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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世纪的发展和进步对新闻播音提出更高要求,通过平民语态的应用,不仅能够让新闻播音更具亲民性,而且让新闻

播音内容更好为观众所理解。本文就新闻播音主持中平民语态的应用进行分析,希望可以为新闻播音主持的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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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闻主持人语态的变化历程 

新闻节目主持人的语态直接影响观众对新闻节目的直

观体验,影响新闻节目的质量,我国关于新闻节目主持人语

态的变化主要有三个重要变化历程： 

首先,第一段历程是 1993 年电视逐渐走向百姓生活之

后,观众第一次接触电视,新鲜好奇,当时《东方时空》作为

第一批新闻节目走进人们的生活,主要以“讲述百姓自己的

故事”为播报主题,主持人也坚持以亲民的语态进行新闻播

报,拉进了与百姓的距离,随后崔永元的《实话实说》逐渐走

进百姓新闻的视野,小崔幽默的新闻播报模式收获了一大批

观众的认可,这档节目也是以朴实的语态主持,收视成绩十

分惊人。 

第二个阶段是 1997 年《快乐大本营》的创办,让观众了

解原来主持人还可以以这种主持方式与观众进行互动,通过

幽默的语态以及生活化的语言,使节目的内容形式更加接地

气,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改变了观众对新闻节目的传

统认识。 

第三个阶段是以《南京零距离》为变革之首的,外形不

算十分帅气的主持人孟非,通过是平民化的语态以及低姿态

的主持模式俘获了一大批观众,其主持内容也更加贴近百姓

的生活,让观众感受到亲切感以及信任感,通过对新闻进行

平民化的主持解释,让百姓通过简单平民化的主持了解新闻

表达的内容。 

这三次主持变化历程是主持人逐渐放低自身姿态的过

程,使主持风格逐渐趋向平民化,增加了观众的信任感和认

同感,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2 平民语态之于新闻播音主持的重要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的人喜欢通过网

络了解外部信息,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十分快捷,不需要像

传统的电视新闻一样每天有固定的时间进行新闻信息的播

报,网络信息的传播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而传统的新闻

节目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由于网络信息的冲击,观众逐渐对

新闻节目失去兴趣,而新闻行业之间的竞争压力也逐渐增大,

要想在这种压力与竞争并存的环境下取得一定的成绩,就应

该根据时代的特别对新闻节目进行改革创新,而平民语言就

是拉进与观众之间的距离的重要切入点,新闻节目的主持人

根据实际情况对信息语言进行合理的改革创新,能够有效拉

进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提高观众观看新闻节目的兴趣,使观

众通过新闻节目感受到熟悉的生活气息,增加对新闻节目的

喜爱,提高新闻节目的收视率。通过口语化的新闻播报形式,

能够增加新闻节目的亲切感,对观众的心里特点进行揣摩,

合理的改变新闻播报的形式,能够更加了解观众的喜好,增

强观众对新闻节目的认同感,提高观众对新闻节目的评价。

做好平民语态与新闻播音主持之间的连接,是新闻节目质量

改善,获得更多观众喜爱的重要方式和路径。 

3 新闻播音主持中平民语态的应用 

3.1 语言平实自然 

新闻播音主持要想能够更好的拉进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实现平民语态主持风格,首先应了解百姓语言的特点,接触

百姓实际生活,百姓语言具有自然、简明、形象生动、亲切

的特点,因此平民化的语言具有一定的亲和力以及说服力效

果,能够将百姓实际生活原原本本的还原出来,所谓“话须通

俗方传远,语必关凤始动人”,只有将主持语言精简生动,才

能够更好地达到平民化主持的目标,学习平民化主持就是学

习说百姓话,通过对百姓生活的了解学习,掌握百姓现实生

活中的真实语言状态,从百姓生活中学习精华,学习一些幽

默形象的俏皮话、一些富有人生道理的箴言,只有真真正正

感受百姓生活,观察百姓生活,才能够将新闻播音主持语言

平民化,贴近百姓生活,通过自身的真实感受有感而发,了解

百姓的真实感受,只有这样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才能够得到

百姓的认同感,传统的官方播音主持缺乏真实的情感,无法

与观众产生思想的共鸣,因此应该对传统的主持方式进行改

革创新,只有新闻主持的语调亲切、语言朴实幽默才能够真

正获得观众的青睐,将新闻主持生活化,让观众在轻松的状

态下了解新闻实事,才能够有效提高观众的喜爱程度。 

3.2 情感自然流露 

传统模式的播音主持人通常都是正襟危坐、表情严肃的

进行新闻信息的传播,让观众一眼就产生距离感,无法与新

闻内容产生思想上的共鸣,因此,应该打破传统播音的约束,

正确认识自身与观众之间的关系,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

个普通人,与观众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因此,应该摆正自身

的态度,将观众作为“自己人”对待,通过平实的语言向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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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消息,让观众容易理解,增强观众的认同感,另外,新闻

播音员进行播音主持的过程中除了语言趋向平民化之外还

应该注意主持的情感应该饱满,不能端着架子进行主持播音,

透过自身的真情实感向观众表达新闻的整体基调,具体来讲,

就是在进行新闻主持的过程中,应该结合观众应该有的表现,

合理的控制自身的情感表达,通过自身的感情色彩传达新闻

表述的内容,情感表达应该真实不做作,对语调的控制应该

拿捏得当,不可以出现与新闻内容表达冲突的表情以及语调,

应该采取合适的表达方式,让观众容易接受,不能对新闻内

容进行过分解读,偏离主题思想,情感应该把握得当,有收有

放,以情动人,增加与观众进行情感交流的机会,吸引观众的

兴趣,缩短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增强观众对新闻节目的信任

感。 

3.3 融合网络用语 

新闻向观众表达的主要内容就是生活中最新鲜的实时

消息,而新闻工作者就是消息的传递者,新闻节目为了更好

地向观众表达新闻的内容,应该根据时代的特征适当的添加

一些幽默的元素,拉近预观众之间的距离,当今网络大数据

的背景下,每个人的生活都被网络信息影响着,新闻播音员

以及主持人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适当的将新闻主持中插入

一些网络流行词汇,增加观众对新闻事件的话题度,同时也

增加了新闻节目的亲切感与新鲜感,新闻节目主持人可以通

过对网络流行词以及流行语进行了解熟悉,适当的增加到新

闻播音语言中来,通过对话交流的形式,增加了播音主持内

容的幽默感,与观众的情感产生共鸣,这些富有新鲜感的词

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观众的认同感,有效的增加了节

目的吸引力,保证观众对新闻节目表达形式的肯定认可,新

闻媒体也应该对每年的流行词汇进行了解,方便在新闻内容

表达上合理的添加,避免词义认识错误,闹出笑话,另外新闻

媒体节目应该重视自身的发展,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丰富节目

的发展形势,对观众的生活起到影响作用,让观众对新闻节

目产生依赖感,才能够保证新闻节目的长远发展趋势,重点

把握网络词语的使用,增强观众对新闻节目的认可程度,提

升节新闻节目的综合质量。 

3.4 结合生活实用 

新闻节目的实质就是通过对实际生活中的事情采访,进

行扩大宣传,让观众了解事情的发展过程,新闻工作者的主

要目标就是还原事实的真相,所以保证新闻真实感是新闻工

作者的亲身体验,只有真正经历新闻事件发生的全过程,才

能够对新闻事件毫无保留的还原出来,传递新闻的主要中心

思想,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应该拥有较强的生活观察能力,

结合实际生活的经历,传达新闻事件表达的主要观念,另外,

播音主持人应该具有熟练的播音技巧,能够掌控全场的新闻

节目氛围,引导观众了解事件,还原真相。在新闻节目平民化

的过程中,一定要正确认识自身的“角色”定位,调整自身的

情感,通过低姿态的播音主持,让观众产生认同感和信任感。

为了能够更好的把握新闻事件的情感,新闻工作者应该对日

常的生活中的事件保持敏感,把握自身的情感变化,正确拿

捏自身的感情,只有真正体验过事件的发生,才能够抒发出

让人产生共鸣的情感,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能够理解观

众的真实想法,运用熟练的播音主持技巧,结合真情实感向

观众传递新闻表达的思想内容,吸引观众的兴趣,拉进与观

众之间的距离,将新闻事件与自身的真情实感融为一体,引

发观众的思想与情感上的共鸣,吸引观众的兴趣,提高新闻

节目的收视率。 

平民语态之于新闻播音来说极为重要,通过贫民语态的

应用才能实现新闻内容的更好传播,通过平民语态的应用才

能让新闻播报效果为更多人所钟爱。当然,在平民语态应用

过程中,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时节调节,从而让新闻播报内容

做到兼顾,既能够让大众所接受,也能够实现新闻事件的客

观规范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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