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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时代电视新闻播音主持发展探析

贾华雨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00

目前，在互联网、云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推动下，全媒体时代已然到来。全媒体时代既包容传统

媒体，也兼顾新媒体，将电视、广播、报纸、杂志、音像等媒介进行整合，在传播形式、传播手段上进行全方位深度

融合，从视觉、听觉上充分调动人们的感官系统，最大程度使受众信息获取的速度和频次得到跨越式提升，全媒体时

代电视新闻播音主持面临巨大挑战，基于此，本篇文章试图提出全媒体时代电视新闻主持的发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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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电视新闻播音主持的专业性很强，在新闻采

编环节上也比较独立，但是，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

这一切都将发生巨大的改变。目前，随着当前数字技术

的快速发展，数字化的冲击使得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

的界限逐渐模糊，全媒体传播理念也逐渐凸显出来，此

时，传统电视新闻播音主持必将受到一定挑战。因此，

当前电视新闻播音主持的全媒体发展备受关注。

1 全媒体时代电视新闻播音主持面临的挑战

媒体话语权发生变化

传统媒体在长期经营下成为了“公信力”的代名

词，是社会大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随着多种媒体技

术的共同发展，全媒体时代带来，互联网技术快速发

展，这就使得很多媒体平台在新鲜资讯的获取速度上不

断加快，并且人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微博等途径快速获

取到新闻信息，并对一些新闻发表自己的主观意见。在

此过程中，虽然仍然有很多虚假信息会对新媒体的公信

度产生影响，但其本身依旧存有较高的话语权，因此，

人们逐渐从以往对新闻可能存在质疑转变为参与舆论中

来，任何普通民众都可以自己随时发表新闻，并且表达

自己的新闻见解，这样不仅可以保证新闻传播的简洁性

和及时性，同样也能对其展开评论，分享新鲜信息，此

时，新闻评论解读已不再是新闻主持的专利。显而易

见，全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电视新闻播音主持的地位都被削

弱，人们更喜欢通过更少的时间获取新闻信息，并及时

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

电视新闻收视率下降

新媒体技术发展前，人们主要是通过电视、报纸、

广播等一类的传统媒介获取新闻，各个媒介只负责自己

存在的领域，相对独立，并且相互不会产生较大的影

响。但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界限

逐渐模糊，尤其是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使得互联网、手

机APP等的应用使得信息更加多元化，各媒体也向相互

促进、相互学习的大融合趋势上发展。在这种发展趋势

下，社会公众获取新闻资讯的方式也不只是通过电视新

闻播音这种方式，当他们想要了解各种信息时，只要通

过网络就可以自由获取相关信息资源。由此可见，以往

传统媒体垄断市场的局势已经被打破，电视新闻已不再

是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途径，人们对播音主持的依

赖度也逐渐降低，关注度下降，自然新闻收视率也无法

保证。

电视新闻播音主持千篇一律，没有特色

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无论是新闻传播的形式还是

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不同

群众的不同需求，并且有效解决了新闻获取上“众口难

调”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闻媒体的发展。然

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电视新闻传

播方式比较单一，虽然主持人类型不同，但风格千篇一

律，而且没有特点，尤其与新媒体相比没有特色，这种

固定模式的主持方式自然无法引起观众的眼球，很难留

下一些忠实的观众，最终致使电视新闻收视率降低[1]。

2 全媒体语境下播音主持的特征

创作内容的时代性

目前， 随着时代不断的发展变化，播音主持行业也

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这

样才能够让播音主持行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播

音主持行业的工作人员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和

综合素质，加强对自我的认识，并提高自身接受新鲜事

物的能力，做到与时俱进，这样才能够在不断进步的时

代中立足，从而不断满足现代人们对播音主持行业的多

元化需求，只有这样，播音主持行业才能够被越来越多

人的喜爱和欢迎，才能够根据受众的实际情况创作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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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优秀节目，突出时代性特征[2]。

语言风格的艺术化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播音主持在全媒体语境下也呈

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许多播音主持利用信息资源，抓

住时代特色，紧跟时尚潮流，对语言进行精心设计，让

语言既能展现出客观的信息内容，也能呈现出时代的特

色。现如今，在新闻播报中运用网络用语已经不是什么

新鲜事了，而如何让网络用语正式化、传递出时代的正

能量则是全媒体语境下播音主持体现语言艺术特色的关

键。例如在《主播说联播》节目中，主持人重视网络语

言的运用，在节目中将大众熟知的网络用语作为语言材

料，播报严肃新闻。在讲述中国芯片制造技术时，央视

主持人郭志坚说道：这些“黑科技”有“中国芯，更有

中国心”。这里用网友常常用的黑科技一词来说明中国

制造技术的发展，不仅让节目语言更加生动，同时也体

现出了时代特色

信息传播的便捷高效

在全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更加便捷，借助网络平

台，几乎可以将各类信息实时传播，信息传播速度愈发

高效，各类节目一经制作便在网络上迅速流传，各类门

户网站几乎与电视同步更新，打破了传统媒介传播的局

限性。信息传播的便捷、高效，为播音主持专业人员提

供更多的便利。

3 全媒体时代电视新闻主持发展途径

提升播音员主持人的综合素养

在当前全媒体时代背景下，我国传统电视行业实现

了一定的创新改革，各种相关的专业知识随之涌现，因

时，为了更好适应新时期发展的需求，播音主持必须

将自身专业实力的提升重视起来，不仅要满足基础的岗

位需求，还要强化综合实力，积累各种专业知识的同时

积极了解当前的新技术、新手段，拓展眼界，提升专业

素养。而且播音主持的理解能力也对电视新闻的持续推

进有着一定影响，因此主持人同样应将其重视起来，在

平常的新闻播音中，深入理解新闻内容，把握新闻中的

情感元素，在播报新闻时还要合理利用自身情绪调节播

音情感，促进新闻播音的层次化发展。因此只有不断提

升播音主持的专业实力和素养，才能确保新闻播报的效

果，真正吸引忠实观众。

加强播音主持专业基本功的训练

风格的个性化应该根植于深厚的内涵，而不是提倡

怪腔怪调。有的主持人一味模仿港台主持人的腔调，或

吐字含混，全然不顾主持人应有的语言规范要求。所

以主持人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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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语音清晰准确，一是需要

提高语音的清晰度，二是需要有足够高的音量。除此之

外，主持人在工作和学习过程中，需要不断积累经验，

并且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和思考能力。

融合电视新闻播音主持的传播路径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使新闻传播的渠道越来越大，传

播形式和内容向更加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诸如短视频、

小程序这些新颖、时效性强的传播形式得到广泛应用，

甚至一些新闻工作者还会对实时新闻进行深入的剖析，

实际上，这也是全媒体时代中的一种重要竞争力。因

此，全媒体背景下，播音主持有必要对主持平台进行进

一步的创新，积极利用一些先进的技术手段，重构播报

平台，抓住媒体的先机，在此过程中，播音主持可以结

合自身的传统岗位优势，并且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适当

融合全媒体思想和新媒介，例如可以增加微博、微信、

直播APP等新闻传播途径，充分展示自己才华，并且全面

推广电视新闻节目，增加新闻媒体传播的生动性[3]。

创新思维理念以及节目的呈现方式

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对推动传统新闻媒体的创新

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只有不断拓展传统新闻

媒体的传播渠道，才能充分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要

做到这一点，播音主持人必须创新以往的主持人风格和

主持人方式，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媒体时代的要求，才能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为了充

分满足媒体融合时代受众的需求，必须改革和创新传统

的节目呈现方式。他必须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前提下，创

新传统的思维观念和主持风格，逐步形成灵活多变的思

维方式和更加多样化的风格[4]。

充分把握新兴媒体的优势和特点

“融合”是媒介融合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播音电

视媒体而言，就是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基础上，与现代新

兴媒体有机融合。传播媒介可以分为许多不同的类型，

并且每种类型都有自己的特点。必须充分认识和准确把

握不同类型媒体的特点。在新媒体面前，应该主动成为

观众。只有这样，他才能从受众的角度充分感受到新媒

体的功能、效果和特点，从而在节目主持过程中充分有

效地发挥新媒体的特色和功能。新媒体的方式和规律与

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比如，一般来说，一个节目有相

应的公共平台，有多种传播信息的方式（关注、订阅

等），同时，很多节目也充分发挥图文的作用，并使信

息传播的范围更广，效果进一步加强。因此，电视台必

须充分了解和把握媒体融合时代新兴媒体的传播特点和

传播渠道，并且保持清晰的思路。对于新媒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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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快适应，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

势，进一步扩大节目的影响力。

结语

总而言之，电视新闻节目要想实现持续性的发展，

播音主持实际工作中必须摒弃传统传播观念的束缚，跳

出为播音而播音的固有观念，转而以科学发展的视角看

待电视新闻播音主持，新闻播音主持人要正视困难，适

应媒体时代，提高自身素质，使自己的新闻播音风格独

特，情感更加丰富，满足人民群众的收看体验感，提高

人民群众对新闻媒体的关注度，促进新闻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雪姣，郭纹，李甜.应用型本科院校《播音播

音与主持》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研究[J].戏剧之家，2019

（01）.

[2]王家南.全媒体时代播音主持的发展现状与创新策

略[J].新闻传播,2020(08):104-105.

[3]方佳康,陈琪.全媒体时代电视播音主持工作的融合

与创新[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04):84-85.

[4]唐伟.全媒体时代电视新闻播音主持面临的挑战及

其对策探索[J].记者观察，2020，（23）：9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