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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教育的根本问题
*

薛 天

(平顶山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2)

[摘要 ]针对我国目前广播电视媒体行业的现状, 以及播音主持专业高校毕业生从业过程

中的问题与困惑,指出现有的教育体制和学科结构的问题; 通过对目前播音主持专业教育客观

的分析,提出了现代播音主持教育的科学构架和人才选用的标准。压缩规模, 提高生源质量,

设立以分类实验室为核心的教育体系是解决我国播音主持专业教育根本问题的重要途径。教

育应该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宗旨并最终服务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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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09年,全国已有上百所高校开设了播

音主持专业,每年的毕业生由 20世纪 80年代的数

百人增加到现在的万余人。

中国的广播电视传媒行业方兴未艾, 日益繁

荣,面临难得的发展契机。而高校培养的播音主持

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毕业生

却远不能满足媒体行业的要求,反而非科班出身的

人占领了媒体行业的主力,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优秀

的播音员、主持人并不是学播音主持出身的, 这些

现象不得不引起社会的反思:我国的教育制度究竟

存在什么问题? 笔者本着对播音主持专业教育的

强烈关注思考, 在这里就本专业的定位展开讨论,

并提出以分类实验室为核心的职业化教育是成功

的关键。建立和完善播音主持专业的职业化教育

体系是当今应该着重关注的事业。它直接关系到

我国新媒体行业的未来走向和新一代播音员主持

人的生存能力。

一、对播音主持专业教育的定位

1. 现有的教育体制不利于播音主持专业教育

的发展

就宏观的范围来说,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特别

是初、中级教育不利于培养科学技术以外的人才,

尤其是艺术人才。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应试体制把

一批有艺术天分的人才拒于高等学校的门外;另一

方面, 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学生们每年要浪费很

多时间去学习很多与职业不相干的知识。上大学

之前主要的知识结构是数理化、哲学政治, 上大学

之后这个知识结构的主体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他们

所受到的相关艺术及专业的教育实在太少。一般

来说, 大学毕业生要工作 3 5年之后才能慢慢走

上一个合格播音员或主持人的轨道,这对于新闻单

位而言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成本。

中国的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教育亟待找到一个

正确的定位。目前行业的从业人数日渐增长,但优

秀作品和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比例却在下游徘徊。

中小学生应该拥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各个不同行

业的工作, 而不能只埋头于书本。学校与社会的互

动正是国内基础教育所缺少的一环。很多学生到

高中毕业还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难怪我们很难找

到对这项工作充满激情的学生。致使大部分学生

上大学选择播音主持专业是因为这个专业的文化

分数线比较低, 而不是出于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和

热爱。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学院付程教授在 2001

年指出,学校的专业教育使得培养出的人才基础扎

实,学养丰厚, 业务方面也有相当的优势。但毕业

生基础相对薄弱,知识面偏窄, 后劲不足;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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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教学方式主要是  单向式 !、 灌输式!, 专

业教师不足等问题∀ ∀ [ 1]
付程老师肯定了学校专

业教育在培养播音员主持人上的优势和方向, 认为

需要调整的只是专业教育中的具体问题。

2. 播音主持以职业教育为核心

什么是职业教育? 简单的一句话:职业教育必

须以培养专业的从业人员为主要目的。如果把职

业教育理解为培养技术工人,也是错误的。今天,

发达国家的高等职业教育已经非常成熟, 是社会发

展的动力和经济支柱之一。有别于普通教育, 职业

教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它是根据每一个不同职业

的需求而设立的教育系统。今天中国所缺乏的正

是一个直接服务于社会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画

家、职业建筑师、职业律师、职业医生等从事的工作

领域都非常专业化, 专业化的教育是从业的基础。

如果有人想做一名小学教师, 不论他有多高的学

历,也必须受职业教育的专业训练才具备资格。作

为一名播音员或主持人,要满足行业的职业要求,

必须从技能、思想观念、行为准则上达到从业标准。

二、播音主持生源、人才的选择

1. 为什么中国的教育系统不能培养好的播音

员和主持人

播音主持职业教育的前提是对人才的选择。

选择适合于播音或主持、富有艺术潜力和充满激情

的青年学子,让他们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无疑是

中国高校的一项重要责任。然而,目前中国的高考

制度限制和扼杀了许多优秀艺术人才的潜质, 因为

高考是按照科学和文化的标准来选择人才,而不是

按艺术的标准选择人才,很多艺术人才由于文化分

数不过线而无法越过大学的门槛,这对中国的艺术

行业, 对中国社会都是很大的损失。

常听人嘲笑西方大学的入学考试门槛很低, 殊

不知其中的奥秘。降低文化考试的要求, 相应的就

提高了对特殊才能的要求,给了更多不同类型的人

才一个机会,让具有艺术修养和丰沛创造力而数理

化基础薄弱的学生有机会进入大学, 受到良好的教

育。在中国,高考制度显然选择了数理化成绩方面

的佼佼者, 然而数理化优秀,同时艺术思维也活跃

的人才非常稀少。

2. 培养好的艺术家要从儿童开始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如果好奇心和创新意识

在小的时候得不到发挥,也许他的艺术生命就永远

不能开花结果。尽管通过努力可以学到很好的技

术,然而艺术思维的建立会十分艰难。儿童是播音

主持行业的未来,这一点也没错。今天似乎大多数

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小学教育太过残酷,然而大家都

异口同声地认为  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吗? 如果

大家改变一下录取标准, 多重视一些交流能力, 多

培养一些艺术技能和想象力,多增进孩子们的责任

心和社会意识, 这一切将会大不一样。

我们都知道播音主持在录取环节中有面试, 在

面试中学生直接表现的就是外貌气质和声音气质,

这些资源有部分是先天的,但也需要后天的努力,

比如语音面貌, 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善的。在大学的

教育过程中出现很多学生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 普

通话出现了改正困难的问题,已经有十几年的语言

习惯, 改正起来确实不容易,那么试想,如果学生从

小就使用标准的发音方法,养成良好的发声习惯,

这就奠定了非常坚固的基础,以后如果选择从事播

音主持方面的工作, 将会事半功倍。

三、设立以分类实验室为核心的教育

体系

1.为什么要设立分类实验室

2004年,上海戏剧学院主持人专业创始人孙

祖平教授根据 10年的办学经验指出:  节目主持人

不是一个纯粹统一的职业,而是一个由不同职业构

成的工种概念, 而我们却把这些从事各种不同职业

的人士看成纯粹的同一种人。!  10年主持教育的

最大失误在于没有分门别类地培养电视节目主持

人。! [ 2]
孙祖平的观点较单纯地控制规模又近了

一步。

2006年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马菂提出要对主

持人进行类型化培养,他指出按照节目类型属性分

类,但没有明确提出按哪一种方法分类培养主持

人,也没有考究现有播音主持专业是否有能力来进

行分类培养。他指出了问题,提出了一个模糊的解

决方向,但并没有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
[ 3]

目前播音主持教育存在的问题表现在: ( 1)课

程设置落后于用人要求的变化。二十多年来中国

播音主持专业的发展变化是突飞猛进的,从技巧运

用、语态到形象塑造、节目形态,每三五年都会有明

显变化;近几年实际工作中越来越需要综合素质

好、综合能力强、某一方面或几方面又很突出的播

音员主持人,而播音主持专业的理论总是大大落后

于实践的发展; 课程设置又是基于理论的形成, 自

然又落后于理论的进程,故而课程设置与播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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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发展是明显脱节的,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出的

人自然就落后于实际需求的标准了。比如说  怎

样主持杂志型节目!、 怎样搞好深度报道 !、 怎

样进行热点调查 !、 怎样提高谈话节目品位!、 怎

样主持现场娱乐节目 !、 怎样驾驭现场直播节目 !
等话题, 专业课程中多没有完整成熟的内容, 而实

际工作中已经成了重点考虑的课题。实际中需要

的许多知识与技能在学校学不到, 到岗位上自然

不能适应。 ( 2)教育能力弱化,教育方式僵化。首

先是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欠缺或不匹配,导致学

生实际技能的欠缺; 其次忽视思想品德、政治理论

的教育。这方面的课很少, 或把这些课作为考查

课、选修课, 导致学生的思想品德、政治理论在在校

几年中少有长进;再次,教学目标空泛,教学手段较

为单调, 教学气氛缺乏生动和互动, 雷同于一般教

学模式。 ( 3)校园氛围与广电工作节奏的差异较

大。大专院校的学习相对于中小学轻松得多, 各方

面管理相对宽松, 使得象牙塔中的学生压力很小,

生活节奏很慢, 校园气氛很悠闲, 甚至有些散漫。

而广播电视工作是新闻工作,包括播音员主持人在

内的人员, 精神常处于警觉状态, 工作讲究准时准

点、争分夺秒,作风要求不怕苦不怕累、认真细致、

快速灵活。很显然,在校园的悠闲环境中生活几年

的人, 容易养成许多散漫的作风和习惯, 以后不是

每个人都能适应广播电视工作的节奏和氛围的。

因此,要想提高播音主持专业学生的专业能

力,就要从培养方式上作根本的改革。

2. 如何设立分类实验室

那么该怎样设立分类实验室? 笔者认为可以

分为三类。播音就是播音, 主持就是主持, 他们的

培养方式明显是不一样的,主持里面又可以分为新

闻主持和综艺主持。综上所述,可以分为播音实验

室、新闻主持实验室、综艺主持实验室。

在培养内容上, 播音注重普通话语音、口腔控

制方面; 新闻主持注重新闻感知能力、思维逻辑能

力、语言表达能力方面; 综艺主持注重才艺综合能

力、应变能力、现场控制能力方面。由此我们也可

看出, 如果把他们放在一起,混合培养,是显现不出

各自的特点的。

对学生而言, 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特点重点学

习,培养真正的一技之长, 能在以后行业分类中选

择时有目标,不至于很盲目,走出校门之后能给自

己以正确的定位。

但是很多高校认为设立分类实验室造价太高,

程序太复杂,又不知道效果是不是和预想的一样。

由于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实践性很强,使得开设此

专业的高校需要具有完备的硬件设备,基于这样的

问题, 笔者推荐在同一个地市的高校可以联合起来

做一个完整的分类实验室,共同使用,等技术和人

员成熟之后可以分别再设立自己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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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 ental issues of the specialty education in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arts

XUE T ian
(P ingding shan University, H enan P ingd ing shan 467002, C hina)

Abstract: In v iew o f the China s' curren t status o f radio and telev is ion m edia industry, and the prob lem s and confusion in the

course of job hunting of the co llege g raduates, the author po ints out the prob lem s in the ex isting educationa l system and the struc

tu re o f sub jects, proposes them odern sc ientific fram ewo rk fo r broadcasting education and the crite ria of ta lent se lection through

the ob jective ana lysis o f professional educa tion on the current broadcasting. Narrow ing the scale and im prov ing the qua lity o f new

students and setting up c lassified labo ra to ries as the core of China s' education system is the basic path to solve the fundam enta l

prob lem s o 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broadcasting. Education should m eet the needs of soc iety and serve the society ultim a tely.

Keywords: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h ighe r education; ta lent; education system; radio and te lev 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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