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互联网络在高校的高速普及和网络

带宽的倍数级增长，校园视频作为电视网络化

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在各大高校迅速铺开，扩大

了校园电视的传播范围。视频主播作为校园视

频向广大观众宣传的最集中的代表，是非常重

要的电视元素。视频主播的形象是校园视频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节目的脸面、符号，也是沟通

节目与受众之间的必要桥梁之一。主播需要与

节目创造性融合，使得节目和主播起到相得益

彰的作用，它深刻的影响着节目质量，对受众

的收看习惯养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从校园环境、文化、个性精神等多方

面探究如何将校园视频主播的形象显性的彰

显出来，提升校园视频的深度和关注度。

1 视频主播的形象研究

1.1 视频主播形象与现场观众形象的相区分

视频节目主播需要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具

有良好的外部形象。视频节目是一个视频网站

或者网络电视台的代言人，代表着一个媒体整

体的形象在节目中和现场观众及受众群体进

行沟通。在录制节目的时候，现场观众是除去

演播台之外最重要的节目参与人，现场观众的

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节目受众群体对节目

的印象，也影响着节目受众面的扩大。现场观

众在仪表上需要注意头部、手臂等暴露在摄像

机镜头面前部位的整洁，在表情上需要表现自

然，怀着一种友善的目光，积极参与到节目的

互动环节中去，在举止动作中要注意环境因

素，不当众整理衣物、随意处置自己的废物，在

服饰上需要根据节目性质的不同选择适当的

搭配，不刻意与环境相悖，穿着奇装异服。

1.2 视频主播形象与嘉宾形象的相区分

节目嘉宾是谈话类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和主播交流的过程中，好的嘉宾能有效地带

动现场观众和受众群体的积极性，进而激发主

播的创作灵感，提出一些更具深度的问题。嘉

宾的形象在仪表、表情、举止动作、服饰等方面

都有比较高的要求，嘉宾的待人接物、口语表

达能力及缜密、活跃的思维是其最重要的基本

素质，也同样是嘉宾良好形象的象征。嘉宾需

要有非常活跃的思维，能从主播的提问当中分

析出其所包含的内容，从多角度给出分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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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深入，使得主播能从容面对。嘉宾需要有

较强的表达能力，具备良好的心态，保持淡定，

能用简洁、朴实的言语，鲜明、准确的表得出自

己的观点，而不是仅仅作为主播的附和品。主

播在节目过程中要通过个人的口头语言、肢体

语言、表情等多方面来同嘉宾进行沟通，及时

对嘉宾进行牵引、委婉提示及巧妙地转移话题

等。

1.3 视频主播形象与自身日常着装的相区分

服饰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载体，它不仅仅

是用来遮丑而已，还是意识形态的形象化的表

达。作为公众形象代言人的视频主播，服饰是

她无声的语言，是对节目内容、节目类型及节

目风格的一种暗示，需要和自身的日常着装区

分开来。作为新闻类视频节目，主播的着装需

要端庄、大方，简洁干练，能彰显出大气端庄的

气质；作为谈话类节目的主播，需要根据谈话

对象的不同来选择不同的服饰，要和谈话对象

形成对应的关系，感染和影响谈话对象，进而

影响节目的所有参与人员；作为文艺类节目的

主持人，则需要选择赏心悦目，能突出装饰美、

艺术美的服饰，同节目的文艺性相衬托，传递

出主播的文化修养、艺术品位等。

2 校园视频主播的形象研究

2.1 演播室环境与主播形象的关系

演播室的色彩设计、空间设计及道具设计

都和主播的形象息息相关。演播室是多种视觉

元素相容的艺术造型空间，是有效的信息传递

空间，也是主播艺术能力的展示空间，并与主

播的艺术创新和信息传播紧密融合。[1]色彩是

一种表征鲜明的视觉语言，可以刺激眼球的欲

望。主播的着装色调应该是演播室画面中最凸

显的局部色彩，它需要和演播室背景色彩相协

调。主播是演播空间里最主要的能动元素和控

制核心，同时也是现场观众的视觉中心和运动

轨迹，她的形象需要和演播室的其他空间创意

相互配合，形成视觉传达上的最佳组合。现在

的视频节目已经将道具这个原本是戏剧、舞台

表演等常用的装饰元素搬到了演播室，它也是

一个主播经常会用到的重要元素。主播在使用

道具的时候举止动作的形象为节目内涵的表

达加入了戏剧性的元素，这些元素将艺术和生

活融为一体，让观众超越生活，体味出节目的

更深内涵。

2.2 校园文化与主播形象的关系

校园视频首先是电视的一种，其着装要求

要符合普通电视节目的需要，其次校园视频根

植于高校校园，深受校园文化的影响，受众群

体相对单一，所以，校园视频又具有普通电视

所不同的受众需求，其在视频主播的着装要求

上就和普通电视节目有区别。

校园视频的受众主要是在校大学生和高

校教职工，此类人群都属于相对高知阶层，和

社会主要流行潮流联系比较紧密，容易接受新

生事物，对校园视频主播的着装也有更高的要

求。作为青年大学生受众为主题的校园视频主

播着装需要服从视频节目的需要，和谐是我们

所追求的最好境界，同样视频主播的着装艺术

也要和视频节目的内容相和谐。在服从视频节

目内容需要的情况下，尽量的在着装上展示青

年学生的风采，整洁大方而不华丽、典雅别致

而不死板、时尚前卫而不失庄重。其次，校园视

频主播的着装要能体现所在高校的校园文化

特色。以武汉纺织大学为例，服装学院的服装

设计专业在全国专业排名靠前，诸多同学设计

的服装独具匠心，引领校园时尚潮流，很符合

年青一代的审美观，部分作品稍加改造便可用

作视频主播的服装，成为展示学校专业教育成

果的一个窗口，同时也增加了视频节目的观赏

性，武汉纺织大学“崇真尚美”的校园文化精髓

也同样体现了出来。

2.3 校园个性精神与主播形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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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是个激情活跃的地方，众多年轻

学生都在努力彰显个性，展现不同于别人的卓

越一面。作为校园知名人士，视频主播要形成

符合自己个性、独特的着装习惯，在受众群体

中烙下深刻的印记。校园视频节目类型多样，

主播当然也有很多，要在广大学生和教职工心

目中形成习惯性的观赏认知就要在尊重节目

性质和内容的基础上，发掘和寻求符合有自己

的个性标签，也就是所谓的风格。[2]中央电视台

著名主持人李咏经常穿着压了花边的亮色衬

衫和自己设计的花哨西服，加上一头蓬松卷曲

的头发和标志性的笑容，让他迅速从央视众多

男主持人中脱颖而出，在全国观众面前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这就是独特的着装个性带来的习

惯性观赏认知。

3 结束语

校园视频这一特殊电视媒体主播的荧幕

表现极大地影响着校园视频的制作质量和传

播广度。根据不同高校的具体情况，我们需要

对演播室环境、校园文化等进行深入研究，加

上独特的校园精神气质，在主播的形体语言、

着装要求、色彩语言等多方面进行调整，形成

一套切实可行的对校园视频主播进行设计和

包装的模式，搭好沟通节目和受众的桥梁，使

校园视频节目更加适合校园文化的营造，更能

体现当代大学生的风采，更好的引导校园舆

论，成为校园媒体的重要支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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