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主持概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闻主持概论>>

13位ISBN编号：9787308066501

10位ISBN编号：7308066509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时间：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壮春雨，崔健　著

页数：14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主持概论>>

内容概要

新闻节目主持人，要有对新闻事件的敏感性和洞察力；要有广博的知识，能对新闻事件进行独到的评
论；要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能与编导配合，共同完成节目的制作或直播；要具有一定的个人魅力和个
人风格，以吸引受众接受自己主持的节目。
因此，新闻节目主持人是影响新闻收听、收视率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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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主持人节目的产生与发展　　主持人节目是电子媒介特有的一种传播形态，是广播电视节
目中特有的一种节目组织结构和传播方式。
　　主持人节目这种传播形式，最初虽然是由某个传播机构或某个个人提出，并率先实现，但是，它
为什么会很快成为全球性的现象，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了这种节目形式的产生和发展的呢？
又是什么因素使其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的呢？
　　第一节 主持人节目的生成基础　　任何一种新事物的诞生，都有其内因和外因，或者说，都有其
实践上和理论上的依据。
就主持人节目而言，它的生成，大致有四方面的原因。
第一，电子传播媒介为主持人节目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电子传播媒介不同于印刷媒介。
报纸的记者、编辑在进行传播活动时，一般是不同读者见面的，而广播电视的记者、播音员和节目主
持人，则把他们的传播活动延伸到“幕前”，受众既闻其声，也见其人．传播者和受传者获得了“交
流”的可能。
　　印刷媒介一般使用静态传播符号——文字。
以这种媒介制成的传播物品，一般称其为平面媒体。
这种媒体的传播者一旦将信息转化为文字或者图片，那文字或图片就脱离传播者而独立存在，并参加
传播活动。
电子媒介多使用动态传播符号——声音和活动画面。
实况画面及其伴音离不开当事者，文字解说稿离不开播音员或主持人，因此，动态传播符号不能离开
传播者而独立存在，它必然与传播者有机地维系在一起，并要求传播者主动地发挥作用。
　　印刷媒介的传播者，对受众施加影响的主要手段是文字和图片，而电子媒介的传播者则拥有更多
对信息加工处理的机会。
电子传播媒介既可以在采、摄、录、编等环节上对信息进行加工，又可以在播出环节上进行再加工，
如利用语气、声调、表情、动作乃至修饰等多种手段，以起到更好地传播信息的作用。
　　电子技术介入大众传播活动，使传播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电子传播媒介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主持人节目正是电子传播媒介的产物。
没有电子传播媒介，便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节目主持人，节目主持人的出现，又促使电子媒介的
优势得到更好发挥。
总之，电子传播媒介为传播者发挥自身传播器官的作用以及提高传播能力和传播水平，提供了物质基
础，同时又对传播者的素养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最终导致
了主持人节目形式的产生。
　　第二，对个人魅力在传播活动中的影响力的发现　　节目主持人的出现，最早要追溯到开拓人—
—默罗。
美国的默罗从根本上说是一位广播明星而不是电视明星，但他却对后来的电视主持人的风格有着开拓
性的影响。
默罗虽没有受过专业新闻工作的训练，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慕尼黑事件所作的目击性的第一
手报道，却使他一下子成为名人。
他有一种感染人的本领。
他那圆润、洪亮的嗓音和优雅而严谨的文体对听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最擅长的是深入现场采访和直播。
他曾在被炸毁的商店里，把麦克风放在被弹片刺穿的桃子罐头瓶旁，利用果汁一滴滴溅在地板上的“
嘀嗒”声，描述空袭间隙那可怕的沉寂。
他曾于德国人投掷炸弹之前，站在伦敦的楼顶上做现场报道。
他还乘扫雷艇航行于北海之中，用他那颤抖甚至呜咽的声音报道：“现在，探照灯几乎就在头顶上搜
索，你立刻会听到更近的两下爆炸声。
听，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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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剧烈的无情的爆炸声！
”默罗的报道，使美国听众感受到了完全真实的战争状况。
到战争结束时，默罗成了美国的一位大英雄和大明星。
他的声望使电台内部的普通编辑们不敢冒昧告诉他应该说些什么和应该怎么说。
这个时候，美国的电视崛起，默罗在电视中主持一个《立刻看到》栏目，成为许多人崇拜的对象。
当他走在华盛顿街头时，人们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以至于50号大街的交通都阻塞了。
　　1952年，美国举行第34届总统大选。
每逢这种时候，各新闻机构之间竞争非常激烈。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负责人米克尔森和制片人唐·休伊特为了在报道总统大选中领先，提
出了一种新的报道方法，即选用具有个人魅力的记者把所有有关的报道串接起来，作一番综述。
休伊特把这比作接力赛跑的最后一棒，并把这位握最后一棒的人叫作“主持”。
当时担任这次“主持”任务的是思想敏捷、温文尔雅、富有经验的记者沃尔特·克朗凯特，节目主持
人这一称谓也由他开始正式出现。
　　在同一时代，美国出现的第一代电视明星，还有亨特利和布林克利。
当时的电视新闻还不很发达，起主要作用的是摄影师，而不是记者。
但自从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出现后，情况就改变了。
布林克利的不虔不敬、不落俗套和富有幽默感和亨特利安详的权威架势相配合，从报道1956年美国年
会开始出台。
亨特利是一位有天才和有吸引力的新闻广播员，他有优美洪亮的嗓音，有令人羡慕和信任的风度，而
布林克利则相当精通广播稿的写作，他可以从最复杂的事件中归纳出最简短的要点，并能以明白易懂
的句子写出来和说出来。
他们的出现使收视率迅速上升。
对于观众来说，他们不仅是新闻的传播者，而且更是活生生的人。
相当一部分电视观众看电视既是为了了解新闻，也是为了看他们两个人。
他们的魅力使一些女人发狂，她们给两位主持人不断写信，甚至有一位还带了衣物和收录机到布林克
利家门口露宿。
　　默罗·克朗凯特、亨特利、布林克利等人的成功，使人们发现个人魅力在传播活动中的巨大作用
，这对以后主持人节目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把个人魅力运用于大众传播的效果，被后来的法国文学谈话节目主持人伯纳德·皮沃特、《星期
天约会》节目主持人米歇尔·杜盖，日本的《彻子之家》专栏主持人黑柳彻子等所证实。
再后的中国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如徐曼甜美的声音，赵忠祥的庄重沉稳，沈力的典雅，倪萍的大方
，杨澜的洒脱，白岩松的智慧，王小丫的美态以及凤凰卫视一群内涵风姿俱佳的主持人，也都证明了
把个人魅力引入大众传播的良好效果。
　　第三，接受美学等相关学科的渗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接受美学”、“大众传播学”等学
科相继兴起，并很快被西方国家接受。
这些理论渗透到文学、新闻、广播电视等领域后，几乎公认传播和接受是一个完整过程的两部分，强
调把读者、听众、观众等受传者放到重要的位置上，确认一切作品本身只具有势能，而这个势能只有
通过接受才能转化为功能，确认作品的价值是创造意识与接受意识共同意识的结果。
同理，广播电视节目本身也只是具有一种势能，它只有通过听众观众的接受才能发挥其功能。
广播电视制作者的意图，也只有在受众接受过程中才能得以实现。
从心理学、传播学的角度来讲，广播电视影响受众心理定势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要沟通传播者与受
传者之间的交流。
主持人形式正是在这些理论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
　　第四，现代文明的普及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和民主程度的提高，普通人的价值越来越受到社
会的尊重，电台、电视台也逐渐脱去了早年那种神秘的外衣，观众常应邀参加节目制作，参加各类智
力和表演竞赛，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问的双向交流日益增多，过去那样单纯由播音员和报幕员报告下一
个节目内容的形式，越来越显得不适应观众的心理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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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主持人形式则改变了这种情况，节目主持人直接出场与观众交流，既引出了表演者，又引进了观众
，并把他们放在互相平等的地位上，使节目的主体和客体接近，相互渗透，彼此交融，大大缩短了传
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距离，增强了传播效果。
　　上述诸种因素不仅促成了主持人节目形式的产生，而且推动着这一形式继续发展。
实践证明，节目主持人在广播电视传播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是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
一座人物化的“桥梁”。
　　第二节 中国主持人节目产生的社会环境　　按理说，真正的科学是不分国界的，可是，为什么经
过20多年，主持人节目形式才被中国接受呢？
　　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广播电视被
当作一种政治工具使用，片面强调电台、电视台的指导作用，传播者一般以官方的姿态和教育人的口
吻说话，实际上把受众放在从属的地位，这样势必造成传播者对受传者的居高临下。
　　二是在意识形态内混淆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性与共性的正常关系，一方面推行对领袖
人物的个人崇拜，一方面又抹煞普通人的个人价值和创造，否认个人魅力的作用，因而不可能出现以
主持人个人的名义同受众平等、亲切地交谈。
　　三是和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状况有关。
拿电视来说，从1958年创建不久，1960年我国的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在当时的“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方针下，全国电视台由23座减为5座。
1964年形势有了好转，电视工作者正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1966年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电视台
被迫停播，节目建设中断，哪里还谈得上办主持人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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