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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播音主持对语言表达有较高的要求,并且对语言表达的重视成为电视台播音主持工作的关键。尤其是我国汉字文化

博大精深,当播音主持在表达过程中,需要按照不同的语境传达出不同的效果,基于此,本文阐述了播音主持工作的主要特征以

及播音主持语言表达的重要性,对播音主持语言表达存在的问题及其培养策略进行了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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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播音主持工作的主要特征 

播音主持工作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1.1 真实性特征 

播音主持多播报的是新闻事件,这便需充分、真实地反

映事件,不能随意地对播音内容进行修改。对于播音主持人

而言,实质就是以社会上的真实事件为对象,对其进行客观、

细致的播报与描述,即便其中需融入播音主持的艺术性,但

也需要在事实的框架内来开展。 

1.2 音声性特征 

不论是电视节目还是广播节目,对于播音主持人来说,

都是通过他们的声音向观众或者听众传递信息,因此播音员

的声音是其工作的最主要特征。一名优秀的播音主持人,在

主持节目时可以加入自己的感情色彩,将节目内容富有感情

的朗读出来,通过有感情的朗读新闻或者其他稿件,展示出

该工作独特的魅力。另外,播音主持人还应该具备能够合理

运用有声媒介的能力,在信息传播时,首先要充分了解播音

内容的含义,只有完全掌握其播音要点,才能将整个播音内

容声情并茂的传递给观众,使其对播音内容有更加深刻的体

会以及细致的了解。 

1.3 创造性和艺术性特征 

播音主持人需要将自己原本的声音进行创造,通过具有

艺术色彩的语言把播音内容展示出来。为了展示自己语言的

艺术性,播音主持人通常用标准的普通话,并配合方式多样

的语言来描述与表达新闻事件。 

2 播音主持语言表达的重要性 

主持人是新闻节目的中心,如果他们的语言技巧存缺陷,

势必会影响到节目播出质量和收听率。从播音主持角度出发,

语言表达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保证节目

质量和收视率的关键,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居于重要地位,

是串联节目、传递有效信息和表达节目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保证节目收视率的基础上,其是扩大节目影响力的重要人

物。在很多广播节目中,主持人就是要凭借自己强大的心理

素质、坚硬的思想品质和较强的语言技巧促进节目质量的上

升,因此对于广播电视节目来说,播音主持人一定都要注意

自己的言谈举止,在合适的场景说最合适的话,否则会严重

影响到节目的收听率和收视率的提高；其次,是组织节目的

重要载体,目前,我国的广播电视节目大多数都是以语言类

节目为主,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大多发挥着节目形式的组织

作用,因此,为了满足节目中各种信息的有效传递,主持人必

须冷静客观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说播音主持人只有掌握

了较强的语言表达,才能更好发挥节目形式重要载体的作

用。 

3 播音主持人语言表达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播音主持人语言表达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3.1 语言表述问题 

首先,常识性错误,这种错误主要包括语法错误、词语运

用不当、言辞粗糙,对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认识存在不足。

对于现场直播的节目,由于语言基本功差,经常是信口开河,

弄巧成拙；其次,语言缺乏魅力,广播电视的传播方式是线性

传播,节目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播送完毕,有些主持人会耽

误节目时间。 

3.2 普通话标准程度问题 

传统播音员主持人应该操着一口流利且标准的普通话,

然而现实中却不是如此,很多节目都不是以标准的普通话为

基本要求,很多节目主持人带有浓重的口音,比较著名的是

港台腔和东北腔,很多地方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有这样的现

象。目前播音的播报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要求播音

员不再是读新闻,而是说新闻,很多播音员曲解了这种方式,

将播和说混淆。 

3.3 表现欲过强的问题。 

对于播音主持人来说,应该形成有自己特点的主持方式,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节目录制过程中一定要过于的表现自

己,过于的证明自己的存在,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度的把握。 

3.4 幽默不足的问题 

在节目中适当的增加幽默的次数可以产生额外的播出

效果,但是幽默使用过当就会造成不必要的尴尬。 

4 播音主持语言表达培养策略的分析 

4.1 播音主持语言规范性培养的策略分析 

为提高主持人语言表达质量,首先需要对语言表达的基

本语法、语音以语义等内容进行熟练掌握,为了达到播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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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主持人需要加强对发音的训练,在扩大声域的基础上,达

到美化音质的效果。电视台播音主持节目要求语言表达应当

简洁、清晰,所以在加强语言技巧的培训过程中,广泛学习与

普通话训练相关的知识,与具备丰富经验的主持人交流,学

习其成功和有效经验,从而提高自身语言表达的规范性。在

电视节目中,语言规范并不是单纯的死板运用语言,而是在

工作中可以体现语言的灵活性,将语气、语态与节目内容相

结合,根据节目需要灵活的进行调整以符合节目需要。笔者

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对语言的运用进行规范：第一,播音

主持的语言信息要简洁充实,让观众充分理解和接受,避免

太多的冗余信息,避免出现断句错误,语气、语态与内容不符

等现象；第二,播音主持的语言要贴切自然,注意与周围气氛

保持一致。比如在国家大事新闻类的正式场合下,因为话题

比较庄重严肃,这时主持人的语言必须准确、严谨、有力,

富有逻辑性、启发性。而在一些综艺、娱乐性播音主持环境

下,话题比较轻松和生活化,主持人的语言刻意轻松活泼,富

于形象性和通俗性。比如在一次春晚上,主持人就说道：“春

节啊,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也是咱老百姓最高兴的日

子”“是啊,特别是在今天这样欢天喜地的气氛中,我们又迎

来了一个新的春天,又开辟了一个奋进、昂扬、和谐的盛世。”

这样的语言像聊天一样比较通俗易懂,容易引发观众的情感

共鸣。 

4.2 个性化主持风格培养的策略分析 

在播音主持行业个性化的主持风格可以展现电视节目

的特色,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给电视节目带来一定冲击,电

视节目逐渐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内容更加丰富,为提高

节目竞争力,不断创新,展现不同的主持风格更能吸引观众

的注意力。但是个性化的主持风格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坚

持语言表达实际需求的播放标准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当然个

性化主持风格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在提高主持人文化

底蕴基础上实现。这需要播音主持工作人员在日常生活中应

当加强对专业的学习和技能的提升,通过不断的锻炼和培训,

提高自身技能水平。 

4.3播音主持运用语言文化内涵与品位培养的策略分析 

播音主持语言表达需要丰富的文化支持做基础,所以需

要主持人不断的进行学习,丰富自身内涵。另外观众对播音

主持人已经形成一种固定影响,这种印象要求主持人在播音

工作中应当与受众的心理和精神需求相契合,无论是在语言

的组织上还是节奏的把握上都应当在无形中渗透消息,从而

形成独特的语言气质,同时主持人还可以通过不断学习扩展

知识面,从而为主持工作增加新的内容。并且电视节目对播

音主持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不仅要灵活运用语言,还要根

据现场环境、合理的调整语态等,能够实现对大局的掌控。

所以对主持人的文化内涵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电视节目竞争

日益激烈的环境下,主持人员作为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必

须不断丰富自己,以为节目带来不同的表达效果,从而满足

当下观众对电视节目质量的需求。 

4.4 播音主持的语言要流露出真挚情感 

语言是情感的载体,播音主持的语言就是思想情感的外

在表现,当面对成千上万的受众群体时,语言方面必须要充

满真情、热情,这样才能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发挥出节目的

启示意义效应,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真挚是情感表达的根

本,播音主持的主持风格可以诙谐幽默,可以滔滔不绝,但最

根本的就是要表达出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这是一种自然的

流露,真正做到“以情带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这样往

往更能打动人们的内心。例如在 2008 年汶川地震时期,四川

电视台的一位新闻主播含泪读出了一长段各城市伤亡的数

字,深深地震撼了观众们的内心,此时这不再只是一串数字,

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逝去,他的热泪让人们至今久久难

忘。 

综上所述,播音主持工作是一项专业性比较强的工作,

播音员、主持人作为录制现象的掌控者和直接参与者,必须

具备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通过机智、幽默、灵活的语言表

达,对节目现场出现的各种突发事件进行有效的解决和协调,

保证观众对节目的关注度,因此为了使播音主持人员更好的

传达讯息,必须加强对播音主持语言表达进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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