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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场景匹配的口语传播:智媒时代之播音主持教育
*

■ 陈 虹 杨启飞

【内容摘要】 智媒时代，传播场景日趋虚拟化、个性化和移动化，播音主持教育也应积极探索与新场景
特征相适配的发展路径。基于对国内外播音主持教育的调研，提出树立口语传播理念，重构教学实践场
景，同时重塑人文价值理性，促进知识交叉渗透，培养场景传播能力，以从理念、设施和人才三个维度与智
媒时代的传播场景相匹配，促进智媒时代播音主持教育的变革。
【关键词】 智媒时代;播音主持教育;口语传播;场景匹配

“场景”本是影视用语，指特定时空中的人、物以及其所
生发的关系、氛围的总和。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传播学者梅
罗维茨( Joshua Meyrowitz) 将“场景”引入传播学研究，认为除
了物理场景外，社会场景还包括媒介所创造的“信息场景”①，

场景与技术的关系开始受到关注。2013 年，斯考伯 ( Ｒobert
Scoble) 和伊斯雷尔( Shel Israel) 提出“场景五力”，则明确了
技术在场景构建中的重要地位。②

2019 年，我国进入 5G 商用元年。高带宽、低时延、大连
接的 5G技术将加速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VＲ( 虚拟现
实) 、AＲ( 增强现实) 等技术的高阶应用，万物皆媒、人机共
生、自我进化的智媒时代即将到来，③传播场景也相应地被颠
覆和重构:新一代沉浸技术借与多维信息环境发生交互作用
而实现空间再造，传播场景趋于虚拟化;用户画像、算法推荐
等技术使得针对性回复、个性化推送成为常态，传播场景趋
于个性化;每个智能设备都可能成为信息的收集端和输出
端，多端口高速互联成为现实，传播场景趋于移动化……在
此情景下，播音主持教育也必须创新求变，以因应智能传播
场景需求，并引领未来传媒发展。

本文从场景视角出发，对智媒时代的播音主持教育( 本
科) 进行前瞻性思考。依托教育部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指定
平台“阳光高考网”和教育部所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设置备案或审批结果，统计出我国 265 所提供播音与主
持艺术专业本科层次教育的高校 ( 包括已暂停招生或还未
招生过的院校，不包括专科、成人教育，数据截至 2019 年
底) ，分析不同高校培养目标、课程体系的区别与联系。为
实现更广范围的观照参考，将美国和英国的相关高校也纳
入样本范围，初步检索后发现，美英两国均无院校开设播音
主持专业，但美国的口语传播相关专业与我国的播音与主
持艺术专业有诸多相似之处，英国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相
关专业中含有播音主持教学内容，亦可用来与我国进行对
照( 见表 1) 。在文献调研的同时，辅以对台湾世新大学、中
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辽宁大学等高校相关专业教师的半
结构化访谈，以了解各校播音主持相关专业教育的最新情
况，对文献材料进行补充。基于以上，结合智媒时代的新特
征，探索播音主持教育如何从理念、设施和人才三个方面与
智能传播场景相匹配。

表 1 英美两国高校与播音主持教育相关的专业信息(根据各校官网介绍整理)

国别 高校 院系 专业

美国

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传播学院，传播学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School of Communication

传播学
Communication Studies

佐治亚州立大学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艺术与科学学院，传播学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College of Arts ＆ Sciences

口语传播
Speech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传播学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人际、组织和修辞传播
Interpersonal，Organizational and Ｒhe-
torical Communication

英国

谢菲尔德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新闻学系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Studies

新闻学
Journalism Studies

贝德福特大学
University of Bedfordshire

文化与传播学院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s

新闻学
Journalism

卡迪夫大学
Cardiff University

新闻、媒体和文化学院
School of Journalism，Media and Culture

新闻传播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461

传媒教育 陈 虹 杨启飞:基于场景匹配的口语传播:智媒时代之播音主持教育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人工智能时代媒体深度融合模式创新研究”( 项目编号: 19AZD043) 的研究成果。



现代传播 2020 年第 6 期( 总第 287 期)

一、理念匹配:树立口语传播理念
播音主持教育为我国所特有，自诞生之初就具有极强的

目的性和行业性，以为广电媒体培养公共传播人才为初衷。

进入 21 世纪以来，信息传播技术推动以音频、视频为代表的
电子口语的发展，口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2010 年，中国传
媒大学开始在本科生中全面推行口语传播课程，做出了将口
语传播纳入我国播音主持教育的积极尝试。

事实上，口语传播 ( Speech Communication) 可追溯至古
希腊的公众说服和辩论活动，有着两千多年的学术实践和
教育传统，其作为一门学科发源于 20 世纪初的美国，是一

个可以与大众传播分庭抗礼的学术领域。虽然在经历“去
口语化”运动后，④美国高校的口语传播系陆续更名为传播
系，但仍有不少院校保留有口语传播或相关专业( 见表 2 ) 。

国内而言，1992 年，中国台湾的世新大学 ( 时为“世界新闻
传播学院”) 创立了口语传播系 ( 2020 年起更名为口语传
播暨社群媒体学系 ) ; 2009 年，厦门大学成立以言语传播
为主的传播学专业并开始招收本科生，并随后于 2011 年
成立以口语传播为主要方向的传播学系，“力争办成未来
大陆雄辩家的摇篮”⑤，在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上均与西
方的口语传播一脉相承。

表 2 中美高校口语传播相关专业对比(根据各校官网信息整理)

学校 专业 培养目标 相关核心课程

美国佐治亚州
立大学

口语传播
了解信息在个人、群体、组织和文化中的建构、传播和
影响以及沟通技巧、说服策略对社会成员的影响

口语传播研究方法、传播和语言的终身发展、语艺
学与批评、人类沟通、公共演讲、人际传播、论辩

美国北卡罗莱
纳州立大学

人际、组织
和修辞传播

具有辩论和冲突管理技能，了解人际、组织、团队、公
共、政治互动中的沟通过程及其对各关系的影响

人际传播、说服理论简介、小团体传播、论证和倡
导、语言交流和文化、修辞理论综述、非语言传播、
组织沟通、修辞批评

美国西北大学 传播学
能够分析、管理和改善各领域的传播活动，成为相应
领域中负责任的领导者、积极参与的公民和开拓性的
问题解决者

人际传播、论辩和辩论、公共演讲、语艺批评原则、
说服理论、说服意象: 大众文化修辞、关系传播、人
际冲突、修辞学

台湾世新大学
口语传播系
( 无专业划分)

具有修辞素养、人际素养、组织素养、跨文化素养以及
思辨与批判、人际沟通、团体与组织沟通、跨文化沟
通、公共论辩能力

口语传播概论、口语语言学、演讲学、人际沟通、语
言逻辑与批判思考、沟通伦理与言论自由、团体沟
通、跨文化沟通、组织传播、辩论学、人际劝服、修
辞学、谈判与协商

厦门大学 传播学
熟悉中外大众传播与口语传播及战略传播理论与技
能，能组织对外信息发布、信息沟通以及组织内部沟
通等传播活动

广播电视主持人艺术、人际传播、小团体传播、组
织传播、跨文化传播、语艺批评、公共演讲、说服沟
通、非言语传播、辩论

口语传播聚焦透过符号 ( 尤其是语言符号) 的社会互
动，⑥其使命是研究人类产制和交换符号的过程，⑦从这一角
度来看，我国传统的以“培养播报、主持各类广播电视节目的
专门人才”为主要目标的播音主持教育应包含于口语传播教
育之中。然而，鉴于我国先后发布的 3 版《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目录》( 发表时间分别为 1998 年、2012 年和 2020 年)

中均无“口语传播”这一学科或专业，因此考虑到播音主持与
口语传播有着天然不可分割的联系，故我国高校多将口语传
播设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之下，通过设立系所、开设课程
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口语传播能力( 见表 3) 。

表 3 我国播音主持教育中口语传播能力的培养方式(根据各校官网信息整理)

高校 简介

设立系所

中国传媒大学 2010 年开始在本科生中全面推行口语传播课程，2014 年成立口语传播系，隶属于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暨南大学 2018 年成立口语传播系，隶属于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西艺术学院 2008 年成立语言传播系，隶属于影视与传媒学院
四川传媒学院 2018 年将“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更名为“有声语言艺术学院”
云南师范大学 将“播音主持系”更名为“语言传播系”，隶属于传媒学院
辽宁大学 将“播音主持系”更名为“口语传播系”，隶属于广播影视学院

开设课程
( 上类高校
不再计入)

已有华东师范大学、陕西科技大学、华侨大学、重庆大学、河北大学、湖南工业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湖北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
院、广东海洋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高校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将口语传播、逻辑与修辞、人际沟通策略、演讲学、演讲与辩论 /
论辩等课程作为基础课程或核心课程进行教学

播音主持教育对口语传播能力的日渐重视一定程度上
是为了适配全社会对高规格高水准口语传播的需求，⑧而这
一需求在智媒时代更加凸显。智能传播场景中，“受众”正向
“用户”转变，按需生产、精准推送成为一大标准，“以人为

本”的传播理念深入人心; “屏幕”正向“界面”转变，有形中
介日渐消弭，感官舒适被赋予更高期待; “读者”向“听众”转
变，自然语言正代替键盘、触摸屏等交互方式被广泛应用。
以上彰显了传媒发展的人性化趋势和生物性特征，体现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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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流畅自然的交互体验的追求，而口语传播正是人类最
初、最自然、使用时间最长的传播方式。当前，在 265 所开设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高校中，主持传播能力仍是专业重
点;已经开展口语传播教育的高校一定程度上则仍囿于播音
主持这一公共传播框架之内，在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上都有
待精细化和系统化。由此，智能传播场景中的播音主持教育
更应坚定“口语传播”的理念，从培养程序化的语言“表述”

能力转向培养作为言语生成主体的“人”的语言生产、传播、

修正能力，适配智媒时代对会交流、善沟通的口语传播人才
的需求，同时增强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内功和底气，提升
专业适用性和包容度。

二、设施匹配:重构教学实践场景
口语传播范畴涵盖人际沟通、团体沟通、组织传播、公

共传播、跨文化传播等次领域，⑨这就使得其相较于主持传
播而言，所涉及的场景更加多元。在传统的播音主持教育
中，教室、演播室、录音棚等成为开展教学与实践的主要空
间，而这显然无法满足口语传播对多元场景的需求。为应
对这一变化，我国一些高校如中国传媒大学打造全媒体播
出平台、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建设融媒体中心，通过整合
多元空间，为播音主持教育提供更加广阔的教学与实践场
景。这一做法实际上与英国高校异曲同工。英国高校并未
开设播音主持这一专业，与其相关的内容多包含在传媒专
业的相关课程中，成为学生的必修科目，这就意味着在日常
教学中，播音主持类场景只占很小比例，学生有更多的机会

置身于数字新闻编辑室、多媒体套房等其他多元传播场景
之中，提升口语传播能力。

表 4 英国高校的播音主持相关课程及配套设施
(根据各校官网信息整理)

学校 相关核心课程 相关设施

谢菲尔德
大学

电视与广播现
场节目制作

多摄像机高清电视演播室、旁听
席、配音室、广播工作室

贝德福特
大学

广播新闻、广播
电视、收音 ＆录
音、电视制作

广播电视演播室、数字广播工作
室、数字视频编辑套件、电子编辑
室、多媒体套房、在线设计工作室、
无线电实验室

卡迪夫
大学

陈述、媒体受众
研究、数据新闻
理论与实践

开放式机房、数字编辑软件、录音
机、数码相机、摄像机

对教学、实践场景进行迁移同样不失为一种有效办法。

以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为例，其设有科技公共传播项目
(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沟
通周( Communication Week) 等，为学生提供了公开演讲以及
和校友、科学家、社区专家、教师进行讨论交流的机会; 世新
大学口语传播学系则每年举办“全台湾高中生舍我杯辩论锦
标赛”，为学生提供主办赛事、认识辩论的场所。通过积极举
办各类赛事，辅以研讨会、工作坊等的开设，播音主持教育可
促进学生与多方主体间的交流，从而跳脱出单一的主持传播
场景，适配多元化口语传播场景的需求。

图 1 智媒时代口语传播教学实践场景的重构方式

此外，进入智媒时代，口语传播场景被进一步拓展:车载
设备、可穿戴设备、家居设备等都可成为有声语言的传播载
体，室内固定环境、户外移动环境都可成为有声语言的传播
空间。智能技术也为口语传播教学和实践场景的重构提供
了支撑，如 VＲ、AＲ、MＲ( 混合现实) 等技术能够打破虚拟与
现实的边界，实现空间重塑。由此，及时引进、更新技术和设
施就显得至关重要。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已经投资 300 万
英镑对原始空间和设备进行改造升级，使其符合业界最新标
准且适用于未来的数字技术需求;卡迪夫大学亦不断根据学
生需求的变化而对相关设施进行增补和更新。在我国，中国
传媒大学已成立智能融媒体示范中心，拥有智能融媒体客户
端、5G + 4K超高清移动直播频道、智能化全流程创作示范生

产线、智能 AI主播等设施;浙江传媒学院则已启动智能媒体
技术研究院，建有国家广电总局媒体智能传播技术研究实验
室，致力于推进智能媒体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未来，播
音主持教育应思考如何最大化盘活这些既有资源，助力智媒
时代口语传播教学和实践场景的复制与开发。

三、人才匹配:打造智媒时代的口语传播人才
无论是树立口语传播理念，还是重构教学实践场景，最

终都是为培养人才服务。为后天的人才需求储备足够的智
力元素和能力学养是教育的应有之义，智媒时代的播音主持
教育也应从价值、知识、能力等层面积极求变，培养与智能传
播场景相适配的口语传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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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价值体系:重塑人文价值理性
智媒时代，虚拟化、个性化、移动化的口语传播场景将对

现有价值体系造成巨大冲击。例如，在虚拟场景中，语言不
再是人类的特有技能，虚拟主持人、聊天机器人、语音助手等
都成为口语传播的主体，成为与人类交流沟通的对象，然而
人工智能并不具备情感，现有技术也使得其并不能做到对韵
律的完全把握，口语传播的情感功能难以发挥，人的情感何
处安放令人担忧。在个性场景中，广播电台能够为用户推送
其感兴趣的语音内容，智能机器能够根据个人喜好和要求进
行语音回复或提示，定制化、个性化、程序化的口语传播使人
们只注意自己所选择的和令自己愉悦的信息领域，可能造成
“信息茧房”“信息窄化”，降低其接触和了解不同事物的能
力。在移动场景中，时间和空间被压缩，私人与公共的边界
被消融，技术“入侵”每一寸空间，人类对技术的依赖愈发严
重，“数据人”的隐私安全问题、“赛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都
亟待解决。

传播不只是信息的流动过程，更是一个介入社会现实、

建构社会文化、实施社会影响的过程，播音主持教育同样不
应只停留在对传播逻辑的顺应之上，而更应超越并引导媒体
发展。面向工具理性盛行、“异化”“物化”现象凸显的智能
传播场景，播音主持教育应坚守人文价值理性逻辑，强化传
媒伦理教育，培养观照个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口语传播人
才。在表层的技术和职业层面，要突出人的价值，强调人的
主体性和能动性，扩大学生实践范围和沟通范围，使其成为
所从事领域的“反思批判者”和先进技术的“主动驾驭者”，

而非媒介宰制下和技术裹挟下的被动改变者;在深层的责任
和信念层面，应促使学生成为有灵魂、有情怀、有担当的“伦
理把关者”和“价值守护者”，用正确的导向、先进的文化来疏
解智能传播场景中可能出现的隐私泄漏、信息茧房、算法偏
见等一系列问题。⑩此外，特定口语传播场景对人才的要求也
有所不同，如跨文化传播需要能够表达国家媒介语言、代表
和建构国家媒介形象、瑏瑡具备国际沟通和超文化交际能力的
人才，瑏瑢爱国情怀和全球视野因而至关重要;人际沟通需要把
握用户心理并提供相应信息服务的人才，人本主义因而备受
重视。在诸如此类的具体场景中，播音主持教育可在把握大
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对智能传播场景中的价值坐标体系进行
进一步延展和深化。

表 5 基于场景匹配的口语传播人才价值体系建构

场景类型 可能引发的问题 价值细分

虚拟场景 情感安放问题、精神操纵问题等

个性场景 算法偏见问题、信息茧房问题等

移动场景 隐私安全问题、身份认同问题等

技术层面: 主动驾驭
职业层面:反思批判
责任层面:伦理把关
信念层面:价值守护

2．知识体系:促进知识交叉渗透
知识的传授向来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而智能传播场景对

口语传播人才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兴技术的引入

要求知识面的拓宽，机器智能的提升促逼人类知识的转向，

情境的多元化则召唤知识的专精。为此，应从基础层、支撑

层、核心层等层面对知识体系进行变革。

文理结合，拓宽基础层知识。学生身处智媒时代，被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环绕，理应对其基本原理和作用方

式有所了解。传统播音主持教育常含涉艺术学、新闻传播

学、中国语言文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在此基础上，应突破传

统社会科学的藩篱，积极吸纳自然科学的相关学科，增设人
工智能概论、数据分析与处理等基础类课程，帮助学生了解

智媒时代的运行逻辑，便于更好实现人机协同。而针对智能

传播场景中可能存在的伦理、价值问题，还应特别吸纳伦理

学、逻辑学相关知识，以匹配智媒时代口语传播场景的需求。

重视实践，强化支撑层知识。波兰尼 ( Michael Polanyi)

将人类的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能够通过

一定符号系统而表述，隐性知识则是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积累
形成的情境化、个性化、难以被编码的知识。瑏瑣智媒时代，AI

主播等机器分享了人类对显性知识的习得能力，隐性知识因

而成为口语传播人才凸显自身价值的关键，而其多经由具身

实践所得。本文所考察的英美高校中，理论课与实践课的比
重基本持平，且实习则可以计入选修课学分，而在我国，理论

教育仍占据核心地位。由此，可增设实践类课程，将知识的

传授与习得场所延展至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助力隐性知识的

累积。

博精并重，专注核心层知识。基础层知识的拓宽为复合

型人才培养提供了支撑，然而面对空前扩容的口语传播场

景，更需要定制化的“专家型”人才。对此，可根据口语传播

的主要场景开展模块化教学。如可开设“人际沟通”“团体沟
通”“组织传播”“公共传播”“跨文化传播”等模块，由学生根

据自身兴趣和未来职业规划有选择性地对 2—3 个模块进行

深入学习，亦可根据智能场景的特征进行分类，如开设“虚拟

场景传播”“个性场景传播”“移动场景传播”等模块课程。

表 6 基于场景匹配的口语传播人才知识体系建构

核心层
知识

模块
举例

模块 课程设置 工作规划

人际沟通 沟通心理学、人际劝服 咨询服务

团体沟通 冲突社会学、组织与管理 行政管理

组织传播 公关关系、谈判与协商 宣传策划

公共传播 语音与发声、演讲与口才 播音主持

跨文化传播 中外礼仪、口译技巧 涉外管理

支撑层
知识

隐性知识: 实践类课程 显性知识:理论类课程

基础层
知识

人文社科类: 传播学、艺
术学、修辞学、伦理学等

自然科学类:人工智能概论、
数据分析、算法推荐原理等

3．能力体系:培养场景传播能力

场景( Context) 有情景、语境之意，符号学的语境论认为，

符号的真正意义在于其使用意义，而使用意义脱离不开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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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境，口语传播更是如此，无论是语言或非语言符号的使
用，还是对传受双方体验和感受的强调，口语传播都无法脱
离场景而存在。在传播场景趋于虚拟化、个性化和移动化的
智媒时代，场景已然成为媒体的又一核心要素，瑏瑤场景传播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

场景传播实质上就是特定情境下的个性化传播和精准
服务。瑏瑥就口语传播而言，场景传播能力意味着学生能够感知
甚至深谙不同场景特点和用户行为特征，并以有声语言的形
式迅速传播与用户所需求相适配的信息或服务。2019 年，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时隔 8 年再次举办主持人大赛，过硬导向把
控能力、新闻直播互动能力、多媒体应用能力、人格化传播能

力成为赛事新标准，这些都与场景传播能力不可分割。概括
而言，场景传播能力是一项复合型能力，需要学生基于具体
场景充分调动、组合自身智能，以实现对场景的把控与调适。

多元智能理论将人类的智能划分为八又二分之一种，包
括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

音乐智能、人际智能、自我认知智能、自然观察智能和存在智
能。瑏瑦长久以来，我国的播音主持教育过于强调挖掘并培养学
生的语言智能，而忽略了其他智能的发展，这不利于场景传
播能力的培养。由于不同场景对智能强项和组合的要求并
不相同，在实际操作中，应结合具体场景类型对不同智能进
行比例调适，以实现智能与场景的高度匹配。

表 7 基于场景匹配的口语传播人才能力体系建构

场景类型 具体场景举例 场景传播能力细分 智能组合

虚拟场景 博物馆 VＲ体验配音、解说
擅于语言表达，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能
够准确感知虚拟空间中的方向和情景

语言智能、视觉空间智能、逻辑数学智能

个性场景 智慧广播录制、一对一口语教学
擅长语言表达，能够认知、调节自身，理解、
洞悉用户需求并与其交往

语言智能、人际智能、自我认知智能

移动场景 网络直播、用户视频连线
擅于语言表达，能够快速感知不同移动场景
中的自然和人造系统

语言智能、身体运动智能、自然观察智能

智能受先天条件和后天学习的双重影响，因此可从两方
面对学生进行定制化培养。一是挖掘具备某一突出智能的
学生。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智能优势和劣势，高校可在招生之
时就根据预设的就业场景招收具备特定智能的学生，亦可在
学生入学一段时间后，基于学生表现进行分流。二是可推动
虚拟仿真教学场景的开发，组建场景库对各类场景进行汇集
和维护，并面向不同场景开设相关课程，开展模块化教学。

如面向虚拟场景开设空间感知课程，面向移动场景开设运动
与身体课程，面向个性场景开设人际沟通课程等，分别提升
学生的视觉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人际智能等。当前，辽
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己在 2020 级学科
核心课程中开设场景主持课程，意在培养学生对不同场景中

信息的感受力。而随着各院校对场景这一要素的日渐重视，

未来口语传播人才的场景信息采集、感知、传播能力有望得
到系统提升。

长久以来，“适应”行业与社会发展成为播音主持教育的共
识，但“适应”终归是被动而无奈的，且传媒发展日新月异，社会
生态日异月殊，一味适应终归不是良策。从“+互联网”到“互联
网 +”再到“智能 +”，媒体发展的进程从未停止，且仍将继续。

未来，5G将作为一项引擎性技术，助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
等越来越深地嵌入媒体生态，播音主持教育也应变被动适应为
主动引领，把握传播、人和社会关系的本质，以培养口语传播人
才为大方向，在洞悉智能传播场景新特征的基础上率先“求变”，

在风云变幻的智媒时代寻得立足之本和价值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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