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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播音主持副语言是指在节目主持过程中，除了有声语言之外，

主持人通过表情、动作、服饰等无声手段传递信息、表达情

感的一种语言形式。

副语言定义

播音主持副语言在节目主持中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增强节目

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提高观众的参与度和认同感。同时，副

语言也是主持人个人风格和魅力的体现，对于塑造节目品牌

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重要性

播音主持副语言定义与重要性



通过副语言的运用，主持
人能够更加生动、形象地
表达情感，使观众产生共
鸣和情感共鸣。

情感表达 信息传递 节目效果增强

副语言能够传递更加直观、
形象的信息，帮助观众更
好地理解和记忆节目内容。

适当的副语言运用能够增
加节目的趣味性和观赏性，
提高观众的收视体验。

030201

创作功能在播音主持中作用



研究目的
通过对播音主持副语言的深入研究，探讨其在节目主持中的创作功能及作用机

制，为主持人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研究意义
该研究有助于丰富播音主持理论体系，提高主持人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推

动播音主持行业的创新和发展。同时，该研究也有助于提高节目质量和观众满

意度，促进广播电视事业的健康发展。

研究目的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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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主持副语言类型及
特点



表示友善、亲切和欢迎，
能够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微笑

通过眼神交流，传达关注、
倾听或引导观众的情绪。

眼神

表达思考、疑惑或不满，
增强语言的表现力。

眉头紧锁

表情副语言



    

手势副语言

手势引导

通过手指或手掌的指向，引导观众的

视线和注意力。

手势加强语气

配合语言的节奏和重音，强调关键信

息。

手势模拟

形象地模拟事物或动作，帮助观众更

好地理解和记忆。



表示关注、倾听或亲近，增强与
观众的互动感。

身体前倾
传达放松、自信或思考的状态，有
助于形成个人风格。

身体后仰

配合语言和手势，表达转向、引导
或强调的意图。

身体侧倾

身姿副语言



服装款式

不同款式的服装能够展现主持人
的个性和风格。

服装色彩

通过色彩的选择和搭配，传达节
目的主题和氛围。

配饰点缀

适当的配饰能够增加整体造型的
层次感和亮点。

服饰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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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主持副语言创作原
则与方法



播音主持副语言必须真实、准确地传递信息，避
免误导观众。

真实传递信息

副语言应反映客观事实，不夸张、不歪曲，保持
公正立场。

反映客观事实

副语言要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实际经验，使观
众产生共鸣。

贴近生活实际

真实性原则



恰当运用修辞手法
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增强副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注重节奏和韵律
合理安排副语言的节奏和韵律，使其具有美感和音乐感。

富有感染力
播音主持副语言应具有艺术感染力，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艺术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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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受众需求

副语言要适应不同受众的需求和审美趣味，提高观众的接受度。

01

展现个人风格

播音主持副语言应展现主持人的个人风格和特点，形成独特的

魅力。

02

符合节目定位

副语言要与节目定位相符合，体现节目的特色和宗旨。

个性化原则



勇于尝试新事物

播音主持副语言要勇于创新，尝试新的表达方式和手段。

借鉴其他艺术形式

可以借鉴其他艺术形式如戏剧、电影等中的表现手法，丰富副语
言的内涵和表现力。

与时俱进

副语言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潮流和社会热点，保持新鲜感和活
力。

创新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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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主持副语言在节目
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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