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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代广播电视教程？
新世纪版”这套丛书终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掠过心头的是阵阵的喜悦！
　　不断演进的社会、飞速发展的科技，引发了传播内容与形式的深刻变革，也推动了媒介领域的巨
大革命。
其间，广播电视的出现和发展，正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形成着独特的文化社会现象
。
可以说，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感受到“信息化时代的来I临，媒介化社会的形成”。
广播电视（当然我们注意到了网络出现对媒体间壁垒的消融和整合），作为建立在新技术基础上现代
传媒族群中极为重要的媒介，以其特有的传播特征和方式，建构了当今社会交往的特殊形态，酿就了
人类新型的思维方式，催生了当代社会崭新的生存方式。
　　应当说，经过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以来的20多年，有一批有志于此的人士在广播电视
的教学和科研领域进行了孜孜不倦的努力，取得了可喜成果。
其问，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的研究目标已逐步明晰起来
，并开始为之倾注气力。
根据中国传媒大学赵玉明教授的研究，至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
代码》中，将“广播与电视”列为“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范围的二级学科，下设“广播电视史”、
“广播电视理论”、“广播电视业务”等三级学科。
1997年3月出版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编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中
称“90年代以来，广播电视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1997年颁布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有“广播
电视艺术学”；1998年颁布的本科生专业目录中有“广播电视新闻学”、“播音主持艺术”、“广播
电视编导”等专业；2002年出版的复旦大学徐培汀教授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
前言中称“本书视广播电视学为独立学科”，并在第六章 “广播电视学研究”中作了专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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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当代广播电视播音主持》的修订版，适用于高校广播电视播音主持专
业必修课程。
   第二版对原版进行了较大篇幅的修订。
   主要包括：   ·观点的充实，如对主持人话语空间及话语权的阐述；   ·内容的增补，如扩充新闻主
持人现场报道的篇幅， “节目主持艺术概说”及“新闻评论类节目播音主持艺术”增至三章， “社
教类节目主持艺术” “综艺娱乐类节目主持艺术”的篇幅也有所增加；   ·强化广播播音主持的论述
；   ·增加了大量最新案例。
   针对老师的教学需求，新版还将配备教学辅助材料，填写书后“教师信息反馈表”，可获赠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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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郁，女，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吉林大学、广州师大、浙江传媒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兼职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播音学和广播电视节目主持艺术。
主编《播音学简明教程》获第二届全国优秀高等教材中青年奖；专著《主持人的语言艺术》获第六届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当代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评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还著有《节目主持艺术探》、《主持人语言表达技巧》、《节目主持能力训练路径》；主编《主持人
思维与语言能力训练路径》、《谈话的魅力》、《提问： 主持人必备之功》；与人合著《广播电视新
闻语言与形体传播教程》，是教材《中国播音学》、《电视播音与主持》主要撰稿人。
在学术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60篇，多篇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学术论文评奖中获一、二等奖；主持并完
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综合素质研究》及部级科研项目多项。
2004年荣获第二届“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称号。
（曾任央视主办的“金士明杯”、“荣士达杯”、“厦新杯”主持人大赛及一些省市电视台主持人大
赛评委，全军舞台艺术主持人大赛评委，多届主持人“金话筒”奖评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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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播音主持工作概论  第一节 播音主持工作的性质和位置　第二节 播音员与主持人　第三节 播音
员主持人的综合素质第二章 播音主持有声语言基本功　第一节 气息控制　第二节 口腔控制和吐字归
音　第三节 科学用声和嗓音保护第三章 播音主持语言传播创作基础　第一节 语言传播的明晰性　第
二节 语言传播的艺术性　第三节 语言传播的交流性第四章 节目主持艺术概说（一）　第一节 主持人
节目的传播特色　第二节 主持人节目形态　第三节 主持人的主持职责与功能第五章 节目主持艺术概
说（二）　第一节 主持人的形象　第二节 主持人的中介位置及其把握第六章 节目主持艺术概说（三
）　第一节 主持人的语言功力　第二节 主持人传播的话语策略　第三节 主持人的语用特点第七章 新
闻评论类节目主持艺术（一）　第一节 新闻评论类节目与从业者　第二节 消息播报　第三节 导语串
联词撰写修改第八章 新闻评论类节目主持艺术（二）　第一节 主持人的议论　第二节 主持人的现场
报道第九章 新闻评论类节目主持艺术（三）　第一节 主持人访问类型与特点　第二节 访问的准备　
第三节 访问中的倾听与提问第十章 社教类节目主持艺术　第一节 社教类节目分类与主持人业务素质
　第二节 社教类节目主持特点第十一章 综艺娱乐类节目的播音主持艺术　第一节 综艺娱乐节目特点
与播音员主持人功能　第二节 综艺节目主持人职业素质　第三节 播音主持艺术　第四节 主持人的幽
默第十二章 谈话节目的主持艺术　第一节 谈话节目的界定与分类　第二节 主持人的功能和素质要求
　第三节 谈话节目主持特点　第四节 谈话场的驾驭修订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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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播音主持有声语言基本功　　语言是人类交流传播的重要工具。
实际上，语言首先就是有声语言，因为所有的人类语言都使用发声器官制造出微妙的空气振动，从而
传递或接收载有信息的声音。
人类语言有多种媒介，主要有两种符号系统，一个是文字，用于书写和阅读；一个是话语，即说的话
，用于说和听，我们习惯于把后者称之为“有声语言”，不而喻，最基本、最方便的就是有声语言。
有声语言是广播电视播音主持工作的主要手段，有声语言应当是播音员主持人打磨的很好的劳动工具
，无论是将文字稿件转换为有声语言，还是直接由内部语言外化为有声语言，都首先要求语言“外壳
”的清晰、准确、入耳、耐听。
播音员主持人的用声吐字，关系到传播效果，“在广播中语言主宰一切，⋯⋯再没有比广播中的讲话
声音得到更专心注意的人类声音了。
⋯⋯广播语言是从嘴到耳朵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是面对面的交流，也不可能有直接的反馈。
⋯⋯数以百万计的人同时收听使得广播用语成为一种标准（如英国广播公司的英语），获得一种空前
的社会地位和权威。
”①这里所说的“广播语言”当然也包括电视中的语言，语言在广播电视传播中的重要地位及权威性
、规范性、示范性，电子传播媒体使然，社会需要使然。
用声吐字是播音员主持人必备的职业素质之一，是播音员主持人语言表达基本功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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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广播电视播音主持（第2版）》是针对广播电视播音主持专业普及化和播音主持实践不断
发展而撰写的一本力作。
　　《当代广播电视播音主持（第2版）》分两大部分，前三章对播音主持工作的基本功：气息控制
、口腔控制、吐字归音、用声及语言传播等，作了简明清晰的阐述，突出指导性和实用性，后七章立
足于主持人的业务实践，从职业角色和主持功能出发，不仅对主持人的共性特征和专业能力进行解析
，而且对不同节目类型和节目形态的主持特点及规律细微阐发。
　　《当代广播电视播音主持（第2版）》理论和实务并重，提供了大量的鲜活案例，附录中的《说
好普通话》更是难得的指导材料。
《当代广播电视播音主持（第2版）》既是高校广播电视系的专业教材，也是播音主持爱好者的理想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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