的魅力，为学生带
来更为全新的教学内容。除此之外，播音员与主持人的核心则是
对思维进行引导，要注重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培养，进而不断
开拓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培养学生对知识理论的理解能力、反应
能力以及观察能力，并将其进行有效的整合，形成“以播为主，
一专多能”这样一个宽口径人才培养的特殊模式。 

4.4 新媒体为专业性的培养和教学提供更为丰富的教育教学
资源 

伴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信息的流通性以及便捷性都为高
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带来全新的发展契机。进而
为高校教育教学工作提供更为多样化的实践机会。高校应当充分
运用各不相同的资源，为学生提供更为优质的且专业性的实践基
地，以 为全新的课程教学资源来满足于学生学习的不同需求。
通过 为先进的设备为学生带来更为全新的实践感受，让学生能
够真正的参与到这一栏目的后期制作过程当中，亲身对相关内容
进行录制、策划、编辑和合成，实现与一线的对接，充分领悟播
音与主持的重要魅力，进而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促使学生能够在新媒体时代的发展情况下积极而又主动的去接
受挑战，并且能够为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带来更好的发展。 

结论： 
综上所述，广西外国语学院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高校播音与

主持艺术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当中应当适应于现当代社会的发展
趋势，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促进整个
课程的发展和推进，为以后培养出更专业的、适应于现当代社会
需求的人才垫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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