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播音创作基础理论与实训教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播音创作基础理论与实训教程>>

13位ISBN编号：9787308079235

10位ISBN编号：7308079236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施玲

页数：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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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音创作基础理论与实训教程>>

内容概要

　　本人自2002年加入了播音主持专业的教学实践的行列，2003年开始涉足《播音创作基础》这门课
程的教学。
在教学实践中，我发现这门课程通常使用的教材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实用播音教程》的第二册，这《
播音创作基础理论与实训教程》主要内容是例稿，创作基础理论部分涉及不多。
于是从2004年开始我在教学中又为学生配备参考书——张颂教授的《播音创作基础》。
在备课过程中，本人萌生了新编一本教材，将语言表达的理论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基础理论部分融合
起来，方便学生打好基础，深入理解。
另外实训例稿在编选过程中也本着保留原本精华的有特色的例稿，新增时代气息较强的一些稿子，让
学生接触与当下媒体播出风格贴近的作品，这样既增加学生的新鲜感又培养了他们的实战能力。
于是，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播音创作基础理论与实训教程》的编写工作着手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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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施玲，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任播音员。
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获硕士学位。
曾供职于安徽马鞍山广播电视局，从事电台播音、主持工作，兼做导演及节目监制。
自2002年至今，任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教师，主要讲授“播音创作基础”、“
普通话语音”、“影视配音艺术”以及“对外汉语”等课程。
曾出版专著《影视配音艺术》，主持教学及科研项目若干，发表专业论文多篇。
曾担任过近百部专题片、宣传片、广告作品以及电视剧的配音工作，创作主持的新闻和专题类广播节
目获国家和省级播音与主持作品奖，导演的广播剧作品获中国广播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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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审美体验——播音感受对心理场的超越　　播音创作主体“心理场”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感受
的终结，因为艺术感觉的进程总是以它自身不断建构起来的载体走向审美自由度。
尽管播音员在“心理场”知觉层次超越了物理时间和空间，使文字所反映的外在世界达到一定程度的
心理化“破译”，并以此建构了相对稳定的心理知觉模型。
对于“知觉点”的导向选择又使得播音员再一次获得建构审美知觉模型的内驱力，使播音感受进入了
审美层次。
而播音感受只有完成从“物理场”感觉到“心理场”知觉再进入“审美场”知觉的进程，才算达成了
它的全部系统性。
　　播音感受的审美场，体现为创作主体对客观事物和文字语言刺激的主动应激和对稿件、话题和节
目内容的深层感悟。
这时的感受已带有审美的性质，升华成一种审美的体验。
“审美体验是人类各种体验形式的最高层次，它表达了全部人类经验形式的终极经验。
所有的人类艺术，都只能诞生于审美体验之中。
”④对于播音员来说，审美体验意味着他对自身局限和生活表象（稿件文字反映的）的不断超越。
播音员在审美体验活动中，绝不是被动地接受稿件文字，而是带着某种强烈的主动意识，通过自己独
特的方式去进行体验，从而将稿件反映的现实客体及其价值主体化、人格化、情感化。
与感觉相比，体验具有更大的主动性。
因此，播音创作活动中的感受，也绝不仅仅是创作主体接受文字符号的刺激并简单地反映这种刺激的
活动。
而当播音员以审美体验的态度来展开他的艺术感觉，那么，这种感受活动就被赋予播音员的主观能动
性，而这种在审美体验中所产生的主观能动性，能够使得播音员的感受活动呈现出一种主动性。
这种主动性驱使播音员在接受客观现实和稿件文字刺激形成具体感受的基础上又主动地感受客观现实
和稿件内容的意、理、情、趣、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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