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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师杰（1962~），女，福建福州人，副教授，从事播音主持艺术研究。

1  传统教学模式的重要性

普通话是中国人语言交流的通用工具，而播音员主持

人的语言就是大众学习的参照，因此不能取消普通话基本功

的训练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学校

及其他教育机构进行教学，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和规范字。”从法理上讲，教授学生说好标准的普通话，教

师责无旁贷。2011—2012年第一学年，笔者有幸成为学校

第一位去中国台湾台北世新大学访学的教师，带着仍未泯灭

的十几年对台广播职业生涯存留的好奇，带着多年教学中对

于两岸文化的思考，尤其是对节目主持人的思考，笔者有选

择地跟听了海峡对岸的课程，包括在台湾大学旁听国学大师

的课。虽然授课方式与中国大陆有所不同，但是传统播音的

教学没有丢掉，从这一点上分析，两岸是相同的。

2  如何让教学不只是故步自封，自甘萎缩，

而与极速发展的社会需求相适应、与语言自

身演变进化传承规律相符合

在这方面，可以借鉴中国台湾地区的教育。以陈文茜

为例，随时打开电视机，出镜机会最多的就属陈文茜了。她

在台湾的中天电视台有一档《文茜的世界财经周报》，东森

电视台有一档《陈文茜的财经故事》，而在一些重大活动或

节日，她又会打通节目时段，连续几小时进行直播；另外还

主持广播节目，还演舞台剧。她才思敏捷、聪慧睿智，话语

如涓涓溪流，清澈中透着犀利，但从不汹涌激烈。从外表上

看，她不像是身处政坛的人物。公众面前的陈文茜充满女性

的娇媚，卷发蓬松衣着绚丽，尤其喜欢穿毛茸茸的衣服，手

里有时拿着一只毛茸茸的笔，显得雍容华贵。笔者曾与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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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朋友谈起过她，他们说陈文茜横跨台湾政治、商业与媒体

界，是颇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在政界人脉深厚，常有独家

资料披露。她对两岸关系、台湾政局与台海局势、国际问题

都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独到的见解，与赵少康、李敖并称台

湾三大名嘴。李敖曾评价陈文茜为：“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

女人。”反之，如果陈文茜不做节目主持人，她的语言表达

能力依然了得。这正可以说明，语言的魅力不仅停留在传统

的吐字发声、播音创作基础上，语言更应该成为表达自己思

想交流的工具。

3  教育者应该培养怎样的学生

当然是能够适应这个时代、有施展才干能力的学生。他

们应该成为任何领域语言表达的优秀者，不论是在直播间、

现场报道、娱乐性节目、语言类节目，还是在新闻发布、会

议主持、婚庆司仪、开业庆典、游戏解说、抖音传播等多种

媒介中，都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

以 2017年福建师范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为例，总

结其就业情况如下：2017年该专业共有毕业生 71人，就业

学生 71人，就业率 100%。其中普通班毕业生 44人，就业

率 100%；闽台合作项目班毕业生 27人，就业率 100%。而

上述就业比例中，传统意义的广播电视播音主持岗位只有

20%左右。就业趋势研判结果为：该专业毕业生具有较广

阔的就业前景，日益繁荣的影视、文化、服务业市场给就业

提供了大量选择，尽管行业竞争激烈，但毕业生素质趋向综

合型，能结合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在激烈的人才市场竞争中

占有绝对优势 [2]。

这些反馈的信息也进一步让教师思考，社会对于播音

主持艺术专业需求的外延已经扩展，需求的领域不能仅锁定

在传统媒体上，这就要求教学理念应该重新梳理，教学方向

需要重新调整。

4  如何修正补充播音主持艺术的教学体系，更

合理地充实、编写教学的学习内容和训练方法

大学一年级和大学二年级阶段的学习仍要遵循传统教

学目标，包括吐字归音、用气发声，基本功要扎实、各种文

体的表达等方面，其中新闻的播报（包括新闻三大件）、诗

词朗诵、演播故事、配音解说等仍然是不可丢掉的学习内容。

在大学三年级和大学四年级学年可以增加以口语表达

为主，以提高思维组织能力的语言逻辑性的学习与训练。首

先，可以进行复述能力、描述能力、总结能力的语言训练；

其次，进行采访提问的能力、倾听的能力、现场主持的能力

的训练；最后，进行难度较高的演讲、辩论、解析一部作品

或产品（或电影或政府报告）的能力训练。教学中理论课与

实践课要融合在一起，学习如何与人交谈、如何表达自己、

如何拥有高雅的姿态、如何培养敏捷的思维、如何善解人意、

如何落落大方站在讲台等。学习时切记走入社会上以销售、

传销为目的大呼小叫的口号式的模式。例如，在台北世新大

学访学时，《演讲与口语表达》课的授课老师，在教学中把

“演讲”分为“告知演讲”“说服演讲”“感动演讲”三部分

进行教学和训练，告诉学生“演讲”不只是英雄事迹报告演

讲，也不只是近似朗诵似的调动情绪，以煽情作为第一要务，

这可以算其中的一种方式，即“感动演讲”；而政府工作报

告其实是一个“告知演讲”。这些不需要大呼小叫，但听众

明白了道理，知道了或接受了一件事，这个演讲就是成功的，

这样说来“演讲”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这一阶段的学习过程中，学生的作业量很大。课上有

作业，课下有小组集体的讨论，演播厅、舞台、讲台、外出

采访都应该是学生的学习场地。整个学习环节也切不可忘记

教师培养的学生是从播音主持艺术起步的，作为新闻工作者

的特质和职业气质是不容许忽略的。这首先是教师自己的学

习，或者说是专业的研究方向。有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

有没有考察过思考过、总结过、研究过那些口若莲花的主持

人的语言特质和文化积淀，他们成功的语言机理何在，规律

性何在，如白岩松、汪涵、李静、鲁豫、柴静等。教师应该

在教学中开展一片丰富播音主持艺术教学的新领域。

5  结语

怎样在融媒体时代不落后于它，怎么能够让学科不被

淘汰，并能成为大学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播音主持

艺术专业的教师们应该思考和探索的课题。尤其是对于年轻

教师来说，这不仅是职业生存的“护命符”，更应该是融媒

体时代赋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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