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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不仅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对外进行学术交流的窗口，也是全国广播电视播音主
持学术交流的一个平台。
编者虽对来稿有所选择，但书中论文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或编委会的
看法。
我们将秉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欢迎全国高校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和其他相关专业的
教师、研究人员来稿，对我国广播电视播音主持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播音与主持艺
术专业教学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主持人来稿，就播音主持实践中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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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历史回眸)　播音主持专业发展路径的思考——六十年“自信自强”杂感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新
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创作发展回顾(学术视界)　浅论播音员主持人文化传承者的身份认同　从频道调整
看广播电视传播的民族性与大众化　情感的疏通与印证的满足——电视节目主持人文化影响力对受众
思维方式的影响刍议　法律语境和话语权作用下的电视有声语言传播　广播媒介传播创新与播音主持
定位原则　试论新闻节目语境与新闻播报风格——由《新闻联播》要“变脸”引发的思考　从中国播
音学的角度谈《新闻联播》的“亲民”之辨　心理素质对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教”与“学”的影响　
传承而后言创新——浅谈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创新(教学研究)　关于教风与学风的思考　论“暖声”　
对播音专业学生即兴表达能力培养的实践与思考　关于“播音主持即兴口语用声及表达”教学的思考
　浅议播音主持专业实习中带队教师的指导作用　关于体育播音理论体系建设的构想　浅谈对广播文
艺节目播音主持教学的几点想法　新闻传播为根本语言功力为核心——从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节目调
整谈电视新闻播音主持教学(人才培养)　“他山之石，可以为错”——论建构主义教育思想视阈中节
目主持人类型化培养　真情实录——浅论电视新闻谈话节目主持人培养　播音主持人才的沟通能力培
养　综艺的通道快乐的桥梁——电视综艺娱乐节目主持人才专项培养模式初探(节目研究)　从国庆直
播看重大直播节目中演播室主持人语言把握　日本晚间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发展现状　文化传承与多
元渗透——兼谈电视社教节目现阶段特点　当前方言在广播电视节目中的使用现状及影响研究——以
陕西方言为例　浅析娱乐节目团队主持　对电视购物节目主持人语言表达的思考(一线风采)　从《新
老女排的对话》看主持人对电视访谈节目现场的驾驭(论文摘登罩)　“中国之声”新闻播音质量现状
的研究(来稿选登)　案例教学法在播音主持教学中的研究与应用　试论综艺娱乐节目主持人对表演学
理论的借鉴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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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世纪以来，社会上那种心浮气躁、不甘寂寞的氛围，那种急功近利、见利忘义的态势，加上重
数量不重质量、重形式不重内涵、重炒作不重德行、重张扬不重智慧的考察标准，使得我们的学科也
出现了某种不端和无奈。
特别是播音主持教育，把本科的基础、教师的严谨、学生的刻苦、人才的规格都推人了“自以为是”
、“各行其道”的怪圈。
　　如果说，生产是今天，科技是明天，那么，教育就是后天。
所谓“因材施教”、“有教无类”、“为人师表”、“诲人不倦”，关键在于作为主导的教师。
学生作为主体，当然要遵从学校的规章制度、教师的计划安排；其自主性，也体现在自觉性和主动性
上。
因此，教师必须明确教学思想、活化教学方法、充实教学内容、提高课时效率，给予学生正确、前沿
、科学、扎实的品德修炼、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
　　但是，在如何培养人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问题上，往往没有主旨，没有章法。
有些教师似乎满足于一堂一堂地讲课，缺乏进取心；有些学生好像自得于一天一天地度日，没有紧迫
感。
“教学相长”竟变得“相互敷衍”起来。
我们的专业要求：“德才兼备，声形俱佳”，一定要落实到“课时效率”上来。
把“年”缩短到“月”，把“日”缩短到“时”，只有如此，才可能“分秒必争”、“集腋成裘”。
要确保课时效率，教师应该不说一句与教学内容无关的话，学生应该不想一件与教学内容无关的事，
师生互动，双方同一，使每一个课时的效益达到最大化。
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教学目的，培养出合格的人才。
　　因之，抓紧教师队伍的提高，便成为须臾不可疏忽的大事。
院校的成果，最重要的是人才培养，而其中的关键就是教师。
也许硬件设施很现代，也许校园建设很华美，不过，这些只是起辅助作用的，大楼再高，占地再多，
都不如师资力量的稳定与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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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播音主持艺术.10》包括历史回眸、来稿选登、一线风采、人才培养、教学研究、节目研究、学
术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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