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颂教授相关资料 

一、个人简历  

  张颂 ，男 ，1936年7月27日生于河北省易县，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9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任播音员，后调入国际生活部做编
辑。  
  1963年8月到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开始播音教学生涯，主讲语言逻辑即播音基础，长期坚持自编教材。  
  1969年到1972年在河南省周口地区淮阳“五七干校”劳动。  
  1973年广院复校后，担任播音基础教研室主任，1984年担任播音系主任，1996年担任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院
长，1998年10月不再担任行政职务。  
  1983年评聘为副教授，1984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8年晋升为教授。  
  1985年10月，随团访问了日本大学艺术部。  
  1986年作为高级顾问，到美国之音中文部指导播音工作半年。  
  1994年9月，应邀到新加坡讲学，为“推广华语运动”开设专题讲座。  
  1999年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招收中国播音学方向博士研究生。  
  2000年担任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广播电视语言研究所所长。  
  2004年担任中国高教学会播音主持艺术教育委员会会长。  
  1984年，荣获广播电视部先进工作者称号，1991年，荣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1992年，获得国家有
突出贡献专家的政府特殊津贴。  

 

二、名师心得  

  接受师范教育，从事教学工作，是我自觉的选择，无怨无悔，乐在其中。无论是风雨如磐，还是艳阳高
照，我都以能够“为人师表”而自豪，以投入“灵魂工程”而自律。尤其是培养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人才，培养
播音员、节目主持人，更使我感到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们培养的是公众形象，是广播电视中“出头露面”
的名人，我们的心血会融入他们的声音和形象里。因此，我一直坚持“播音有学”的观点，一直坚持“德才兼
备，声形俱佳”“以播为主，一专多能”和“有稿播音锦上添花，无稿播音出口成章”的专业培养方针，一直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大课与小组课相结合、课堂讲授与大运动量训练相结合的专业培养方法。其中，特别
强调语言功力，即观察力、理解力、思辩力、感受力、表现力、鉴赏力、调检力、回馈力。本科生是高校的基
础和重心，必须在本科阶段，使学生扩大视野、夯实根基、扬长补短、业精于勤，在学校里，就应努力加强事
业心和责任感，养成如饥似渴的学习习惯，提高在话筒前、镜头前“体现时代精神，充满人文关怀”的自觉
性。凡是走这条路的，毕业后大都事业有成，许多人已经成为业界名人，如李瑞英、罗京、张政、王世林、王
雪纯、周涛、鲁健等。为此，教师也应该力求进取，有所作为，“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实现“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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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的理念。  

 

三、名师寄语  

  甘于寂寞，志存高远。做名人先做能人，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要“乐于在场，勇于出席，善于发
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鲜花和掌声中隐藏着危机。“仁者无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要继承
优良传统，汲取域外精华，虚心博采众长，真诚服务人民。才能和机遇是人生的两翼，要只争朝夕地储备才
能，一旦机遇到来，就可以脱颖而出。要深化文化底蕴，强化语言功力，在广播电视中，传播老百姓喜闻乐见
的、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精品。  

 

四、名师名言 

  “教不严，师之惰”，人民教师是“红烛”，应该“春蚕到死丝不断，蜡炬成灰热犹存”。播音员主持人
的创造性，能够催生有声语言表达的“典范”，传承“书同文”，成就“语同音”，让我们的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响彻寰宇，光耀千秋。  

 

五、名师先进事迹 

  张颂老师1959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因工作需要1963年9月调到北京
广播学院参加创建播音专业的工作。在很少有前人成果参照的情况下，以张颂教授为带头人和开拓者的播音理
论家、播音教育家们，创建了中国播音学学科理论体系和教育教学体系，在国内外独树一帜。目前，中国播音
学学科点已成为我国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艺术学术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我校中国播音学学科已经
能够培养博士、硕士、学士等各种学历层次专业人才，这在国内同类专业院校中是独一无二的。  
  1985年至2000年曾担任“语音发声”、“语言逻辑”、“播音创作基础”、“中国播音学”等本科和硕士
课程，在完成教学任务和系主任、播音学院院长行政工作的同时，指导硕士研究生11人；1999年开始担任博
导，2000年至2006年为博士生开设“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前沿”、“中国播音学”、“播音主持艺术专题研究” 
等课程，指导博士生21人，现已经毕业5人。承担、完成并获奖的本科及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4项，其中他负责
的《播音创作基础理论》课程2004年被评为“北京市精品课程”、2005年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近几年来，完成省部级以上项目4项、出版专著9部、发表论文40余篇，其成果获17个奖项。其中，他的专
著《朗读学》获1987年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教材一等奖、1987年北京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二等奖、
1988年获国家教委全国首届优秀教材奖；《朗读美学》获2003年广电总局科研成果评奖著作类一等奖；《中国
播音学》获1995年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教材一等奖、1996年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语言
文学类）、1998年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语言学三等奖。  
  1984年被评为广播电视部先进工作者；199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92年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
献专家”称号，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评为《播音创作基础》国家级精品课程负责人。  
  43年来，除完成专业教学、理论研究、行政管理等工作之外，他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青
年教师的培养上，带出了一支中青年教师队伍。现在播音系三代教师都曾得到过他的指导。从1999年开始到现
在他带的21名博士生中有3/4都是业界名人和我校播音系教师。  
  播音专业教学有其特殊性，作为专业教师既要懂理论又要会实践；既能讲大课，又能个别指导；同时由于
培养出来的学生今后都是社会公众人物，需要有高尚的品质和人格，又由于师徒相承的教学形式，专业教师对
学生的思想作风的影响是非常直接非常巨大而且又是非常具体的。因此，他针对这些特点对青年教师既严格要
求，又热情鼓励；既在理论上教，又在实践上帮；既在思想上提要求，又在方法上给与悉心指导，同时，又大
胆使用，创造条件让他们多实践，在教学的实践中增长才干。 
  近些年来，青年教师增多，他在系里支持下，采取了举办青年教师讲习班的方式，为每年新留校任教的青
年教师讲专业理论、讲教学法，亲自手把手地带他们进行播音主持实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002年，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在学校率先成立了有几位老教师组成的教学督导组，当他从学院领导手中接过
沉甸甸的“教学督导”聘书时，深感肩负责任的重大。尽管平时教学科研任务已经很重，但他还是依然乐于承
担这一责任，抽出时间听课、评课，帮助青年教师提高教学质量，使他们尽快成长。在老教师的带领下，青年
教师们已经逐渐成熟，并开始担负主讲教师的重任。播音系现已形成了一支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比较合理的师
资队伍，数年来有的青年教师已经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有的已经获得博士学位，有的已经走上了领导岗位，
现在他们大都成为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2004年，在中国传媒大学筹建了中国高教学会播音与主持艺术教育专业委员会，他作为首任会长，倡议开
办了全国高校播音主持专业师资高级讲习班并亲自授课，为全国各高校培训青年教师70余人。  
  除了教学之外，他还注重青年教师科研能力、理论学术水平的提高，在他这些年所承担与主持的多项国



家、部、校级科研项目中，都吸收青年教师参加，如《中国播音学》（教育部“七五”项目），《广播电视语
言艺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播音创作基础》（国家级精品课）等，都有青年教师参加研究。在科研实
践中，使他们尽快成长起来。  
  回想专业教育创办之初，专业师资只有几个人，每年招生二三十人，本专业的招生院校只有北京广播学院
一所，到今天，仅中国传媒大学专业师资就有50多人，在校生1000余人。全国招收播音主持专业的院校有近180
所，年招生近二万人。他作为播音专业学科和中国播音学理论的创建者、专业教育发展过程的亲历者之一，看
到播音专业——这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色专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巨大发展变化，看到我们的事业后继有
人，张颂老师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无限的欣慰！  
  尽管他已年届古稀，但他仍愿“俯首甘为孺子牛”，“不待扬鞭自奋蹄”，继续发扬“红烛”精神，甘为
人梯，为党和人民的播音主持教育事业贡献着全部力量！  

 

六、所属专业领域、学校文字介绍 

  中国传媒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学校致力于广播、电视、电影、网络、出版、报
刊及新媒体的科学研究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是一所多学科协调发展，以信息传播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  
  学校被誉为中国广播影视传播人才的摇篮。50多年来，学校为广播影视系统及信息传播业培养输送毕业生6
万多人，培训在职人员35万多人次。       
  学校是中国信息传播领域教学科研的重镇。 学校以大传播的理念、全媒体的视野，植根广播电视，面向传
媒界。  
  1963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 率先建立了播音专业。经过 40多年的探索和发展，在很少有前人成果参照的情
况下，以张颂教授为带头人和开拓者的播音理论家、播音教育家们，创建了包括《播音发声学》、《播音创作
基础》、《广播播音和主持》、《电视播音和主持》为主干课程的中国播音学学科理论体系和教育教学体系，
在国际上独具特色、独树一帜。  
  目前，中国播音学学科点已成为我国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艺术学术研究和高层次人才教育培养的重要基地。  
  中国播音学的教学科研队伍结构比较合理，现有专职教学人员48人， 副教授以上职称的占50％以上。  
  我校中国播音学学科已经能够培养博士、硕士、学士以及继续教育等各种学历的高层次专业人才，这在国
内同类专业院校中是独一无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