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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播音的感召力 

作者： 时岱  

关键词： 新闻播音┊阅读：1234次┊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信息价值的认识，以及社会、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我们的新闻播音注重了“大容量”的“快节

奏”。这种适应现代社会应运而生的“快节奏”播音应当给予肯定，但必需强调鼓动性质和感召力。新闻宣传的感召

力，基点是新闻本身的社会价值和作者文字语言的表达功力。但作为广播这个以有声语言为中介，以声音形象感知宣传

对象的媒体，播音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它影响着新闻宣传的效果。因此提高新闻播音的质量，增强新闻播音的鼓动性

和感召力，是我们播音员的责任，也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作为一名新闻播音员，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播音具有感召力呢？ 

一、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事业心 

新闻播音员是党的宣传员，肩负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好人好事，启发教育群众的重

任。新闻播音员作为新闻工作者，社会责任是重大的，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是重要的，被人民群众看成是党和政府的代

言人。所以，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来完成每一次播音任务，是新闻播音员的神圣职责。 

二、深入理解稿件 

播音，是以稿件为依据的再创作。是在文字稿件的基础上，经过播音员的理解、感受后转化成为有声语言反映给广大听

众的一个再创作过程。这其间的转化，不仅是把文字符号用语言再现出来，而且更是情感的升华。所以，认真备稿，深

入理解稿件是播音成败的重要环节。新闻稿本身不是没有情感，更不是没有变化，而是它的情感和变化比较内化，因

此，它才更需要从播音上下功夫，通过播音员对稿件的深入理解、努力挖掘，使播音尽可能产生好的效果。在备稿中播

音员对稿件的理解深一分，表达准确的把握就多一分。 

新闻稿件尽管没有具体的人物再现，情景描写，但作者生活在客观世界中，对发生的事件，由于角度和立场不同，写出

的稿件有褒有贬，这就决定新闻播音必须有情。当然由于稿件的特点所至，它的情有别于通讯、故事、广告，在表达手

段上自有特点。这个情，不是自我陶醉，必须符合稿件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情理。要把情融于理中，使情合于理，理中

含情。 

新闻稿件有很强的政策性。播音员作为党的宣传员，在播音的情感处理上，一定要掌握政策分寸，褒贬适度。 

比如在播出一篇客观反映社会上一些有损消费者利益的事件的稿件时，可能稿件中没有强烈抨击的语言，主要以客观的

陈述为主。但作者是站在广大消费者的立场上，对这些不道德行为进行揭露批评。而这些厂家尽管有错误，但还没有达

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所以，在播音处理中，感情的分寸要符合批评、教育政策，而不能像揭露重大犯罪案件那样，可采

用严肃的基调，再加进批评、规劝的语气，语速平稳一些。这样播出，感情的把握就比较合情合理，并具有感召力。 

三、处理好个人感情与稿件感情的关系 

新闻播音的感情是播音员理解稿件后产生的符合稿件内容的情感。这个感情是有党性原则的。必须强调，播音员所代表

的不是“自我”的个体，而是党的代言人。所以，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确定播音的感情。比如，拿到一篇颂扬社会上好

人好事的报道，这要求播音员以对这些人物、事例由衷的赞美的情感来播讲，可是正赶上播音员家遭不幸，完全没有心

情用饱满的感情来展示稿件的内容。那么，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基调呢？以个人的感受播显然不符合稿件主题，作为

播音员，播音不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在生活中，我是我个人，我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

但在话筒前，我就不是单纯的个人，而是政府的代言人了。播音员的工作也要求播音员不能把自己的好恶带入对稿件的

再创作中去，不能用个人的感情代替广播宣传。而要按稿件的主题精神，暂时抛开个人的烦恼和苦痛，用客观的感情基

调播出。 

四、保持新闻播音的新鲜 

新闻以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为人们喜闻乐听。但新闻的抽象性、概括性在一定程度上不易激发播音员的情

感。加上播音时间一长，极易产生单调感，容易播“油”。要使新闻播音的感召力持久下去，极易产生单调感，容易播

“油”。要使新闻播音的感召力持久下去，播音员除从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上严格要求自己外，还要创造一些条件，

拓宽活动领域，不断变换形式，代替单一在室内播音的方式，以产生新鲜感。 

新闻播音感召力的产生有两个方面。一是新闻事件的价值以及记者的采写水平；二是播音员的理解表达能力。没有好的

稿件，很难产生好的播音。记者与播音员对话，互相交流切磋。播音员可以把自己对稿件的播音感受讲给记者听，根据

播音特点，向记者提出建议。记者也可以把自己对播音的看法及听众的意见反映给播音员，使编播互相了解，共同提

2005-11-28

上一篇 PREVIOUS 

下一篇 NEXT 

动态 NEWS 

 

文章 动态   

请输入您要搜索的关键词

nmlkji nml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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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新闻报道对房地产价格影响实证研究 

作者：唐禾┊ 2005-11-23 

摘要：本文认为，媒体本身也是影响房

地产价格的因素之一，即通过媒介传播

信息和舆论，影响受众心理预期，从而

达到间接作用房价的效果。本文以大众

传播效果理论和社会心理学理论为支持

影响传导过程，用实证分析的方法…… 

·“中国主张：传播理论本土化的 2009-09-27

·第三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讨 2009-09-27

·第九届“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 2009-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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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五、注意语言表达技巧 

由于新闻写作的特点制约，情感的表达极少起伏，语言多是涓涓细流。播音员如果语言基本功不过硬，就很容易把稿件

播散、播平。要提高新闻播音的水平，必须运用好语言表达技巧。首先要掌握停顿，控制气息。有些播音员，特别是新

手在播新闻时，在大的段落、层次之间不敢大胆地停顿，听不出层次、段落的区别。层次、段落间的较大停顿，不仅不

影响播出的完整性，掌握得恰当、运用得巧妙，还会增强文章的节奏感和完整性。在若干小停顿中加上几个大停顿，在

连续的语流中恰当地断几下、停一停，会产生动静结合、以静显动的效果。这个停顿一定要恰如其分。在停顿的时候要

保持意连，控制好气息，保持语气的连贯性，使播音完整统一。 

其次是处理好重音，加强节奏感。 

声音作用于人的听觉，如果是单调的、无变化的，就会令人生厌。要引起人的兴奋，就要有强弱轻重的变化。要使新闻

播音“不平”，强调语言的节奏，处理好重音和重要语句很重要。新闻稿件中那些最能表述主题的语句，或与主题有直

接关系的人名、地名、时间、数字都需要突出表达。与之相对应的一般词语，就相应地可以放松些。有些强调感情和表

示感情转换的词语也适当加强。 

新闻一般没有感情的大起大落，语言的变化也较少大的起伏。但它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严肃性，所以吐字发音要准确、

规范，收音要干净利落，这就要求我们加强语言基本功的训练，不断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准确、鲜明、生动地播好每一

篇新闻。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邮编100866） 

［本文责编：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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