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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下

列概念（10分）

1、播讲⽬的（2分）

2、感受（2分）

3、内在语（2分）

4、重⾳（2分）

5、节奏（2分）

⼆、简述题(30分)

1、简述播⾳语⾔的特点（15分）

2、举例说明情景再现的展开过程（15分）

⼆、论述题（40分）

1、结合实际谈谈播⾳员、主持⼈为什么要坚持正确的创作道路（20分）

2、结合本学期所学理论，谈⼀谈如何才能把创作依据变成“我要说的话”？（20分）

三、⽤“备稿六步”的⽅法分析《不要做表⾯⽂章》（见训练教材173

页）（20分）

04播⾳双学位期末试卷答案（A卷）

⼀、解释下列概念（10分）

1、感受

感受在播⾳创作过程是使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处于运⽤状态之中的关键所在。对播⾳员来说，它就是感之于外，受之于⼼之
意。感之于外，是指透过语⾔的符号感觉到语⾔符号的代表的具体的客观事物的存在；受之于⼼，是指客观事物对播⾳员的间
接刺激在内⼼产⽣反应。（或者：是播⾳员因语⾔符号达于客观事物从⽽接受其刺激产⽣内⼼反应的过程。）

2、播讲⽬的：主要是指在德、智、美三⽅⾯所要实现的社会意义和作⽤，所要达到的预期效果，所要遵从的诱导⽅向。

3、内在语

指在语⾔中所不便表露、不能表露、或没有完全表露出来的语句关系和语句本质。

4、重⾳

重⾳是使播⾳员主持⼈的思想感情处于运动状态重要的⽅法之⼀。我们播出的稿件、节⽬，都是由许多表达独⽴意思并蕴含⼀
定感情的句⼦组成，但是语句的词和词组却并不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那些突出表现情感、清晰地体现⽬的的词或者词组就是



重⾳。（或：最能体现语句⽬的的词或词组。）

5、节奏

由全篇稿件（或语⾔内容）⽣发出来的、播⾳员思想感情的波澜起伏所造成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的声⾳形式的回环往复。

⼆简述题（30分）

1、简述播⾳语⾔的特点（15分）

1）规范性：语⾔规范、清晰流畅。播⾳语⾔必须具有普通话的规范性（语⾳、语法、修辞、逻辑等）。2）庄重性：真实可
信、落落⼤⽅。源于内容的真实性要求。要求语⾔真实不虚假，充满庄重、可信的意味。庄重性的核⼼是严肃认真、⼀丝不
苟。庄重不呆板，活泼不轻浮。3）⿎动性：情真意挚、爱憎分明。建⽴在真挚贴切的思想感情基础上，与播讲⽬的、具体的
针对性有关，要求引起受众的共鸣，以“催⼈上进”为

核⼼，辩是⾮，明爱增。4）时代感：胸襟开阔、新鲜跳脱。是指创作主体对于时代精神和时代氛围的⼼理把握。应和时代的
脉搏，感受时代的节奏，语⾔样式⾛向多样化。5）分⼨感：准确恰当、不瘟不⽕。包括对政策和语⾔艺术两⽅⾯的准确把
握。6）亲切感： 恳切谦和、息息相通。要⾔之有物，⼼中有⼈。1）

2、举例说明情景再现的展开过程（15分）

情景再现是播⾳员、主持⼈在创作过程中调动思想感情，并使之处于运动状态的重要⼿段之⼀。它是指在符合创作依据需要的
前提下，以创作依据所提供的材料为原型，使创作依据的⼈物、事件、情节、场⾯、景物、情绪……在播⾳员、主持⼈脑海中
不断浮现，形成的连续的画⾯，并不断引起相应的感受、态度、感情的过程。其展开过程是：(1)理清头绪 (2)设⾝处地 (3)触
景⽣情 (4)现⾝说法

三论述题（40分）

1、结合实际谈谈播⾳员、主持⼈为什么要坚持正确的创作道路（20分）

1）是⼴播电视传播的需要。播⾳员、主持⼈是新闻⼯作者，应有较强的党性，喉⾆意识；。2）是提⾼播⾳质量的需要。应
具备“准确及时地、⾼效率、⾼质量地”完成播⾳任务的能⼒；达到“两个统⼀”。3）是受众的需要。

2、结合本学期所学理论，谈⼀谈如何才能把创作依据变成“我要说的话”？（20

分）

把创作依据变成“我要说的话”主要的含义是

(1)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要处于运动状态。这就要运⽤情景再现、内在语、对象感等技巧。

(2)创作者的主体性要强，要说“我”的话。

(3)思维及情感与语⾔要合⼀，不能脱节，不能说“字话”或者念稿、背词。

(4)话筒前的状态要积极，播讲愿望强烈，“⾮说不可”。

四、⽤“备稿六步”的⽅法分析《不要做表⾯⽂章》（见训练教材173页）（20分）

（⼀）划分层次

第⼀层 1⾃然段提出问题

第⼆层 2、3⾃然段分析问题

第三层 4⾃然段解决问题

（⼆）概括主题做⼯作要注重实效，不做表⾯⽂章。

（三）联系背景

上情：坚持⼀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坚持办实事，求实效，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程”

下情：

主流：⼤部分政府职能部门或上级领导能够树⽴正确的政绩观。

⽀流：也有不少领导或部门为所谓政绩，做表⾯⽂章，劳民伤财。



（四）明确⽬的必须树⽴正确的政绩观。

（五）分清主次重点3、4⾃然段

（六）把握基调诚恳批评由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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