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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声画关系与电视解说词写作

时间:2009-09-30 09:10:00  作者:;  来源:

  ● 黄爱选 

  电视内容是由画面和解说词两部分组成的。解说词的写作要适应声画合一的意境，从

构思、行文，到表现形式，这都有别于一般的文体写作。除了要考虑电视的特点，进行整

体构思，发挥解说词应有作用外，还要注意语言的运用。 

  解说词对处理声画关系的作用 

  毫无疑问，画面永远有局限性，有其不能准确充分表达的地方，尤其对事物内部联系

无可奈何，对世界复杂深刻的矛盾就更加一筹莫展。电视画面可以拍摄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物外貌，但对复杂的人物内心世界难以揭示。而画面有多义性，有多种象征和隐喻。一个

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对同一现象的理解就会不同。画面语言的多义性，令解说词对画面的

意义进行合适阐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补充画面内容的作用 

  任何电视新闻节目进入后期制作都是循着这样的语言模式进行组合的。 

  面面符号：新闻事件+人物动作+场景+屏幕文字 

  声音符号：画外解说词+同期声+音响 

  电视画面作为一种非语言的视觉符号，能表达观众平时很难看到和感受到的更直观、

更形象、更有冲击力的画面。但过去之事的影像留在历史的记忆中，主体的内心世界以及

文化世界具有抽象性和隐秘性，这些都难以获取鲜活的声像画面。 

  2.整合画面关系的作用 

  人们日常接触电视新闻，都是从电视中获得声音和画面的双层接收。如电视专题片、

纪录片等，画面之间的组合，时空转换有时较大，如果没有解说词的衔接、整合，画面可

能由于缺少明确的指示关系而显得无序、杂乱，从而阻碍观众对信息的有效接收。 

  因此，画面与内容的衔接与转场，很多时候需要解说词的过渡和连接。其任务就是把

无序的画面组织起来，它与画面的关系不求紧密相连，但求瞻前顾后，该画面粉墨登场的

时候解说词就要知趣而退，不能没完没了。好的电视解说词会对电视新闻起到画龙点睛、

锦上添花的作用，也令新闻播出效果更加精彩。  

  3.深化画面主题的作用 

  电视文稿不是看图说话，而是要从具体写到抽象，从事实写到理念，对抽象观念的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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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还应落实在具体合适的细节上。或者不说观念本身，只讲述有典型意义的事实，用鲜明

生动的事实来感染触动人的情感，从而达到教化教育的目的。 

  解说词就是能够从描述画面的细节人手，从眼前所见的事物说开去，一步步深化和升

华细节，讲述与细节有关的方面，由此慢慢向外拓展，使观众的思绪不仅局限于接收原有

信息，还能够从声像画面生发开去，联想到画面之外的更深含义。 

  电视新闻解说词的写作要求 

  受众接收电视新闻信息全靠“看”和“听”来实现。要完整、准确地接收电视新闻信

息，就必须“看”懂和“听”懂。电视新闻解说词的主要使命是解释、说明、补充图像，

开拓图像深度，在电视新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1.多用口语化语言，少用书面语或文言词 

  电视新闻具有瞬间性和易逝性，不容观众仔细琢磨，要引起人们的感情共鸣，使人看

后留下深刻印象，解说词就要写得通俗易懂，因此要尽量少用书面语言和文言词语。而要

力求做到语言的生活化和口语化，充分吸收群众口语中生动、活泼、流畅的成分。当把书

面语言用在电视新闻解说词中“说”给受众听，文化水平不高或没有文化的受众就可能听

不懂。同样文言词语或半文半白的词语，例如乃、换言之、曾几何时等等，虽有内涵丰

富、表意深刻的特点，但不便于听后马上理解。因此，在撰写电视新闻解说词时，我们应

将这些半文半白的词语改为就是、换句话说、不知什么时候这类通俗易懂的解说，让受众

能理解新闻内容，达到传播的目的。 

  2.多用双音词和多音节词 

  单音词由于只有一个音节，读起来声音短促，不够响亮，很容易一晃而过，受众听不

清楚；单音词表达的意思也没有双音词清楚，也不符合我们日常的口语习惯。所以，应尽

量少用单音词。改用双音节或多音节的词，声波留得长一些，给听众留下的印象深一些。

如因、能、但等等。在撰写电视新闻解说词时，一般应将这些单音词改为因为、能够、但

是等双音词或多音节的词。 

  3.多选用响亮的字眼 

  为了使解说词读起来朗朗上口，我们要尽量将读音不够响亮的字换成读音响亮的字，

使观众尽可能听得舒服明白。汉字中有两类字声音响亮：一是开口度大的字，就是以拼音

字母a、i、o、y为主要元音的字；另一类是平声字，即普通话中的阴平、阳平声，平声字

说起来能拉长声音送得远，且比较洪亮。通俗地讲，多选用说话时嘴张得大的字。譬如，

将立即、气候换成马上、天气等，多用响亮的字，增加语言美感，听着顺耳，感染力强，

传播效果更好。  

  4.少用数字 

  关于经济发展、政府预算、消费支出的电视新闻报道，没有数字就不能说明问题，但

数字多了就会把受众搞糊涂。一连串的数字有多少受众听一遍就能全记住呢？电视新闻本

身就短，在有限的时间里，特别是数量较大，比较陌生的数量单位，受众更是无法在较短

的时间内了解内容，这就需要对数字进形象化处理，增加一个参照系，来进一步说明。 

  5.解释专业术语 

  在新闻稿中，许多记者喜欢用专业术语让大多数观众看不懂，因此，需要对其进行解

释。根据专业术语在新闻中的重要性和本身内涵的复杂性解释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对在新

闻中不起重要作用、本身的内涵用一两句话或一个自然段就能解释清楚的，就在文中专业

术语第一次出现之后接着进行解释；另一种是对在新闻中起重大作用且本身内涵用一两句

话或一个自然段解释不清的专业术语，可单独成篇，紧接着涉及专业术语的新闻播出之后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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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多用短句，讲究韵律美 

  解说词是一种听觉语言，要让观众愿意听，就要写得抑扬顿挫、节奏鲜明、音律和

谐、优美动听，说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铿锵入耳，让播音员解说起来顺畅自如，给观众

以交流感。另外，电视新闻解说词要多用短句，句子成分要单纯。句子太长了，不容易准

确地理解和记忆。为此，解说词写作中必须注意声调和谐，平仄相调。解说词的韵律美，

不单是掌握声调、字音、修辞手法，更重要的是要注意用句的神韵。 

  参考文献： 

  ①高峰：《对电视解说词的解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 

  ②黄匡宇：《电视新闻语言学》，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 

  ③温化平：《电视节目解说词写作》，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④徐舫州：《电视解说词写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孔德旺：《电视文体写作》[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单位：浙江苍南广播电视台)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９年９月中 

编辑: 解西伟

【发表评论】   【打印本文】   【收藏本页】  【返回顶部】   【关闭窗口】 

 已有 0 位对此新闻感兴趣的网友发表了看法 

请 登陆 后发表评论。如果您还不是本站会员,在此注册 

 

我来评两句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个人观点  ·请各位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  发 表

大众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1、大众网所有内容的版权均属于作者或页面内声明的版权人。未经大众网的书面许可，任何其他个人或

组织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大众网的各项资源转载、复制、编辑或发布使用于其他任何场合；不得把其中

任何形式的资讯散发给其他方，不可把这些信息在其他的服务器或文档中作镜像复制或保存；不得修改

或再使用大众网的任何资源。若有意转载本站信息资料，必需取得大众网书面授权。 

2、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大众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

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3、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大众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

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4、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30日内进行。 

地址：济南市经十路16122号 邮编：250014 电话：（0531）85196697 85196066 85196311 85196286 投稿邮箱：qnjz@vip.sina.com    

Copyright©2001-2007 qnjz.com All Right Reserved 

转载需注明来源，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鲁ICP备070065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