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创业教育模式下播音主持教学的探索与改革 

——以《主持人思维语言能力训练》的课程教学为例 

创新创业教育是适应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教学理念与模式。在高

等学校中大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对于促进高等教育科学发展，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在此教育理念下，播音主持的教学改革

成为培养该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课程《主持人思维语言能力训练》是播音主持专业的

核心课程，也也是培养该专业的学生的主持思维与语言能力的基础课程。本文以该课程切入

点，探讨“双创”教育理念下播音主持教学模式和思路的改革。 

一、 课程建设理念改革 

课程《主持人思维语言能力训练》使学生具备对主持思维样式的理解、认知能力，提高

学生的思辨能力和语言转化生成及表达能力，并将思维语言与表达能力进一步运用到节目主

持和播音的实践创作中。 

“能力先于知识”是《主持人思维语言能力训练》这门课程的新建设理念。该课程是一

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业核心课程，但理论知识的讲授主要作用是为了服务于学生的思维

和语言实践。“能力优于知识”的课程建设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改知识传授为

创新思维能力培养。将创新精神的培养贯穿课程始终，通过探究式、案例式、项目式、研讨

式、合作式学习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第二，改单一测试为能力的立体评

价。评价“过程化”，依据训练过程记录，利用多种方式，对学生学习能力和过程进行评价。

评价“精细化”，不以单一标准来衡量，将评价标准“立体化”，因材评价，多角度评价。 

该课程建设理念中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而且在思维与语言转化过程中增强了其节目

播音主持实践的能力，体现了高校“双创”教育的理念和探索。 

二、 课堂教学模式改革 

在“双创”教育理念中，学生是创新和创业的主体。在课堂教学模式上，要充分体现教

学形式的“三位一体”。改变以前课堂上从教师为主讲的教学模式，向学生思维与语言表达、

师生互动研讨、教师评讲“三位一体”形式转变。按照每堂课的教学目标，以课前学习为基

础，以问题或案例为主线，将三类教学形式和恰当的教学方法相结合，引导学生的主动参与、

积极思考与有效表达，实现一种“学为主、教为次，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课堂教学形态。 

在课堂中融入项目式的教学，重在培养播音主持学生思维的自主性、创作的实践性与团

队合作的能力。在教师讲授主持人思维的理论知识之后，学生以 2-4 人为一小组，从搜集相



关主持人思维案例到学生进行点评并分析，紧接着根据课上所学理论知识提供最优的思维方

案，最后从个人的思维语言角度创作一档具有主持风格的广播或电视节目。在这个项目化训

练过程中选取案例、点评分析、提供方案、节目创作，都需要学生自行选取、讨论，确定可

行且有创意的最优方案，同时还涉及到节目创作的具体分工，需要团队之间协商与合作。在

这一环节的教学中，学生能够运用案例进一步深入地理解相关的理论知识，在搜集、点评与

创作节目的过程中，逐步将思维转化为节目的创作实践中，有助于该专业人才创新型和创造

性人才的培育。 

三、课程内容优化改革 

1.修订完善大纲、优化课程结构 

根据课程“能力优于知识”的建设理念，使学生所学主持人思维语言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更好运用于主持人比赛和实践中，教学大纲中增加 CCTV 主持人大赛、自媒体主持语言等新

内容，增加学术前沿内容。理论部分进一步整合，分为两大板块：思维类型与语言表达及主

持人语言传播特点与表达，条理清晰，应用性强。实践部分采取“人人参与”的架构方式：

思维训练过程中充分发挥每个学生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2. 实践训练实施项目教学，训练过程因材施教 

将思维类型分为若干技能单元，每种类型作为一个教学项目，实行理论、实践一体化的

单元式教学。在项目教学过程中，学生会针对个人思维和语言表达的优势和劣势在学习和训

练中有的放矢，进行效果性和提高性的训练。同时每个思维单元教学都以思维和语言技能完

成一个作品来结束，并进行下一个项目的教学。 

3. 精心设置训练问题、巧妙结构课堂。 

思维训练问题的提出、主持人语言的生成都以“节目”为呈现形式，将思维和语言过程

变为结构“节目”的过程，使学生时时有“节目”意识，处处有“作品”呈现。 

四、 学生学习评价目标改革 

依据“双创”教育理念，针对课程《主持人思维语言能力训练》的课程建设理念和课程

体系特点，该课程的评价主要有以下三个目标构成： 

1. 主持节目的思维展示能力目标。 

第一，广播电视主持人应注重思维积累,拥有丰厚的文化底蕴；第二，广播电视节目主

持人应发挥思维的主观能动性,海纳百川,集众家之长。该课程课堂的思维测试和期末技能考

试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评价和考查主要围绕思维的知识积累和主观能动性展开。 

2. 主持人思维与语言的转化能力目标。 



对于主持人而言，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思维的内容和结果依赖于语言的表达，对节目的

思维能力的外在展示是主持人的节目语言。因此，该课程中学生将思维转化成主持语言的能

力成为其评价的第二个主要目标，重点评价学生对广播电视节目中个人思维的内容转化成主

持人语言的能力。 

3. 播音或主持语言的表达能力目标。 

这个评价目标主要考查思维和语言综合运用和转换过程中学生展现语言表达的个性和

魅力的能力。该评价目标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要坚持语言规范性,

要有良好的发声能力；第二，注重语言表达的技巧，包括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两个方面；第

三，主持人语言表达要突出个性，主持人的语言表达不仅有扎实的语言功底会说话,还要说

得好，说得有个人的特色和风格。 

结语 

针对国家提出的“双创”教育的先进理念，在播音主持教学中要有机融入在具体的课程

教学中。总之，为了培养适合媒介发展需求的播音主持专业人才，注重对学生创新思维和主

持实践能力的拓展，使学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播音主持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