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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特别是智

能手机的普及化，新闻传播平台逐渐从电视大

屏转向手机小屏，其所具有的互动性、时效性、

移动性、多场景转换性等特点，大大增加了用

户的黏性和活跃度。在直播过程中，不可或缺

的一个角色就是出镜主持人，其不仅要传播信

息，还要承担采集信息、组织现场的重任。如

何让小屏直播现场变得多元化、生动化，成为

出镜主持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小屏直播 主持人

视频直播从 2016 年开始呈现井喷式发展，

小屏直播因其自身所具有的简单性、高效性、互

动性成功走进大众视野。随着直播平台的日益增

加，小屏直播变得既方便又快捷。之后，便携式

移动导播系统出现，进一步增加了视频直播的快

捷性与高清度，小屏直播逐渐成为潮流。在这种

情况下，出镜主持人如何做好小屏新闻直播报

道，值得探索。

一、小屏新闻直播报道特点

（一）强互动性，拉近新闻与受众的距离

在以往的新闻报道中，主持人与受众之间的

关系仅仅是“输出者”与“接受者”，但在新媒

体新闻直播中，会增加弹幕与评论这一功能。这

一功能不仅让主持人与受众进行实时交流，二者

的关系也发生变化，从单一输出变成双向输出与

互动关系，大众不仅接受主持人所传递的信息，

而且也会将一些信息传递给主持人。①比如在直

播过程中，针对受众提出的问题，主持人可以接

受、采纳，同时与受众一起讨论他们感兴趣的话

题。在这个过程中，受众影响了直播节目内容的

导向，进而对直播产生观看的兴趣。主持人则可

以及时将受众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反馈，补充受众

所需要的信息，这样“输出内容”与“反馈信

息”就达到了相互影响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

对直播内容、传播效果产生了积极影响，小屏直

播对受众的吸引力也会越来越高，最终达到“双

赢”目的。就像我们常说的“弹幕”，出现在新

闻直播中进一步拉近了新闻与受众之间的距离。

（二）零时差保证新闻时效性

在以往的新闻报道中，面对偏远地区的突发

事件，传统媒体无法在第一时间将现场情况报道

出来，新闻的时效性得不到保障。而小屏直播则

解决了类似的问题，只要有网络信号，就可以直

播。像央视新闻在2019年亮相的便携直播设备，

是央视第一次使用该设备进行小屏直播，利用高

清相机解决手机分辨率低、色域不足、帧率低、

动态范围不足等问题，同时还利用智能手机所具

有的网络型特征，实现线上新闻动态报道，确保

新闻的时效性。

（三）直播时间长、多场景转换

在新闻直播报道中，主持人需要将有价值的

信息整合起来，并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受众。直播

的时间越长，主持人需要输出的内容就越多。在

小屏新闻直播中，机位比较少，无法将现场新闻

多场景地加以呈现，主持人在直播报道的时候，

想要做到深入性、全面性，就需要多场景转换，

并且在直播中会遇到各种突发情况，都要有妥善

处理，以确保直播报道的顺利进行。②比如，

2021年5月10日，嘉善县广播电视台和浙江卫

视“中国蓝”新闻客户端、江苏卫视“荔枝”客

户端、上海电视台“看看新闻”客户端联合太湖

流域周围的9家电视台以长三角地区最具典型意

义的“太湖流域生态治理进程”为样本，连续3

天进行《“太湖之恋”长三角联合大直播》，其

中嘉善篇章的直播时间是30分钟，中间除了要

采访2位嘉宾、播放2个短片、还要换3个场景。

在这场直播中，场景转换是对主持人专业能力、

主持人做好小屏新闻直播刍议主持人做好小屏新闻直播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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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素质的极大考验。

二、新媒体环境下小屏直播报道策略

（一）做好准备工作

在开展小屏直播报道前，准备工作非常重

要，尤其是小屏直播的时间比较长，需要大量的

信息支撑直播所需要的内容。

第一，做好直播的选题，明确直播主线。在

选题的时候，要先以受众需求为主，确定直播报

道主题是否稀缺，可以给受众带来什么样的收

获？能否引起受众的广泛关注。③ 《“太湖之恋”

长三角联合大直播》主题是“太湖流域生态治理

进程”，主要是想让社会大众了解太湖流域周围

的生态环境、治理情况以及保护策略。

第二，做好直播前各项内容的充分准备。在

直播报道之前，出镜主持人根据所确定报道侧重

点准备背景信息、专业内容等资料，包括嘉宾采

访、嘉宾数量。正如在本次小屏直播报道中，侧

重点是介绍嘉善县姚庄镇太浦河长白荡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桃园渔歌风景线，体现生态绿色一体

化。主持人需要提前到直播地点长白荡“踩点”，

确保直播效果达到最佳。同时，主持人还要提前

与嘉宾沟通好，告诉他什么时候开始讲话？讲什

么？怎么讲？提问那些内容？直播中是否可以随

意发挥？能否问其他问题？对记者的提问能理解

到多大程度？如果提前沟通不到位，那么在直播

中很容易出现采访对象面对镜头紧张，不知道说

什么，声音比较小，以及不能领会记者提问意图

等问题。

第三，搭建直播框架，确定直播时长与方

案。在本次直播报道中，时长为30分钟。在这

个 30 分钟内，既要采访 2 位嘉宾、播放 2 个短

片，还要切换3个场景。这就需要主持人提前将

这些内容规划好，避免在直播中出现时间不够用

的情况。

第四，提前做好宣传预热。在新媒体时代，

小屏直播需要提前宣传，让受众了解报道的时间

与大概内容。具体来说，可以将直播二维码放在

宣传海报上，让大家扫码关注直播；可以通过抖

音、快手、微博等平台进行宣传，让受众在看短

视频、刷微博的时候，了解本次直播；塑造良好

的主持人形象，让大众喜爱主持人，利用其影响

力提高小屏直播报道的影响力。④

（二）挖掘现场细节

直播时间长、灵活性强、场景可转换、信息

内容多等是小屏直播的显著特点。在小屏直播报

道中，要想让直播现场变得生动、有趣，就必须

要加强对细节的挖掘。小屏直播无法像电视大屏

报道那般提前做好规划与彩排，再加上“行进

式”的状态，以及场景的不断转换，不可避免会

出现信息空白的情况，这就需要主持人在直播过

程中，挖掘现场细节，让细节说话。⑤在《“太

湖之恋”长三角联合大直播》报道中，在利用无

人机从空中俯瞰整个太浦河长白荡全貌的时候，

主持人利用采访话外音的方式进行解说，避免受

众看到太浦河长白荡景貌的时候，会发出这是哪

里？有什么价值？和“太湖之恋”有什么关系等

疑问。之后切换到主持人采访的画面。此时，主持

人根据自己看到的实况挖掘出更详细的内容，然后

对嘉宾进行采访。在这个过程中，主持人将嘉宾所

说的内容一一呈现给受众。这样，受众可以对太浦

河长白荡的建设情况一目了然。同时，主持人在采

访的过程中，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每一

个小问题都要细细追问嘉宾，让更多细节展示在

受众眼前，以达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三）做好直播互动

在小屏直播中，互动非常关键，可以说没有

互动的直播是失败的，只有通过互动才能及时了

解、满足受众的需求，为其提供更好的服务。

1、直播现场的语言互动。主持人在直播的

时候，可以准备另一部手机专门用于看评论，针

对受众提出的疑问第一时间给予解答；也可以由

现场编导将受众的提问反馈给主持人，主持人在

后续的直播报道中寻找问题答案，实现受众与主

持人之间的互动。

2、评论区的互动。在小屏直播过程中，经

常会出现出镜主持人看不到评论的情况。一旦出

现这种情况，后台编辑人员可以代表主持人与受

众互动，解答受众的问题。同时，后台编辑人员

还可以将受众提供的实时有效图片、视频提供给

主持人。主持人选择恰当时机将这些图片或者视

频展现出来，让更多的受众了解直播现场的情况。

（四）合理把控时长，传播有效信息

小屏直播的特点之一是场景可以转变。与电

视直播的多机位、多场景呈现不同，小屏直播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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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场景转换完成多场景直播。在转换场景的时

候，主持人要避免出现信息空白的现象，争取在

直播时间内传播有效信息。这就需要主持人提前

做好工作，对本次直播内容了如指掌，一旦出现

信息空白的情况，主持人也可以及时补充有效信

息。⑥就像在“太湖之恋”的直播报道中，直播

方安排了采访沿河跑步的市民。对他们的采访安

排其实是一个等候式的采访，因而市民会不太自

然。这个时候就需要主持人灵活机动，提前预判

冷场话题的出现，及时转换话题，避免出现直播

时的尴尬。

主持人也要合理把控时长。《“太湖之恋”

长三角联合大直播》“嘉善站”是整个直播的中

间站，只有30分钟的直播时间。因此，主持人

必须要把控好直播时间与直播内容。比如，当嘉

宾聊到自己比较感兴趣的点的时候会拖沓冗长，

主持人要及时巧妙地打断，接过嘉宾的话茬帮他

进行总结，然后顺势引出下一条短片。因为整场

直播的时间是 90 分钟，如果因为嘉善超时了，

势必会影响下一个连线点的时长，进而影响整个

直播进程。因此，在小屏直播中，主持人必须要

对时长有合理把控，确保不会因超时而影响后续

的直播进展。

三、结语

在新媒体时代下，小屏直播成为传统媒体新

闻报道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直播过程中，离不开

主持人较高的专业水平与综合能力。这需要主持

人不断创新，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明确在小屏直

播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探寻优化策略，明白“用

户在哪里，我们就得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

的主战场、主阵地”这一道理，进而有机会成为

大众信赖的“网红”，提升媒体融合背景下小屏

直播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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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会主持不同于一般的主持，是一个

非常讲究现场互动和受众需求的主持类型，同时

又要求主持人在具备一定个人风格的前提下不断

生产新的语言和形式，由此接受美学即可成为一

套契合晚会主持要求的基础理论。本文通过美学

中“审美愉快”“期待视界”等概念有机引用到

关于晚会主持的讨论和实践中，从而进一步揭示

晚会主持人和受众的彼此关系，并指出相应的主

持策略，以更好地开展工作与实践。

关键词：接受美学 晚会主持

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接受美学理论，

其所指向的是受众和创作者的关系建立过程，旨

在讨论一个文本或作品如何更好地影响受众并被

接受美学理论视阈下接受美学理论视阈下
晚会主持的提升思考晚会主持的提升思考

孙大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