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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时代下主持人的角色突围与语言风格新变

——以综艺节目主持为例 
高海宁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省兰州市  730070） 

摘要：随着时代不断地发展和进步，观众的观看习惯已经从大屏幕切换到了小屏幕，竖屏成为时代主流。本文将结合时下较为
流行的数档综艺节目进行分析，以新型综艺节目主持为切入点，剖析在全媒体时代综艺节目主持所受到的影响，并对主持人的角色
变化和语言风格进行探析和总结。为了更好的契合观众新的心理需求，提高信息传递的感染力和信息清晰度，全媒体时代下综艺节
目主持人具有角色隐匿化、功能淡化的特点，与传统综艺节目主持人相比更加大众化和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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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兴媒体的出现和传统媒体的更新，新旧媒体的融合

成为了全媒体信息传播的时代要求。所谓“全媒体”，是指立足

于现代技术的发展和媒介融合的传播理念，综合传统媒体与新

兴媒体，在媒介内容生产、媒介形态、传播渠道和方式、媒介

营销观念等方面的整合性运用[1]。在全媒体时代，任何人都有可

能利用新媒介成为独立的记者和媒体，及时发布自己获得的信

息并对其他民众所发布的信息表发评论和理解，这打破了传统

媒介时代传者对信息的垄断，使传统市场备受挤压。所以，对

于电视媒体节目主持人来说，更需要与新媒体融合，实现在困

境下的角色和语言风格突围和转型，以适应时代和受众的需要。 

一、全媒体时代下的媒介新变带来的多元变革 
（一）媒介转变推动传播格局结构性改变 

全媒体时代给传播媒介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这是一个信息

传播方式和媒体格局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代。具体表现为，第

一，全媒体时代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时空限制。通过互联网，人

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新闻和信息，不再受限于报纸的发行时间

和电视广播的播放时间。第二，观众的观看习惯由大屏切换为

小屏。在过去，传统媒体主要包括报纸、电视和广播，而现在，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如社交媒体、视频分

享平台和即时通讯工具等迅速崛起，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交流

的重要渠道。第三，短视频的兴起，将视频最短时长从 3 分钟

变成了 15 秒，观众的观看时间由整条视频变得更加碎片化。此

外，全媒体时代也给传播媒介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和机遇。传统

媒体面临着读者和观众的流失，需要不断创新和转型以适应新

的媒体环境。新媒体的兴起传媒行业需要不断创新和适应新的

媒体环境，同时也需要加强信息真实性和个人隐私保护的管理。

总的来说，全媒体时代给传播媒介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改变了

人们获取信息和交流的方式，加速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

形塑了受众和碎片化体验及观看习惯。 

（二）媒介变迁引起新兴节目创新性发展 

首先越来越多的文化类综艺涌现出来。例如 2016 年推出的

《中国诗词大会》让文化类综艺开始进入观众视野。该综艺善

于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提炼文化符号，将中国特色和全球文

化相结合，形成文化间的共振。同时深挖我国传统故事的价值

点，注入中华核心价值观。例如在第七季，主题是“少年”，康

震用诗词致敬电影《长津湖》中保家卫国的英雄，构建出个人

与国家共生的情感场景，很好的满足了观众爱国的心理需求。

其次，对于主持人的文化素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例如综艺《你

好生活》主持人撒贝宁和尼格买提，就是运用自身的文学修养，

在“慢理念”上，进行文化输出和内容沉淀，激发观众的情感

共鸣。在最受观众欢迎的平台之一——短视频中，具有文化感

的网红更是深受观众的喜爱，例如李子柒、房琪等制作高质量

文化输出的博主，这种现象也将会是全媒体时代主持人转型方

向之一。 

其次，怀旧类综艺也深受观众的喜爱。例如《声声不息·港

乐季》，通过运用经典的音乐符号来实现怀旧氛围的构建。设置

让观众选择内心深处最具有代表性的音乐符号，形成集体记忆

和大众情感共鸣的环境基础，比如说演唱大家耳熟能详的《海

阔天空》、《红日》等。 

再者，一些沉浸式、情景式综艺节目层出不穷，例如《典

籍里的中国》让共情照进历史。以舞台展演中的历史构建为主，

由演员演绎的历史人物诠释中国典籍的创作过程，还原经典古

籍原文中的人物形象，将观念性的文字转化为可视的情景再现，

以提高观众的亲历感和参与感，达到满足观众心理需求的特点。 

强调互动性和参与性，综艺节目在全媒体时代更加注重观

众的互动和参与。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在线投票、实时评论等

方式，观众可以与综艺节目进行互动，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喜好，

增加了观众的参与感和忠诚度，例如《主持人大赛》，决定成绩

的方式是通过现场评委和观众的打分加上数位云评审的分数总

计产生，让在屏幕之外的观众也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 

跨平台传播和整合营销，综艺节目在全媒体时代通过多个

平台进行传播，如电视、网络、移动终端等。同时，综艺节目

还与其他媒体形式进行整合营销，如与电影、音乐、游戏等进

行跨界合作，扩大了综艺节目的影响力和市场价值。 

二、新兴综艺节目主持人角色功能的升级 
（一）从节目主角向参与者转变，“去中心化”特征渐显 

以往的电视节目中，主持人无疑是表达中心。例如 1998

年播出的《幸运 52》，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综艺节目，通过知识

问答、竞猜等形式，让节目与观众产生连接和互动，以极高的

互动新体验，使观众沉迷其中。可是这个节目弊端是太过于具

有科学性，难免造成枯燥无味。这时，主持人李咏发挥了很大

的作用，利用其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和笑料百出的语言金句，

使节目气氛活跃了起来。在《幸运 52》里，主持人发挥了控场

和调动现场气氛的作用，积极地输出和表达着自己的观点，让

整个节目变得更加具有趣味性和互动性，很好的诠释了一个主

持人表达者的角色和身份，在整个节目中有着核心的地位，作

为传播内容的重要载体和主要输出方式，是传媒媒体影响力的

主导因素。 

在当下，随着传播媒介的更新换代，赋予了受众更多的选

择权。同时，网络主播以及非专业主持人的大量涌现使得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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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不变的综艺节目有了很大压力，主持人作为一个节目的核

心和表达者，以往的舞台地位不复存在。自此，在全媒体时代

下诞生了很多顺应时代的产物，例如新兴的综艺节目等。我们

以最近爆火的新兴网络自制综艺《脱口秀大会》为例，在《脱

口秀大会》中，不再设有专门的主持人来串场和表达，而是用

“领笑员”这一角色代替。这时的主持人兼有双重身份，既是

引导节目流程的“主持人”，又是烘托节目气氛和融入嘉宾的“领

笑员”，而在全媒体时代下，更加侧重后者的身份属性，主持人

这一角色则被模糊和淡化。以往传统主持人的垄断性话语权被

稀释，将节目的表达和输出的任务放到了参加节目的脱口秀达

人身上，通过其幽默风趣的爆梗和生活中的趣事达到哄堂大笑

的效果，从而让他们承担起表达者的角色。而主持人也不像以

往那样，而是通过对现场受众进行心理分析和引导，让观众积

极主动地参与到节目中来，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这种新

趋势把节目主持人由主角转为了配角，削弱了主持人的存在感，

凸显嘉宾主体地位，以达到“去主持人化”的特点。此外，与

传统的综艺节目相比《脱口秀大会》的语言风格更加地“接地

气”，这使得拉进与观众的距离，使观众的喜爱度上升。综上所

述，《脱口秀大会》是一种很成功的新综艺模式，契合了在全媒

体时代下观众的观看需求。在去主持人化的特点下，这一主持

人风格也反响良好，主持人由表达者转变为倾听者，是全媒体

时代综艺节目主持人发展的趋势所在。 

（二）从受众复合型向针对型转变，“分层化”特征渐显 

网络的更新换代和小屏时代给大众带来了更多地选择权

利，以往被动接受信息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了，观众可以自主选

择喜欢的节目观看，因此受众的偏好成了节目制作过程中的一

个重要参考，只有顺应时代发展不断地更新节目形式才能不断

留住观众。以《你好生活》为例，尼格买提和撒贝宁两位常住

主持人是叙事主体，在互动过程中让理性化的静态表达与感性

化的动态相结合，借助传统文化、中国元素等标志性的中国文

化符号，构建多元化的话语表达方式，展现节目价值[2]。主持形

式不再是身穿西服在上主持和串场，而是在田间地头、农村湖

畔等地。例如其中一期，主持人尼格买提、倪萍等人在贵州共

同帮助贫困家庭修建没有完成的房屋，主持人借景抒情顺势谈

到了北漂的生活经历，谈到在首都的第一个小屋。“家”自古以

来都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根，讲求安家立业方为落叶归根。节

目在主持人和邀请嘉宾的交谈中使得话题有温度，到达感化观

众的目的。 

又例如，在《明星大侦探》中，主持人何炅等不再是旁观

者，更多的是加入嘉宾的行列，以玩家的身份出现，和玩家一

起参与到故事中，推理谜团，找出真凶。另外主持词也被大量

简化，甚至由嘉宾或导播进行串场，以保证节目的连贯性和完

整性[3][4]。 

最后再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例，这档最近爆火的央视综

艺也摒弃了传统的主持形式，而是利用理性解读和感性体验两

条线交叉实现节目的主持。主持人撒贝宁为第一条线，以“读

书人”的身份沉浸式体验到典籍里的故事，主持人王嘉宁在访

谈室与各位专家学者对话，在科学权威中解释故事。比如在第

一季第一期《尚书》当中，对于第一现场舞台戏剧表演当中反

复提及的《尚书》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访

谈室的谈话就由王嘉宁为主要引导，蒙曼等专家学者为嘉宾展

开讨论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在轻松的谈话中向观众解释了民本

思想的由来以及在后世的发展脉络[3]。在以往的传统综艺节目

中，主持人通常以 1 个或是几个人的形式出现，且多为“陈述

者”和“旁观者”，而在《典籍里的中国》中，出现了“1＋N”

团体主持模式，撒贝宁一人演绎，访谈室内多人讲解，让主持

人成为故事的“叙述者”，但这种方式并没有减少主持人的输出，

更为其增添了个人魅力。 

三、新兴综艺节目主持人语言风格的探析 
（一）更具趣味性和特征性的特点 

进入全媒体时代，随着越来越多不同风格的节目涌现，主

持人的身份也与一些特定的身份所重叠，进而形成特色鲜明的

语言风格。例如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中，第二季时，李锐

经常在节目里以村长自称，在嘉宾们赶小狗比赛结束后，村长

李锐说：“村长说在比赛完之后有礼物给大家，还记得嘛？是我

们山上的神仙给了我们特别特别美丽的一个在树上的屋子，像

城堡一样噢”，这样既有趣味性又特征明显的话术彰显了他符合

亲子节目基调的语言魅力，也把嘉宾和观众巧妙地沉浸在特定

的环境里。李锐虽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持人，但其因为幽

默诙谐的互动语言和符合他“村长”身份的特征化说话风格，

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即衔接了嘉宾的任务，又使节目更具

流畅度和趣味性。所以，在全媒体时代，主持的形式是多种多

样的，要根据不同的节目需求相应改变不同的语言风格。 

（二）注重主持人个人魅力化的体现 

以往的传统综艺节目主持人很少展示自我的表达，而当下

的综艺节目主持人会注重将语言风格和个人经验、特长、性格

爱好等相结合。例如《你好生活》中，撒贝宁和尼格买提每去

到一个地方，会有不同的情感抒发和叙述自己的经历。节目中

还时常穿插主持人尼格买提的独白和手写文案的镜头，使主持

人不再是冰冷的而是有温度的。在贵州为贫困户建房的故事中，

尼格买提说：“不是每一场雨后都有彩虹，但晴天总会到来。”；

在帮扶老奶奶的路上，撒贝宁说：“真正要看到的是人的状态和

精气神，但现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这样的心灵的探索和旅程”。适

时的加入一些文学化、对生活心怀憧憬和希望的话语表达，于

无形之中升华了节目的主题，也满足了观众期待的情感需求。

这对于新时代下的综艺节目主持人来说，要更加注重个人文学

素养的提高，将自己的语言风格和个人魅力深度融合，以“言

之有物”的语言风格来满足观众的情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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