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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主持人的角色定位 

一 简析新闻播报的播、说、评、演四种形式 

吴 小强 

(北京市 通州I区， ‘播电视中心，北京 通州 101100) 

[摘 要]在媒体发展 日益多元化的时代，广播电视新闻依然占据新闻传播的主要渠道，新闻播音 

主体的角色定位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新闻主持人的角色定位与社会发展、媒体功能相适应，同 

时又要与节目定位相统一。通过总结新闻播报的播、说、评、演四种形式，简要分析广播电视新 

闻节目主持人的角色定位、发展问题。通过论证，要求播音主体要清醒地摆放自我定位，认清 “自 

我” 角色，充分调动 “话语意识”，最终目的是让不同类型的新闻节 目选择适合的播报形式，让 

不同类型的主持人驾驭适合 自己的新闻栏 目，提高新闻的传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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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的出现让新闻的传播渠道越来越多样 

化，广播、电视、报纸已经不是新闻传播三足鼎立 

的格局，但是，传统媒体依然有着它 自身的优势， 

特别是广播电视新闻，依然是新闻传播的主要正规 

途径，它的优势在于权威性。新闻节目中主持人的 

穿针引线、承上启下作用至关重要，甚至有些主持 

人已经成了一档新闻节 目的标志，所以，新闻主持 

人的角色定位也就显得非常关键了。新闻播音样态 

呈现多样化发展格局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 

果：节 目形式 日益丰富，受众需求越来越高，也就 

造成了新闻节 目主持人的角色定位要随之变化；从 

宏观上讲，新闻播音主体角色定位要与社会发展、 

媒体功能相适应； 从微观上讲，新闻播音主体角色 

定位要与节目定位相协调。新闻主持人播音样态的 

变化要从多方面考虑：首先，它受稿件的内容、内 

涵、语境以及社会影响力等的限制并随之发展变化； 

其次，从新闻播音主体层面看，它是主持人主体性特 

征的凸显和外化表现，表达的空间不同、形式不同 

直接导致播音样态的变化；最后我们说，新闻主持 

人的身份已经越发分散化， 从过去单纯的 “党和政 

府喉舌”， 发展到传达政策、沟通桥梁、再到百姓 

朋友、某领域专家、评论员、支招解招的知心人等 

等，新闻节 目主持人已经不再是单一的身份，而是 

集多种社会角色于一身。 

新闻播报的四种形式概述 

角色，即处于一定社会地位的个体，依据社会 

客观期望，借助于Ih己的主观能动性，适应社会环 

境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然而我们所说的新闻节 目 

主持人的角色表演实际上是在演“自己”，是一种“非 

角色”的表演，广播电视新闻主持人在播音工作过 

程中，大多是以真实的身份出现的，他们 “面对面” 

地与受众传达资讯、传递情感。这就要求新闻主持 

人要摆正位置、认清“自我”，充分调动“话语意识”， 

维护本体安全。近年来，很多新闻节 目为了吸引大 

家的眼球，而采用另类的编排形式，甚至是夸张的 

播报、讲述方式，他们大多站在一个百姓的视角和 

立场上评说一个新闻事件，人们习惯地把这种体现 

人文关怀的新闻叫做民生新闻，类似的节 目也已经 

是铺天盖地。而有些节目之所以被人记住了，很大 

程度上缘于主持人的个人魅力，一个主持人的独特 

风格炒火了一档新闻节目，这也让更多的业内人士 

开始关注新闻节目的播报风格。目前来看，新闻播 

报大概可以分为：播、说、评、演四种方式，然而， 

在各种看似讨好、讨巧的播报中，有的主持人却出 

现了角色错位、甚至错乱的现象。 

二、新闻主持人的角色定位及发展 

(一)播新闻一统天下 

以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为例，这种传播形 

式是我们较早接受的一种新闻节 目，而当年的罗京、 

邢质斌等人播音风格更是深入人心。《新闻联播》大 

概是融时政类、经济类、民生类、社会类等各种新 

闻资讯于一炉，人们称之为联播体。而作为各地方 

台，受信息渠道、人员数量、栏 目经费等因素的制 

约，不可能创办非常专业化的新闻台或者新闻频道， 

因此，很多聪明的地方台采取了整合新闻资源的方 

式，借助报纸、网络新媒体等资源烹饪 “新闻大杂 

烩”，这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同时也是明智的选择。 

然而，这 “新闻大杂烩”的烹饪也要讲究个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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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和方式、方法，而且这也是这道 “新闻大餐” 

好吃与否的关键因素。有的新闻节 目，主持人播也 

播不像，说又说不清，还美其名日这是 “播说结合 

体”，殊不知，播与说是不同的主持形态，语言风格 

不同，语气节奏不同，给人的感觉也是完全不同的。 

要播就要字正腔圆、严肃认真，要说就得亲切自然、 

娓娓道来，而播与说不是随意、随性而来的。这里 

存在一个误区，很多人认为播新闻是传统的形式， 

而说新闻才是当下的流行趋势，认为现在的新闻传 

播应该用生活化的语言和语气。事实上，新闻播音 

不是这么简单地定位的，并非所有的新闻都能说着 

播，比如：领导调研考察的时政类新闻，一些非常严 

谨、用数字立意的经济类新闻，还有像国际间的交 

流活动等等，都需要主持人以客观的语气、严肃认 

真地播报，这样才能体现出该条新闻的权威性、严 

肃性和客观性，如果此时以说新闻或所谓的 “播说 

结合”的形式来表现，则难免会给人不伦不类、矫 

揉造作、甚至空虚无力之感。 

(二)说新闻异军突起 

说新闻，由于这种表现形式亲切、自然，受众 

易于接收，所以近些年说新闻类的广播电视节 目遍 

地开花，其中影响力最大、效果最为突出的要数北 

京电视台 《第七日》和江苏电视台的 《南京零距离》。 

主持人准确、生动、略带调侃地传达消息、答疑解 

问，特别是讲述发生在身边的大事小情的时候，给 

人以邻家大哥 (小妹)一样的亲近感，这在联播体 

占据主新闻阵地的时代，确实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 

感受。一种全新的、且效果 良好的新闻传播形态出 

现后，必然会引起争相效仿，这也是当今广播、电 

视界的一大弊病。 

(三)评新闻大势所趋 

近些年，以中央电视台 《焦点访谈》、《新闻1+1》 

为代表的评论类新闻节 目社会影响力很大，这种就 

事论事的节目形式受到了业界的重视，同时也诞生 

了很多像白岩松这样的评论员型主持人，广播电视 

的评论类节 目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了，毫无例外， 

还是简单地 “克隆”。很多时候，相同的新闻事件在 

不同的媒体报道中产生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网络 

新媒体以其速度快、评论相对自由的优势，抢夺了 

广播电视的一大批受众，所以广播电视评论新闻类 

节 目的生存现状很令人堪忧，要发展就必须创新。 

这就要求从业者要抓住广播、电视平台权威、正规 

的优势，取人之长、补己之短，选择不同的新闻点 

和面，评论出独具匠心的观点和见解，以此来吸引 

大家的关注。而有些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类节 目，则 

是大量地下载网络上的优秀评论。 

(四)演新闻的探索 

如今，在收听率、收视率的刺激下，广播电视 

新闻类节 目已经面临发展瓶颈，为了吸引大家的耳 

膜、眼球，有些地方台创办了演新闻的节 目。节 目 

中主持人既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又具有演员表 

演的功能，往往是两个或者多个主持人演绎不同的 

当事人，把新闻事件的背景、原因、经过、影响等 

环节直观地呈现在演播室里，这种表现方式大多以 

民生、社会类新闻为主。可是现实中，主持人很少 

有专门学过表演的，如果盲 目跟风抄袭，毫无表演 

基础的主持人在那里僵硬地做着表演，最终的效果 

是可想而知的。演新闻是一种全新的探索与尝试， 

在这里不做过多的褒贬评价，但是在节 目中一定要 

向受众事先有所交代，否则难免会闹出笑话。 

三、主持人是新闻节目的支点 

综上所述，如果给新闻主持人归类，大致可以 

分为：播报型、播说型、评说型、演绎型四类，每 
一

种类型的主持人都有各 自的特色以及适合的新闻 

内容。 从时间纬度看，每一种播音样态都在变化 

着，通俗地说就是新闻主持人一直在朝着更加亲切、 

更加自然、更加丰满、更加真实的方向发展，因为 

在各类节 目中社会角色组成比例不同，所以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和促进了多种播报样态的形成。一个优 

秀的新闻栏目，必然会有一个或几个标志性的、优 

秀的节目主持人作支撑，同样的新闻内容由于不同 

的节 目形式，就可以做出不一样的播报效果，产生 

的新闻影响力也会有所不同，这就体现出了主持人 

在新闻节目中的支点作用。 
一

般来说，传统播报型主持人字正腔圆，严肃 

认真，声音洪亮，给人以权威感，不足之处是表情 

单一、正而不活，此种样态适宜时政类新闻节目， 

现在的典型代表人物 《新闻联播》的播音员李瑞英、 

王宁。 

播说型主持人大多以清新 自然的语言，略显随 

意的装束，个性浓郁的神态为标志，他们在 自我表 

达过程中非常注重情感运用，用声音形象传递个人 

感受，表达媒体态度和观点，播说型主持人给人的 

感觉往往是很亲近，没有距离感，此种样态适宜以 

社会、民生类新闻为主的节目，比如中央电视台 《朝 

闻天下》、湖南卫视的 《晚间新闻》等节目。 

评说型主持人是 目前新闻类节目主持人的发展 

趋势，有时候他们还要担任评论员、专家、学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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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角色。首先，主持人对新闻事件要了解得非 

常透彻，这就要求在上节目之前必须与编辑、记者 

多沟通、多交流，加强平时的学习，广泛阅读、拓 

宽知识面、跟上时代节奏。其次，评说型主持人除 

了讲述新闻内容之外，还要通过 自己的语言延伸新 

闻之外的历史背景、社会影响等等，其实评说型主 

持人不需要靓丽的外表、洪亮的嗓音，但是一定要 

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敏捷的口头表达能力。比如 

央视 《新闻1+1》的评论员白岩松，在评论新闻事件 

的过程中可以很 自然地把 自己平时的知识积累呈现 

于节目之中，他的身份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新闻节 目 

主持人，所以在众多同行当中脱颖而出。 

演绎型主持人除了是一名主持人，还应该具备 

演员的素质，准确地说他们应该叫 “新闻类小品演 

员”，只有具备新闻从业人员的道德规范，拥有驾驭 

现场的能力和扎实的演技，才有可能把演绎新闻的 

形式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四种类型新闻主持人在节 目中呈现出来的形象 

不同，合适的栏 目类型也不一样，要准确地认识岗 

位特性和每个人的长短所在，正确地处理主持人形 

象与新闻类节 目的关系，实现二者的统一，这样才 

能办出精品名品节目。 

多重涵义：一方面，他具有唯一性，主持人首先是 

个人，然后才具有其他的职能身份，一个具备主体 

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主持人才是立体的、有感染力的， 

否则他传播出来的信息必然会缺乏真实性、生动性、 

针对性。另一方面，新闻主持人又不仅仅是自己，还 

代表着一个媒体，代表着一个栏 目，更代表着党和 
一

级政府，所以，责任非常重大。新闻主持人因为 

工作的特殊性，而备受瞩 目，作为公众人物要客观 

清醒认识 自己的身份，要肩负新闻工作者和文化传 

承者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既要积极、阳光， 

又要低调做人，更要恪守敬业奉献、诚实公正、团 

结协作、遵纪守法的职业道德，谦虚谨慎，追求德 

艺双馨，同时还要自觉树立良好的形象，维护媒体 

公信力。在此也希望相关专家、学者、社会各界人 

士能够正确认识新闻主持人形象的深刻涵义，让这 

只队伍保持创造性，体现其应有的社会价值。能够 

为大众提供优秀的新闻节目是每一个有志向的媒体 

人的愿望，主持人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在此，也 

希望新闻从业者重视主持人的岗位，发挥好新闻主 

持的作用，最终达到提高新闻传播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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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anchors’role orientation—a brief analysis the four forms of 

broadcasting，speaking，commenting and performing in news broadc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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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iverse development of media，TV news broadcasting is still the main approach in news 

communication，and the role orientation of news anchors has a very high research value．The role orientation of 

news anchors must adapt to the society development and media function and meantime，it should als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program orientation．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role orientation and developing problems of TV news 

broadcasting anchors．Through demonstration，this paper argues that broadcasting anchors should clearly place their 

self-location，understand their character,fully arise their‘‘language consciousness”in order to let different news 

programs select their proper broadcasting forms，make different anchors control their suitable news programs and 

promote the news broadcasting lev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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