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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屏幕主持人素质的形成与确立
!

吴"瑛
!盐城电视台 新闻部"江苏 盐城"!!"##$#

摘"要!屏幕主持人素质的形成与确立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客观因素方面"要独具一种优异

资质和才能"包含观察#记 忆#思 辩#临 场 应 变 等 多 种 能 力$主 观 因 素 方 面"刻 苦 学 习 各 种 知

识"苦练内功"在节目中展示独特的个性"也是十分重要的$主持人要根据自己主客观条件"
塑造自己独特的屏幕形象"形成具有鲜明个性的素质$
关键词!主持人%素质%形成%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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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是主持人活动的天地$电视屏幕是社会

的一个窗口"主持人就是这个窗口的服务员"是其

活动的一方天地"主持人与屏幕有不解之缘$通

过屏幕这一窗口"观众对主持人又有各式评价%体
态朴实端庄"语言清晰流畅"播音技能娴熟"具有

一定亲和力"被称为荧屏天使&形象尚可"但形态

语言虚假夸张"缺乏与观众的沟通"被称为屏幕模

特&文 化 底 蕴 厚 实"风 度 儒 雅"谈 吐 大 方"幽 默 风

趣"知书达礼"被称为荧屏良师&知识不足"外行话

连篇"肤浅提问不断"艰深的节目不能浅出"通俗

的 节 目 没 有 品 位"则 被 称 为 是 跛 足 的 荧 屏 主 持

’’上述品评指向"无不涉及屏幕主持人的素质$

一!屏幕主持人素质的形成

素质是指事物本来的性质"亦指素养"在心理

学上是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

点$屏幕主持人素质的形成有赖于客观和主观两

种因素$
客观因素$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客观因素又指

先天性因素"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主持人的"其
屏幕素质具有特定性$优秀的主持人往往独具一

种优异资质和才能"他们在认识能力方面有上乘

表现"如敏锐的细致的观察能力"准确迅速的记忆

能力"广阔深刻的思维能力"敏捷自如的临场应变

能力等$此外"有的主持人屏幕形象比较庄重和

严肃"而 且 音 质 纯 正"适 宜 主 持 新 闻 和 专 题 性 节

目&有的主持人举止洒脱"活泼可亲"语言诙谐"适
宜主持文艺娱乐节目等$因此"天赋是屏幕主持

人素质形成的客观因素"是主持人能力发展的自

然前提$
从众多电视节目主持人和现状看"他!她#们

能够立足于观众的心目之中"首要条件是(还行)"
(不讨厌)$这是观众最初的印象$所以能够给予

观众这一印象"是主持人的天赋发挥了作用"或者

其姣好的形象可人"或是自然的(表演)拿人"或是

圆润的嗓音怡人$但天赋不是单纯指主持人生就

一个好的相貌"主要指其独具特色的主持风格和

富于个性 化 的 语 言$*幸 运)!+的 主 持 人 李 咏 貌

不惊人"但他的天才在于其主持风格的不俗"提问

巧妙"插话幽默"调侃机智"于是"他主持的节目其

收视率始终位列央视各大栏目前茅$这说明"天

赋影响着人的能力的形成"有助于人们迅速,广泛

地掌握知识并形成技巧$
主观因素$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主观因素是指

后天发展成长起来的因素"学识是屏幕主持人素

质形成的主观因素"是主持人成功的基础$天赋

对主持人来说只是能力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其本

身并 不 就 是 能 力"也 不 能 完 全 决 定 能 力 的 发 展$
这里决定能力发展的是主持人的主观能动性"即

有没有主动地,不断地去提高自己的能力"切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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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丰 厚 的 知 识!有 的 主 持 人 乍 上 屏 幕 并 不 成

熟"也无魅力"可是工作一段时间后"渐渐成熟起

来"产生了真正的魅力!是什么原因？是 因 为 他

不甘于做一个传声筒式的#道具$"主动苦练内功"
刻苦学习各种知识"打好主持的学识功底%他不仅

介入节目的整体策划"而且参与拍摄剪辑"并注意

在节目中体现自己的思想"展示自己的个性"使自

己和所主持的节目和谐自然!有的主持人乍上屏

幕初显魅力"还引来几声赞誉"可是工作很长一段

时间 后"观 众 骤 然 意 见 不 少"甚 至 接 到 一 些 要 求

#下台$的来信!长相未变"形体语言依旧"这又是

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自我陶醉&不练内功&学识

欠缺造成的!所以"主持人必须主动地提高自己

的学识水平"干一天学一天"干到老学到老"才能

真正成为一个有思想&有内涵&受群众欢迎的节目

主持人’$(!

二!屏幕主持人素质的确立

随着优秀主持人及其作品的不断问 世"提 高

电视主持人素质的呼声也愈来愈大!电视主持人

素质中的先天性因素改变较难"但主观性因素改

变的空间较大"主持人要根据自己主客观条件"塑
造自己独特的屏幕形象"形成具有明显个性的素

质"对推动主持人的实践活动是十分有益的!
视观众为上帝的#服务型$!观众是主持人的

上帝!主持人的服务对象是电视观众"其所做的

一切都是为了屏幕前的观众!有良好服务意识的

主持人能拉近电视与观众的距离"使电视不再是

冷冰冰的媒体"而是具有较强的人情味"可以成为

活生生的&可以信赖的朋友!有良好服务意识"主
持人才能时时处处为观众着想"加强感情交流"播
讲时才能做到目中有人"才会成为屏幕与观众之

间的桥梁"才会形成自己的主持风格!
不断超越自我的#创造型$!现在的屏幕主持

人早已超越了那种照本宣科的读稿&背稿阶段"而
走向了现场主持&双向交流的阶段!特别是电视

谈话 节 目 的 兴 起"更 显 出 主 持 人 创 造 型 的 魅 力!
创造型对电视节目主持人极其重要"因为主持人

面对现场的嘉宾&现场的观众"特别是现场那种敞

开心扉&观点各异的交流"要有即时构思&随时发

现问题和创造性地解答问题的能力!在这里"主

持人的创造想象不是依据任何理性的描述"而是

靠自己的创见来塑造自身的屏幕形象%主持人的

创造还有 赖 于 第 二 信 号 系 统 的 创 造 性 的 调 节 作

用"即语言和在它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条件反射"以
轻松自然的说谈&适时的点评&巧妙的诱导"成功

地驾驭现场&活跃观众"从而产生一个个亮点&一

次次突破"使节目取得成功!主持人在现场注意

力集中"大脑处于优势兴奋状态时"其创造性思维

在交流中异常活跃"往往一触即发"妙思泉涌"妙

语连珠!这样的主持人想象丰富&思维敏捷&热情

奔放"不仅使现场观众体味到双向交流与沟通的

快乐"而 且 使 电 视 成 为 人 们 可 亲 近&可 信 赖 的 媒

体"从而提高电视节目的收视率!
独具个性魅力的#人格型$!众多的主持人中

真正达到人格型的还不多!有的主持人所传递的

信息使观众难以接受"甚至出现情感阻隔"其问题

不在观众"而在主持人的人格!所以"电视节目的

主持人应该确立自己的人格型特征"以自己的人

格魅力 去 实 现 节 目 的 成 功!从 心 理 学 的 观 点 来

看"人格和个性具有同样的含义"是一个人的基本

的精神面貌!电视节目主持人是一位公众人物"
其所处的环境"一是有着强大影响力的大众传媒"
一是千千万万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观众"主持人既

有与众相同的常人心态"也有与众不同的传者心

态!这就需 要 主 持 人 具 备 独 特 魅 力 的 个 性 或 人

格!主持人有了这种良好的精神面貌"就会运用

富有个性色彩的人格去整合节目"就会坦然面对

观众"接受他们的品评"不断改造自己"塑造自己!
人格型的 电 视 节 目 主 持 人 塑 造 是 一 个 长 期 的 过

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造就的!然而"人格化的主

持一经形成之后"就会比较稳定"并能反映出主持

人的心理面貌和主持风格!
自如驾驭节目的#意志型$!对于电视节目主

持人来说"有没有做好节目的意志尤为重要!现

在的节目主持人已不再只是出镜时的独白&提问

和对谈"而是要直接参与节目"并对整个节目创作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主持人要有计划&有
目的地参与电视节目制作"并在其中发挥主观能

动作用"坚决地&合理地克服各种困难"直至节目

获得成功!意志支配行动"这一过程并非单纯的

认识过程"而是从坚决做好节目的认识出发"一步

一个脚印地实践节目计划所规定的目标及其他所

有工作!在这里"意志对主持人行动的支配"体现

在发动和制止两个方面)一方面"主持人是节目现

场的鼓动者"他*她+必须推动现场嘉宾和观众达

到节目的预定目的%另一方面"主持人又是节目现

场的导播者"他*她+又应注意抑制不符合节目预

,+),万方数据



定目的的一切行为!由此可见"意志对主持人来

说是多么重要!它不仅可以调节人的外部动作"
而且可以调节人的心理状态"包括对现场嘉宾#观
众的注意力"以及思维和情感的调节!对电视节

目主 持 人 来 说"意 志 型 必 须 更 加 注 重 意 志 自 由!
因为电视节目的制作"特别是在娱乐性#谈话性节

目现场"尽管为有计划#有目的的编导所左右"可

是现场观众的行为总有许多不确定性"这就特别

需要主持人的高度自主性!对于在同样情境的现

场中"人们产生的不同动机#出现的不同行为"主

持人可以运用主观意愿"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加

以引导"进而达到节目的预期目的!主持人的意

志行为不是消极的"它们既受外部情境所决定"也
受节目主体内部的意识状态所调节"必须要有一

种高度积极的心理状态"在其意志活动中"努力克

服内部或外部困难"将现场气氛推到极至"这也是

主持人主观能动性的集中表现!
视屏幕为终身职业的$长跑型%!随着电视事

业的蓬勃发展"给予了主持人许多机会"使之迅速

成为公众人物"但由于主持人队伍客观上良莠不

齐"加之揠苗助长等原因"很多主持人仅仅是昙花

一现&!’!据日本有关调查显示"做 了 十 年 的 中 小

电视 企 业"其 生 存 率 是$"-"二 十 年 后 只 有’.
)-"行业况且如此"主持人境况可见一 斑!在 中

国"主 持 人 的 淘 汰 率 到 底 是 多 少"没 有 确 切 的 统

计!但能做到十年"甚至二十年的主持人又有多

少？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第三届百优电视主

持颁奖研讨会上曾说过($做主持人"首先得明确

究竟是想做短跑"还是长跑？虽然选择短跑的能

给主持这池活水带来不少新东西!但是"中国主

持人队伍一步一步走向成熟"就需要主持人将屏

幕当作长期事业来做!%尽管$青春当道%仍为当今

主持现状"很多主持人拿屏幕作短期青春投资"只
在服饰与化妆上下功夫"但这类注重形式"忽略内

容的主持人是无法跑完全程的"终究会被淘汰出

局!多一份成熟和平静"少一些浮华与躁动"只有

那些视屏幕为终身职业的主持人"才会潜心向上"
不懈追求)才能真正成为一名优秀的#恪守职业道

德的好主持人#名主持人!视屏幕为终身职业"规
划好职业生涯"学会$长跑%"这也是追求高质素主

持人的电视台所提倡的"更应是一切有志于主持

事业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所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王晓岱/节目主持人在现场报道中应具备的素质&0’/理论界"$***"*$+($(!/
&!’王珑玲/主持人的话(成功与成功素质&0’/中国青年研究"!##!"*!+("()/

!"#$%&’()*%+(+,-.)(/0*."’#+)%1)"#23(0*)4%1(56&##+7%’8#&#

12"3456
*789:;8<=>?@85?"3=5AB856CDE?=?4F5"3=5AB856"04=56:G"!!"##$+

9/.)&(6)(CB8HF>@=?4F5=5IJ:?=KL4:B@85?FM?B8NG=L4?OFM=EA>885PF@<8>84:45MLG85A8IKOQ=>4FG:M=A?F>:.&:M=>=:

?B8FKR8A?4Q8M=A?F>:=>8AF5A8>58I"=:A>885AF@<8>8@G:?B=Q88SA8LL85?=<?4?GI8=5I=K4L4?48:":GAB=:FK:8>Q456"@8@FT

>4U456"=>6G456"I8=L45694?B8@8>685A48:=K4L4?48:=5I:FF5.&:MF>:GKR8A?4Q8M=A?F>:"4?4:=L:FFM6>8=?4@<F>?=5A8?F

L8=>5=LLV45I:FMV5F9L8I6894?B=::4IG4?O"9F>VB=>I=5I:BF9F58W:G54NG8AB=>=A?8>4:?4A:45<>F6>=@:.&AF@<8>8

:BFGLIKG4LIG<B4:<8AGL4=>:A>885M46G>8F5?B8K=:4:FMB4:F95AF5I4?4F5:=5IMF>@B4:<8>:F5=LNG=L4?O.

:#4;%&,.(:A>885AF@<8>8)M=A?F>)MF>@=?4F5)8:?=KL4:B@85?

,"),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