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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进入播音员的天地

第一节　播音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一、什么是播音

播音是按照稿件的内容进行的朗读，是一种有声语言的

再创造，是一项语言艺术活动，是电台、电视台工作的重要手

段之一。节目是传播的主体，节目内容十分丰富，节目形式色

彩纷呈，节目形态不同，节目样式各异，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

区别。如新闻节目，全世界都是庄重地播报，很难进入“即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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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的表达范围，于是就产生了“有稿播音”；如谈话节目，全

世界都是自如地讲说，很难进入“反复推敲”的表达范围，于是

就产生了“无稿播音”。有稿播音和无稿播音相辅相成，互补

互融，将永远支撑有声语言在大众传媒中的基础性地位，并不

断提升到审美层面。

二、播音的作用

１．播音工作是广播电视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编辑部工作的最后一环，采访、编辑、播音。

２．播音是语言广播的集中体现者。每天广播电视传递大

量的节目信息。包含了许多新闻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可最后

都必须由播音员的再度创造，也就是播音来集中地把这些劳

动成果表现出来，所以说播音是广播电视的“门面”。

３．播音是广播电视媒介与受众之间联系的纽带。广播电

视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是党和政府联系民众的桥梁，而

播音员是广大受众的知心朋友。

４．播音是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手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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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播音

有稿播音要立争能锦上添花。无论是历代名篇佳作，还

是课堂命题作文，只要进入播音创作，就应该令人心驰神往，

比自己看那文字作品，所得更多。无稿播音要能够出口成章，

无论是自选话题独白，还是现场言说交流，就应该引人专注倾

听，比日常人际对话，更具魅力。

（一）播音的创造过程

接稿———看稿———理解———感受———成声———播音

（二）创造过程中应掌握的难点

１．播音应从稿件的内容和形式出发而非其他及自我

出发。

２．备稿时理解与感受要水乳交融，表达真实具体。

３．感情色彩与技巧的运用要相辅相成、天然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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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怎样准备稿件

１．分析理解

当拿到稿件时，第一件事就是通篇阅读一遍，这时就应找

出不认识的字、不懂的词和句等。然后一一扫除这些创作上

的障碍（不是扔掉而是要弄明白、弄清楚），下一步就是分析理

解稿件并把握它的精神实质。这里请记住我们的播音绝不是

只字不差地念稿子，那样的苍白无力有谁能接受呢？所以这

就要求播音员要有平日里对知识的深厚积累。

分析理解稿件的具体方法：

（１）划分层次掌握文章的结构，播的清楚明白。

采用归并法即将内容紧密联系的自然段归并为一层。

（２）概括主题抓住稿件的中心思想提出的主要问题或作

者通过具体人物、事件所反映出来的看法、主张、态度等。

（３）联系背景明确稿件播出的针对性，积极调动播讲的愿

望，正确传递所播稿件的内容信息。

（４）明确目的。要理解稿件播出后对社会的现实意义和

作用。

（５）分清主次，抓住重点，让稿件内容表达得准确、鲜明、

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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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把握基调，达到理解与表达的统一，即把握住稿件的

感情色彩和播音员的态度。

２．以稿件为依据进行情景再现，让稿件内容鲜活起来。

即人物、事件、情节、场面、景物等在播音员脑海里不断出现并

形成连续的画面。让受众感到真实生活。主要步骤：

（１）理清头绪

（２）设身处地

（３）触景生情

（４）现身说法

３．把握内在语

内在语是辅助播音员把稿件变成自己要说的话，使感情

处于运动状态的重要方法，可以直接引发和深化含意。

什么是内在语？所谓内在语就是稿件、文字、语言不便表

露，不能表露或没有完全表露出来的语句关系和语句本质。

内在语往往是作者根据文章的主题思想所设定的一种表现方

式的运用。内在语的作用：一是揭示语句的本质，二是揭示语

言联系。

４．抓对象感，做到“心中有人，心中有受众”。

（１）根据节目的形式找不同受众群体的幻想知觉。

（２）依据主题、目的对听众、观众进行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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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努力熟知了解你的受众。

播音员声音重要性

播音员是广播电视等新闻性工作的一个环节。新闻的力

量在于真实。广播内容通过播音员的声音到达听众耳中，要

使听众听来真实可信，播音员的用声必须朴实、自然。在生活

中，说起话来装腔作势、拿腔拿调或嗲声嗲气都是令人厌恶

的，播音员绝不能采用这种声音。如果用矫揉造作的声音播

音，就会造成与听众心理上的距离，使听众把旋钮拨开。朴实

才能使人产生亲切感，愿意听你播下去。

播音员绝大部分的工作是有稿播音，也有一部分工作带

有即兴创作的性质。广播内容的广泛、形式的多样、语言的精

炼使播音创作天地广阔，对发声也提出了较高要求。为了满

足传情达意的需要，播音员的声音必须富有活力，色彩丰富，

变化自如。播音绝不是见字出声的机械动作，更不是声音的

炫耀，播音的大忌是发出无意之声、无情之声、僵滞不变之声。

由于发声条件不同，每个人的声音都有自己的特色与个

性。我们只能在自己发声条件的基础上发挥所长、克服所追

求某种自以为美的声音，绝对不能模仿广播电视中某个自己

崇拜的播音员或演员的声音。刻意模仿某个人的声音，常常

是发声方法不良的根源，它不仅束缚了播音创造力的发挥，严



第一章　带你进入播音员的天地

７　　　　　

重的甚至能导致发声障碍或喉部病变。

播音发声的美，是有助于传情达意的美，绝不能离开传情

达意的要求去追求某种固定的“美声”。

对播音员的声音要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句话：准确规范，

清晰流畅；圆润集中，朴实明朗；刚柔并济，虚实结合；色彩丰

富，变化自如。

下面分别加以阐述：

准确规范，清晰流畅。播音员是群众的语音教师，语音必

须准确规范（汉语语音课中有详细论述）。播音吐字的清晰度

要求高，但不能有“磊块”，不能“蹦字”，字音要流畅过度，听来

如潺潺溪水，迂回向前，生动活泼。

圆润集中，朴实明朗。这是对声音基本色彩要求，发音与

吐字两方面都包括在内。声音要润泽，不干涩；吐字要“玉润

珠圆”，颗粒饱满；声音不散，字音不扁；这就是“圆润集中”的

含义。我们整个广播电视节目都是为了激励人们的精神，丰

富人们的知识，愉悦人们的身心，因而，播音员的声音不仅要

朴实，而且要明朗，使人产生快感。圆润而明朗，像清泉，汩汩

地流入人们的心田。

刚柔并济，虚实结合。发音吐字要有韧性、有弹性，能刚

能柔，有虚有实。由于性别和性格的不同，一般说，男声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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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女声偏柔美。如果颠倒了，就使人感到不舒服，这是男女

声比较而言。其实无论男声或女声，都不能一味地刚或一味

地柔，都要求在本身基础上的能刚能柔，刚柔并济。要知道，

“过刚则直，过柔则靡”，一味地刚听来呆板生硬，一味地柔听

起来萎靡不振，都是我们所不取的。声音还要虚实结合，有人

追求声音“亮”，过多地用实声，听来“拙”，不能很好表达细腻

的情感；有人追求“柔美”“有感情”，过多地用气声，听来“假”。

用声要求刚中有柔、柔中有刚；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刚柔并

济，虚实结合；随着意与情的要求而灵活运用。

虚实与刚柔是两对不同质的矛盾，但它们之间也有着联

系。一般地说，实声偏刚，虚声柔美，其实也不尽然；孩子的金

铃般的声音是实声，但不刚；一声慨叹用虚声，也不柔。在实

际运用中，刚柔虚实的变化是丰富的，多种多样的。

色彩丰富，变化自如。声音色彩是播音员随节目内容的

发展而运动变化着的感情的外衣。人的感情是不断运动变化

的，声音色彩也是在对比变化中体现出来的。声音色彩有如

画家的调色板，越丰富细致就越能传情，越有表现力。感情色

彩的变化是无穷的，声音色彩的变化也是无穷的。发音吐字

基本方法的掌握，是为了利于声音的变化，而不是为了追求固

定不变的音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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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播音员应具备的心理素质

根据电视播音员职业特点，要求播音员必须具有良好的

心理素质，这其中包括要有自信心、控制能力、丰富的情感、良

好的语言感受能力。

一、较强的自信心

自信心是对个人自身的德才与能力的肯定。拥有这种自

我肯定的心态是出色地完成工作的一大因素，缺乏了这种自

信，我们原本可以顺利完成的任务也就变得不那么顺利，或者

大打折扣。

电视播音员是与观众打交道的一种特殊职业，他的一举

一动、一言一行都要通过摄像机的镜头在观众面前一览无遗。

如果作为电视播音员具有了一种“自己一定能行”的信念，那

么心里就会踏实，心情平静下来，思维也就变得清晰，语言顺

畅。相反，如果播音员本身“心里发慌”，总觉得自己这也不

行，那也不行，必产生畏难情绪，很可能陷入失败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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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心来源于平日知识的积累，而要拥有扎实的知识功

底绝非一日之功，需要长年累月的不断积累。一方面保持自

己已有的知识基础，另一方面要尽量拓宽知识面，广泛涉猎多

方面的知识。即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事，这样才能满

足观众求知的欲望，才能适应新时代电视宣传工作的需要。

在播音和主持过程中，只有具备了扎实深厚的知识功底，做到

心中有数，那么工作起来就会信心十足，事半功倍。

二、较强的控制能力

控制能力指的是播音员面对突发事件时能保持冷静的头

脑。只有保持冷静，思路才会清晰。

播音员在采播过程中失控，往往表现为失言和失态。这

样不但影响到观众对播音员不满意的评价，而且还将会影响

到整个节目的播出效果。如此一来，播音员原本在观众心目

中建立起的良好印象就会在一瞬间大打折扣。

造成失控的原因主要有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心理状态过

于紧张等因素，人们要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得事先做一些准

备。俗语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这时，播音员一定要迅速排解紧张情绪，力求使自己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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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的心态，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为避免尴尬事发生，这就

要求播音在采访前尽量做好准备，准备得越充分，越周密，越

全面，成功的几率越大。

三、丰富的情感

情感是指人们的思想意识与事物接触后所引起的态度。

作为播音员的情感，概括而言就是要热爱党的事业，满腔

热情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发挥党的喉舌作用，具

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水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坚持正义，具有丰实的思想感情。对弱势群体同情，对社会丑

恶现象敢于揭露，对坏人坏事敢于斗争。在播音过程中，要根

据节目的内容，渗入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自己播出的节目具有

感染力。在平时的工作中，我们要善于把握自己的思想感情，

客观地报道事实的真相，维护广大群众的利益。

四、良好的语言感受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的高低，与每一个人对语言的感受能力是

有直接关系的，有的电视播音员说起话来娓娓动听、热情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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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而有的听了却让人感觉乏味，毫无吸引力。

形成良好的语言感受能力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语言

意义的理解，只有在对词句所包含的意思有了确切的理解的

基础上，才能准确顺畅地表达出来，而且有些相同的词语用在

不同的语句中产生截然不同的含意，我们要有明确地表达目

的，正确使用词语。另一方面是对语句的形象感受。当我们

在说话时间头脑中要浮现出对具体事物的联想和想象，否则，

所表达的语句中缺少了丰富的感情色彩，语言就会显得苍白，

达不到说话人的预期目的。所以一个优秀的播音员必须具有

良好的语言感受能力。

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不断发展，对播音员的要求越来越

高，只有塑造高心理素质的优秀播音员，才能更加有效地提高

广播电视的收听收视率。

第三节　学习优秀的播音主持风格

西方沟通学家把声音作为沟通中强有力的乐器。对电视

节目来说，如果主持人长得不好，观众一闭眼就过去了，还能

听听他在说什么。如果声音不好，观众肯定换台。当然，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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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相好、声音好，又足够睿智，这样的主持人不红才怪呢！在

西方国家，优秀的电视播音员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并不是以美

丽的脸庞和青春的年龄而赢取观众，他们最大的财富来自他

们的才智和独具特色的声音。他们的声音让观众“过耳不

忘”，不仅仅是他们的睿智，他们的声音也成为保持电视收视

率的原因之一。

声音有其特殊的魅力

声音是人的“第二外貌”。职场中人必须具有你自己的

“顾客”喜欢的音质，最好就是易于分辨的独特音质。美国总

统里根是演员出身，他得天独厚地拥有一副磁性的、音域宽广

的好嗓音，加上富有感召力的表演技能，因而他轻松地挫败了

在音质和形象上都不如自己的对手———民主党领袖杜卡斯。

克林顿总统的声音独特、沙哑、浑厚，他知道如何运用这种略

带嘶哑的声音去深入民心。大选前，他发言铿锵有力、朝气蓬

勃，听起来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可靠的、能带来朝气的、能够实

现人民愿望的总统。但是，在一次丑闻中，他强化了沙哑的声

音，用疲惫的语调恳求民众：“请让你们的总统工作。”听起来

让人们感觉到不得不原谅和同情他。以至于一个女观众在被

采访时，几乎哭着呼吁媒体和美国人民：“请不要这样对待我

们的总统！”詹姆士·厄尔·钟斯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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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的代言人。他的嗓音极具“刚性”，正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台（ＣＮＮ）认为可以表达想表达的东西。

声音常常影响人的判断力。当听见有吸引力的声音时，

我们断定此人比那些声音没有吸引力的人更可爱、更胜任某

项工作，也更具有领导才干。声音还可以反映出人的心态。

细小、单调、乏味的声音，能够轻而易举地催人入眠，它表现了

说话者可能缺乏自信。软绵绵的声音能够“催人心肠”，它的

主人更适合在花前月下倾诉衷肠，而不是在众人仰望的领导

位置上。音质宽厚、语调抑扬顿挫的声音，可以放射出独特的

性格魅力，并且提高交流的效果。ＢＢＣ电视在一个节目中，

播放了几位世界级领袖人物的演讲片段，包括肯尼迪、丘吉

尔、撒切尔、伊丽沙白女王等，要求听众辨别他们的声音。被

测的人都能够准确地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些有巨大威望

的领袖们的声音都音质独特、有权威感，他们的声音也是吸引

追随者的魅力之一。

像面孔一样，声音也要经过修饰。声音质量包括：高低

音、节奏、音量、语调、抑扬顿挫。语调就像画图，会直接影响

客户的反应。一个词语的发音音调的细微区别远远超过了我

们的想象，特别是素昧平生，第一次通过电话交谈，在通电话

号码的最初几秒钟内能“阅读”到用户声音中的许多内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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