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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背景下,推动了传统媒介技术朝着创新的方向发展,媒介的形态也一步步地被改变。新

的技术、新的媒介促进了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也推动了在这个时代下表演与播音主持艺术进一步融合。

众所周知,新的媒介技术的发展转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的特征,这些全新的特征使得表演和播音主持艺

术面临着挑战和机遇。本文主要通过阐述新媒体环境及表演和播音主持艺术具体特点,以及新媒体时代

对表演和播音主持人才的需求,明确其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实践融合内容和措施,推动

国内新媒体行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以此来更好的为社会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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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traditional media technology has been promoted to develop in 

the direction of innovation, and the form of media has been changed step by step. New technology and new 

media certainly promote the arrival of the new media era, and also promote the further integration of 

performance and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arts in this era. As we all know,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these new characteristics 

have also brough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o the performing and broadcasting arts. This paper mainly 

expatiates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rformance and the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art, as well as the demand for performance and broadcasting hosting talents in the new media era, clarifi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ractical integration content and measures to promote stabl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new media industry in the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so as 

to better serve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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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放眼我们国家的各大艺术传媒高校,表演和播音主持艺术

专业的毕业生绝大多数存在着具有比较丰富的基础理论知识,

但是却缺少相应的实践经验,就算是顺利地毕业拿到了学位证

书,但是自身的专业能力和水平也无法更好的在未来的工作中

大展宏图,也没有满足整个广播电视行业对人才的发展需求,所

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定要探究在新媒体环境下,表演和播音主

持艺术实践这方面融合的更好措施,为广播电视行业输送更加

优秀的人才。 

1 新媒体环境的主要特征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媒介环境发生了

巨大的改变,从传统的语言文字的传播逐步转变为互联网电子

科学技术的传播。在新媒体环境下表演与播音主持艺术随着时

代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也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表演

和播音主持是国内广播电视行业的核心构成部分,更是提高表

演与播音主持艺术人才的质量的重中之重,对于推动这个行业

的持续健康发展来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传媒体

系中,表演与播音主持的质量和效果直接影响到了广播电视节

目的质量还有收视率。 

科技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我们所生活的整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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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媒体环境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新媒体这一概念主要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用由美国人首

先提出的,而新媒体同样也是伴随着先进的互联网科学技术而

诞生的。新媒体与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完全不同,冲破了

时间和空间上的所有限制,而且能够做到动态化的、及时的信息

传播,也能够尽可能地消除接受信息和传播信息双方之间的隔

阂,在传播领域能够实现双向的互动,而且社会大众完全可以根

据自身的喜好以及兴趣来选择不同的内容信息。 

1.1接受信息和传播信息两者之间的交互性 

全新的媒介形式确实也打破了双方之间的隔阂,实现了两

者之间的互动,当然也从某种程度上明确转变了双方的地位。特

别是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大众完全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方式与

信息的传播者进行有力的沟通互动,比如说留言、弹幕、评论等

等,而且这种比较高质量的互动效果同样也会对广播电视节目

的收视率起到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在新媒体环境下,提升传播

信息和接收信息双方互动的有效性,也是当下广播电视行业所

重点需要完成的一项任务。社会大众不但是信息的直接接受者

更是信息的使用客户,所以他们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一定不能

是被动的,而是要主动的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些信息。当然这也

就意味着在新媒体环境下,很多广播电视节目会因为社会大众

的喜爱而出现优胜劣汰的情况。 

1.2信息传播时空的无限制性 

在新媒体环境下,全新的技术同样也决定了信息内容传播

的过程中不会受到时间空间的诸多限制,利用全新的媒体技术

信息可以在一瞬间完成传播,也就是说我们在所生活的这个世

界中,无论是哪方面的信息只要它及时传播,我们就能及时收

到。这一具体的特点让信息更新换代的速度更加的迅速,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及时传播的信息价值相对来说也会更高。在这种情

况下信息传播过程中所面临的时空也更加的广泛,不会再局限

于在某一个区或者某一个空间,当然也对信息传播的质量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1.3信息选择的个性化 

在新媒体环境下,全新的媒介技术完全可以包含各种各样

丰富规模大的信息,但是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他们并不会对所有

的信息都抱着来者不拒的态度,没有任何选择的去无条件的接

受。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些规模庞大的信息面前,社会大众完全可

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或者说其他的影响因素来选择愿意接受

的信息。也就是说,确实是全新的媒介技术使得信息在表达和传

播这方面变得更加多元化,内容也越来越丰富,选择的范围比较

广阔,社会大众不会再统一的被动的接受一样的信息,而是完全

可以形成属于自身的个性化的信息接收领域。 

2 新媒体环境下表演和播音主持艺术的具体特征 

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各行各业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越来越

紧密,信息传播的影响力将会更加的巨大。如果说整个社会信息

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的科学合理,那么这个良好的运

行环境也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媒体环境的具体特征,

确实也决定了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一些特点,规模比较大的信息

完完全全地暴露在生活当中的面前,而且信息的选择权也直接

掌握在社会大众的手中,但是信息会每一瞬间都在更新,社会大

众在接受的过程中更是显得有点眼花缭乱,作为表演和播音主

持艺术从业人员,那么他们在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念的同时,一定

要更加的严格并且符合要求。正确的价值观念也是表演和播音

主持艺术维持不变的前提。广播电视是连接社会大众国家和各

行各业的纽带,同样也协调着这几方面之间的关系,所以从这个

角度来说,信息传播一定要充分的迎合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

展,必须要符合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社

会信息传播系统的良性循环发展。 

3 新媒体环境下表演和播音主持艺术的共性 

3.1都是以情感作为艺术创作的前提与基础 

情感是一切艺术创作的前提条件,只有从内心出发的情感

才能够更好地利用艺术手段来完成相应的创作。播音主持是广

播电视节目与社会大众沟通互动的桥梁,直接承载着利用这个

媒介向社会大众传播信息的平台。表演和播音艺术主持同样都

属于艺术的范围,无论是主持人还是演员在工作的过程中,都需

要赋予一定的情感,只有这样才能够促动广播电视节目的质量

有所提升,也能够将节目想要体现出的情感充分的表达出来,实

际上对于社会大众来说,演员和主持人都是能够为他们传播媒

介的一份职业,但是表演和播音主持所承载的感情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是不同的,演员在表演的过程中需要尽可能的大胆、有突

破性,但是播音主持人则需要比较内敛、含蓄,自身的情绪和行

为都需要尽可能的控制。 

3.2利用声音、动作等形式来表现 

声音和动作是演员和播音主持人在艺术创作中的主要形

式。从声音的角度来说,演员在表演的过程中需要按照剧本台词

内容完成既定的表达,在塑造的情感氛围下利用自身的情感方

式来完成表达,在实际表演的过程中,演员只有真实的将自身的

情感表达出来,才能够让观众感受到情感共鸣。同样对于播音主

持人来说,需要利用串联台词的形式对各个环节进行相应的展

示。从动作的角度来说,演员在表演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通过台

词来表达情感,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动作来满足导演的要求,只

有这样才能够进一步强化影视剧的冲突。此外,台词功底仅仅只

是衡量演员演技的一个基本标准,更重要的是演员的眼神、动作

等才能够深度地体现电视节目想要表达的情感。播音主持人在

表演的过程中,需要明确自身的身份特点,实现主持人与个人形

如流水般的转变,利用对社会的现实思考来进行艺术创作,推动

广播电视行业朝着全新的正确方向发展。 

3.3两份职业对专业度要求都比较高 

表演和播音主持艺术需要的专业能力不仅仅只是自身所在

的专业领域本身,作为需要抛头露面的公开性职业,表演和播音

主持艺术在专业能力要求这方面,不仅包括综合性的文学素养,

还包括内在的素养。无论是在表演或者是在主持中的情感表现

还是一系列的动作,实际上都是主持人和演员的主要体现。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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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灵活地应用这些基本的专业能力,才能够赋予电视节目新

的活力。通过仔细研究观察我们同样能够发现,在当今社会上的

一些优秀主持人和演员中,衡量他们是否优秀的标准还是看他

们是否具备专业的扎实的基本能力,此外还需要有丰富的经验

才能够挑起大梁。 

4 新媒体环境下表演和播音主持艺术的实践融合 

4.1在播音主持中适度地融入表演艺术 

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将会全面迎来产业化的管理,广

播电视行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也会愈来愈激烈 这也从一定程度

上决定着这方面的从业人员甚至是整个行业也会更加的规范

化。演员和播音主持人是广播电视行业的核心构成部分,所以这

两份工作的职业化也将是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目前,制作与播

出完全分离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形式使得每个节目在制作的过

程中都更加的专业化、流程化,这也就意味着演员和播音主持人

的工作内容会更加的专业,自然对这两份职业的要求同样也会

更高。在新媒体环境下,演员和播音主持人需要掌握更多的技能

才能够满足职业和社会大众的需求,除了基本的语言表达能力

之外,还需要有相应的基本专业能力作为支撑。演员和播音主持

人也需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合作意识、竞争意识,秉承终身学习

的理念,以此来掌握更加专业的知识,为社会大众所服务。 

表演和播音主持艺术在实践融合的过程中需要强调对时机

的把控,如果说表演过度的与播音主持艺术融入在一起,那么就

会导致持续性的断裂,而且也会影响观众的感受。播音主持人日

常工作的氛围需要一步步地推进,在整个过程中需要对时机展

开相应的把控。主持人在工作的过程中融合表演技巧并不代表

直接进行表演,而是通过一定的技巧对接下来的节目展开一个

铺垫,使得对话的场景不会显得格格不入。 

4.2优化内容设置 

传统的播音主持艺术的标准本身就比较偏向于统一化,所

以社会大众对于表演专业和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人员在评判的

标准上也是统一的。但是随着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广播电视

与社会大众之间不再是简单地传播信息和接收信息的关系。整

个节目的形式和内容将会更加的多样化,播音主持人员和演员

的作用也一步步地发生了转变,信息的表现方式更加是多样化。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了各行各

业发展的主要趋势和方向,对于广播电视行业来说也不例外,实

际上,演员和播音主持人将会在未来面对更加多元化的受众群

体,传播的渠道也会更加的复杂,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受众的广

泛性并不是代表着演员和播音主持人需要过分的去迎合社会大

众,相反如果这方面的从业人员能够凸显出个性化的特征,反而

可能会更加受到受众的喜爱。实际上,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

资源愈来愈丰富,如果只是过去那种古板、中规中矩的信息传播

模式自然不会提起社会大众的兴趣,相反个性化才会让受众眼

前一亮,当然对于演员和播音主持人来说,如果能有自身明显的

风格对于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来说,更是非常重要。 

表演和播音主持艺术的实践融合需要提前设置好节目的具

体内容,避免表演与主持本身出现脱离实际情况的现象。实际上,

在播音主持艺术中怎样来结合表演技巧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所

以说在实践融合的过程中可以适当的随意一点,但是无论怎么

融合,都需要与内容本身相匹配,只有不断的优化内容设置,才

能够促进两者融合的效果得到提升。 

5 结束语 

总的来说,在新媒体环境下,无论是哪种媒介平台,都需要

不断地迎合实际需求。在表演和播音主持艺术实践融合的过程

中,要根据节目的内容和实际情况适当的融入,尽可能的体现出

节目的完整性,为后续两者的实践融合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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