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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主持

《主播说联播》 节目的语态呈现出“多态”

特点：沟通语态取代宣传语态成为主导，宣传语

态和沟通语态有机结合，营销语态逐渐体现。三

种播音语态相互配合，各显其能，为传统新闻提

供了有效的传播途径。

一、播音语态的概念及定义

张颂的《中国播音学》中将播音定义为播音

员和主持人运用有声语言和副语言经过传播媒介

所进行的传播信息的一种创造性活动。从创作的

角度来看，播音是一种有声语言的创作活动，每

一篇稿件的播出都是播音员的创作。

《中国播音学》将电视播音员传播过程中的

“符号”又进行了更加细化的分解，将其分解为

语言符号、类语言符号。电视新闻口播的最终目

的，是把语言符号传播给受众。

播音语态大致可以定义为：基于稿件基础上

的一种有声语言的表达方式。从听觉、视觉两个

角度细化语态，“语”指的是听觉感知的有声语

言符号，也就是语言符号和类语言符号，“态”

指的是可感知的体态上无声的非语言符号表达。

“语”即有声语言符号，包括言语和类语言。

言语指稿件播读，类语言指语气、节奏、语调、

音强等。类语言中也包括功能性发声的部分，情

感性的哭声、笑声；表意性的填充音，如“哦、

嗯、唉”等，和缓冲词，如，“你知道、那么”

等等，这些都属于语态中“语”的范畴。

“态”即无声动态非语言符号，是电视播音

员在表达中所应用的体语，其中包括：表情、动

作 （头部、手部）、眼语 （注视的时间、方式和

方向，以及视线交流的角度方向）等。

二、《主播说联播》的语态分析

自2019年节目推出以来，主播的语态与传统

音的现象，认为伞兵是光荣、值得尊敬的职业，

并共同呼吁，“不要污名化伞兵”。

第三，播音员、主持人对不符合语言规范

的谐音，尽量不用或者少用。广电总局早有通

知，要求广播电视节目规范使用通用语言文字，

在推广普及普通话方面起到带头示范作用。播音

员主持人不使用对规范语言有损害的俚语俗词

等；用词造句要遵守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避免

滥用生造词语和不规范网络用语。

在谐音词汇使用中，经常会出现随意篡改、

乱用成语的“伪成语”现象。如，把“尽善尽

美”改为“晋善晋美”，把“刻不容缓”改为

“咳不容缓”等。这些做法不符合相关规定，与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相违背，对

公众尤其是未成年人会产生误导，必须坚决纠

正。而对于前后鼻音不分，平翘舌不分，“n、l”

不分等情况，尤其在网络词汇中常有出现。如：

“小盆友”（小朋友）、“小脑虎”（小老虎） 等，

这些词往往适合在特定的场景中偶尔使用。如果

一档广播节目的主持人频繁使用这些谐音词汇，

可能会给听众造成误导，也会让很多受众质疑播

音员主持人的专业素养。

第四，在广播节目中，避免大频率连续使用

生涩谐音，并需做好适当的解释和说明。不同于

视频和纸质媒体，广播节目是“听”的艺术，声

音具有转瞬即逝的特点，一段广播节目很少有听

众会选择多次收听来仔细理解其中的含义。这就

要求广播的语言尽量通俗、口语化，主持人对于

新鲜或生涩难懂谐音词汇选用一定要慎重。

此外，在广播新闻播报中，笔者也会遇到谐

音词的情况，大多出现在各企事业单位举办的活

动名称上，这就让播音员也很无奈。因为新闻播

音员不可能对这些谐音词汇进行解释、说明，所

以就要求记者或者编辑尽量要去除这些词汇，尤

其要避免使用同音不同意的谐音词，如“期终考

试”容易理解成“期中考试”，如果改写成“期

末考试”，就会避免出现误听误解。

（作者单位：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主播说联播主播说联播》》语态分析语态分析
王奕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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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闻节目主播语态区别较大，通过与新媒体的

联动，为互联网用户呈现了一系列有突破性的转

变。在语料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主播们在语态上

有较为多元化的表达，有适度的二度创作空间，

沟通语态和营销语态在不同程度上有显性的表达。

（一）沟通语态取代宣传语态成为主导

节目以“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为开场

语，由当天的一名当值主播出境，对当天《新闻

联播》中出现的一至两条新闻进行简单的概括和

评述。笔者拟从宣传语态、沟通语态和营销语态

的角度分析主播语态的变化。

1.语：生动活泼，更具情感

整体来看，《主播说联播》节目主要由主播

简单概述；评述新闻时，主播会根据新闻的内容

和对应的情感进行发挥。

沟通语态是具有平等、包容、互动、自由的

双向信息互动，由“播”到“说”，音调不高但

情感丰富，呈现出了人格化、情感化、贴近性的

特点。《主播说联播》一改新闻节目严肃的语言

风格，将丰富的情感、活泼的口语加入其中，在

“语”中体现了宣传语态的特点。

2.态：以情传神，神随声动

（1）眼语更加自主

与常规的新闻节目不同，《主播说联播》的

主播会更多地通过眼睛流露情绪。在表达媒体立

场或对某条新闻进行批判性论述时，主播的眼神

往往是坚定的、批判性的；而在进行有关节日、

好人好事等相关评述时，主播的眼神往往是温柔

的、充满笑意的。主播不再只是双眼紧盯提词

器，而是与镜头有了更多的互动和交流，和观众

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情绪共震，达成了宣传语态中

的平等、双向信息感知的沟通场。

（2）手势动作的应用

《主播说联播》中，主播呈现了大量的手势

动作。最常用的手势为摊掌、攥拳、竖起大拇指

比赞，除此之外还会根据节目内容比数字、比胜

利手势等等。这些是传统新闻节目或评论节目中

很少出现的。如2022年3月8日的节目中，主播

严於信在一一列举了各行各业的优秀女性代表之

后，做出了双手比心的动作。在新闻节目中大胆

“比心”是宣传语态从严肃、认真向积极互动转

变的一种重要表现。

（3）变化和道具使用

传统的新闻节目如《新闻联播》中的播音大

多数情况不采用体语，在眼语和表情上也较少流

露情绪，整体趋向平稳，言语从稿件上进行输

出，主播的自主性较低，话语官方性强，总体上

符合宣传语态的要求。

《主播说联播》则采用丰富的体语，同时在

言词和类语言方面也较为个性化，会适当融入主

播的个人表达特点，也会根据当日的新闻主体选

择道具、服装，甚至走出直播间，将场景选在麦

田、公园、全运会和世博会的现场等。在2020

年10月14日的节目中，主播严於信在深圳出镜，

开场语改为“主播说联播，今天我在深圳说”；

2021年10月13日的节目中，主播海霞手拿导游

旗为观众提供“联播主播版国家公园游玩攻略”；

2021年11月6日的节目中，郭志坚穿着消防员的

服装，在消防训练基地真实参与训练，体验索降、

模拟火场等训练项目，这也是《主播说联播》节

目首次使用职业体验的方式予以呈现。

为了适应当今的传播环境，主播们需要适当

地调整语态，不再一味地强调自上而下的宣传，

而是更重视平等、亲切地与受众沟通，完成由宣

传语态向沟通语态的转向，激发民众的认同感。

（二）宣传语态和沟通语态有机结合

从传播的历史演变来看，三种播音语态并不

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传承、合力、叠加的关系。

宣传语态和沟通语态的调配与使用，与《主播说

联播》 当日的主题关联较大，通过对 2019-

2022 年内容主题的统计得出的主题分布情况，

社会民生、疫情类和其他类占比较大，节目主题

涵盖了时政、经济、科技、节日、人物等。在涉

及时政、法律、经济相关的主题时，主播的播音

语态以宣传语态为主，但在其他较为轻松的话题

中，沟通语态的应用比例较大。

（三）营销语态逐渐体现

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使传播手段不断增加，

从大屏到小屏，传统的电视新闻逐渐延伸至微信、

微博、短视频，而爆炸式的信息和多元的新闻不

断扩充着观众的心理阈值，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价

值观的多元化。传统节目《新闻联播》的收视率

骤降，年轻的观众群体也遭受到严重的流失。

2019年7月29日，《主播说联播》短视频栏

目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媒体中心正式推出，

8月16日《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正式推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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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主持

播音主持对自身的情绪控制能力和情绪感染

能力要求较高。在进行播音主持创作过程中，主

持人要能够保持立场客观性，降低创作主观意识

成分，情景交融，注意情感运用与内容把握，同

时进行内塑培养，从而将自己塑造成一名具有独

特主持风格的播音主持创作人员，为播音主持思

想架构提供基础。

一、播音主持创作的情感传达与内塑重要性

作为一名优秀播音主持人来说，每一项工作

都是对其创作的情感传达与内塑展现。紧张而富

有节奏的工作形式，促使主持人对每一次主持内

容都要进行情感渗透与思想传达。主持人掌握创

造情感传达要领，有利于其在播音主持过程中展

现自然与真诚，与受众适当进行互动，能够充分

带动受众情感共鸣，营造工作气氛，增强情感交

流，有效传达播音主持内容。

播音主持进行内塑，有利于帮助主持人进行

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提升，以强大的思想文化底

蕴进行情感传播，实现情感互动。比如，在近几

年工作中，《百家访谈》《1002为你朗读》《好书

共读》等不同类型节目上线，播音主持人员能够

在不断创作与内塑中实现情感转变与传达从而实

现与受众情感互动，带动受众情绪，提高节目影

响力，发挥创作情感传达与内塑作用。

二、时代发展与创作情感传达

情感是播音主持的灵魂，如何将主持情感实

现传达与转变，增强与受众之间情感共鸣，使其

成为受众节目情感依托，不仅受到时代发展因素

影响，还受到自己内塑与思想情感转变影响。

对于播音主持行业内容创作、情感传达、思

想内塑而言，个人经历、工作环境以及时代发展

变迁都会产生一定影响。时代不同，情感表现形

式也不尽相同。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播音主持

行业风格质朴内敛，通过针对性、实时性新闻内

月24日抖音和快手两大短视频平台推出《新闻联

播》官方账号，8月25日快手同步直播《新闻联

播》。根据CSM融合媒体数据云平台V+scope的

监测数据，推出的视频在点赞量、转发量、评论

量，播放量和博文阅读量的数据尤其出色，甚至

起到了大屏带动小屏的作用，反哺了《新闻联播》

的收视率，吸引了一大批15-24岁的年轻受众。

这种针对年轻受众的行为，具有营销的特质。

由此，《主播说联播》的播音语态呈现更加

丰富的层次，三种语态的运用更加灵活。通过对

用户资源的准确把控，利用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和

新媒体本身的优势，将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和民

心所向巧妙融合，同时保证了受众参与的有序

性，成功打破了主流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壁垒，

实现了信息的有效传播、有效引导。

三、结语

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发展，中国广播电视行业

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改革也迫在眉睫。主流

媒体的节目在不同的媒介中既要保持其官方媒体

的定位，又要创新叙事的方式，尽可能地拓展受

众群体。《新闻联播》 在抖音、b 站等社交平台

开设《主播说联播》栏目，同时根据其媒介特色

的传播样式，丰富表达的形式、提升表达的技

巧，作为党和政府发声的重要渠道，同时提升其

影响力。在跨媒体叙事方面的尝试所取得的成就

非常值得肯定。

在当今的传播环境下，主流传统媒体应该主

动担当，积极寻求转型道路，生产出受众易于接

受、喜闻乐见的节目。《主播说联播》实现了多

平台、全方位的布局，播音语态也呈现出了“多

态”景观。宣传语态是保障、沟通语态为主体，

营销语态做引领，三种语态各自发展又彼此融

合，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缺一不可。《主播

说联播》为其他主流媒体的传播语态转型提供了

可供参考的成功案例。

（作者单位：浙江广电新媒体有限公司）

播音主持创作的情感传达与内塑研究播音主持创作的情感传达与内塑研究
王静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