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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艺术，是为人们带来美的享受与愉悦的一种形式。当我们选择报考艺术类专业的时

候，也就选择了一种与美同行的生活与职业方式。

当前，开办艺术类专业的院校越来越多，而播音与主持更是其中的热门。这既意味

着考生选择面的增大、高考录取率的提高，也反映出了市场对优质人才质与量的双方面

渴求。对于考生来说，大好的形势下，自然更需要一本合格的辅导教程来帮助自己考场

夺魁，金榜题名。

《播音与主持艺术高考进阶实用教程》旨在分享一条便捷、有效的艺考成功路径。全

书共分四个部分，即专业综述、能力养成、分项指导与强化冲刺。每个部分既独立成篇，

又相互联系，便于考生根据自身的学习进度与水平进行全程系统训练或单项考前冲刺。

就具体内容而言，本书基本涵盖了各大院校的考试类型与典型题型，每个部分都

进行了具体的讲解与示例分析，可为考生提供清晰的训练方法与解题思路，并精选了部

分练习以巩固训练效果。为了增强实用性，在指定稿件播读和自备稿件朗诵的部分，更

是邀请了一线教师、播音员、主持人进行录音范读。以期通过他们的准确播报、艺术表

达、生动示范，为考生呈现更为直观的听觉形象与参照标准。

艺术造诣的提升，是一个向上攀登、永不封顶的修行过程。还望考生以虔诚之心，

发美妙、向上之音。在日复一日的磨炼与思考过程中，体悟语言的博大、艺术的精深以

及自身水平的精进。

就让我们将这本教程看做一叶扁舟，携手踏上播音主持的艺术之旅吧！在不断追寻

梦想、执著前行的过程中，沿途的美丽风景，等你来一一发现。我们的交流和反馈邮箱

是：wangshenping2006@sina.com或者516256142@qq.com。

                                                                                                                         田 园 曲

                                                                                                                 2012年9月于成都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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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播音专业的历史沿革

1940年12月30日，人民广播开始了第一次播音。从这一天起，播音经验的总结也

随之开始。中国的播音事业在辉煌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与科学的创作方法，

并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以及一大批优秀的播音主持作品。 

伴随着播音创作实践的不断发展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播音作为一门学科，其

独立性也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并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承认。

从1940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

播音算起，人民播音事业已经走过了七十多年的光辉历程。这七十多年来，人民广播

的播音员由最初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全国的万人大军；播音理论

建设由陕北台的“十天工作总结”，发展为正式建立《中国播音学》。

1958年5月，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最早没有专职播音员，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代播，不出图像，之后从中央台播

音部调来了沈力同志，才有了正式的专职电视播音员。沈力也由此成为我国第一位电

视播音员。20世纪60年代，赵忠祥被选到电视台，成为第一位电视男播音员。

为了适应广播电视的发展对专门人才的需要，1954年我国建立了第一所培养广播

专门人才的学校——北京广播学院，并于1963年正式招收播音专业学生，当时学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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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从此我国有了培养播音人才的正规院校。 1

随着广播电视教育事业的成熟，以及一线对高素质、高学历从业人员的需求，播

音专业的学科层次也逐渐提高，已由起步阶段的专科层次拓展到现在的专科、本科、

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多层次协同发展的阶段。

二、办学规模及专业方向设置

作为一个新兴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发展速度无疑是迅猛的。据中国

传媒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世界华语传媒语言及语言传播人才培养战略

研究》(BBU211-14)之《我国当前播音主持专业教育现状及专业人才综合素质》

(BBU211-14-2)的研究成果《播音主持专业人才培养研究》指出，我国目前大概有150

多所院校办起了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或专业方向，不计入成人教育和远程教育，每年

本专科的招生规模在一万人左右。这些院校大致可分为五个层次：一是专门性院校，

如中国传媒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二是综合性院校或专业院校中所设置的广播影视

二级学院，如四川师范大学电影电视学院、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成都理工大学广

播影视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等；三是综合性院校或艺术院校中设置的广播电

视播音与主持艺术学科，如四川音乐学院、广州大学、上海戏剧学院、陕西师范大

学、山东艺术学院等；四是各省(市、自治区)广播电影电视局开办的广播电视综合学

校，如湖南广播电视学校、江西广播电视学校等；五是民办院校，如黄河科技大学、

北京吉利大学、西安培华学院等。按这样的办学规模，目前我国播音与主持专业在校

生的规模大概在两万人以上。而这些院校每年聚合起来的总招生规模，对有志于报考

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同学来说，无疑也是个利好信息。

具体来看，虽然开设播音主持及相关专业的院校专业设置上大体相同，但其培养

方向和重点却是不尽相同的。

目前国内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开设的方向大致有以下五个。

1. 播音与主持艺术(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为广播影视媒体及相关部门培养能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和广播电

视高科技传媒手段以及计算机操作能力，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集“采、编、播”为

一体的人才。所培养的学生能够担当广播电视行业的新闻播音、娱乐、生活、经济等

1　张颂.中国播音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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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栏目的节目主持及配音，担任相关专业的高校教师，能在企事业单位和影视

文化公司、电影制片厂等从事电教、宣传、公关、广告等传播工作的高级艺术人才。

主要课程：语言学概论、普通话语音与发声、语音与发声辅导、广播电视概论、

主持人语言艺术、形体、表演、声乐、礼仪、主持人思维训练、新闻采访、新闻写

作、新闻评论、文艺作品演播、播音语言表达、主持人学、电视节目配音、摄像基

础、采编播基础、出镜记者与现场报道、电视节目编导、公共关系学、市场营销、栏

目策划、播音与主持实践、非线性编辑、主持人形象设计、非节目主持艺术、实用口

才艺术、心理学等。 

2. 播音与主持艺术(双语播音主持方向，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系统掌握中、英双语播音基础理论知识，有较高专

业知识和语言表达技巧，有较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能组织

和独立承担各类节目的播音、主持和配音任务，掌握各类节目的采编、制作和主持

技巧，较好地掌握英语听、说、读、写、译基本技能，熟练运用计算机知识进行信

息的采集与归类，并掌握播音员与节目主持人应具有的中、英文语言表现能力的高

级艺术人才。

主要课程：语言学概论、普通话语音与发声、语音与发声辅导、广播电视概论、

主持人语言艺术、形体、表演、礼仪、主持人思维训练、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

评论、文艺作品演播、播音语言表达、主持人学、电视节目配音、摄像基础、采编播

基础、出镜记者现场报道、电视节目编导、公共关系学、市场营销、栏目策划、播音

与主持实践、非线性编辑、主持人形象设计、英语主持艺术、英语视听说、英语语音

与发音理论、英美文学、旅游英语、中外新闻理论与业务、英文报刊阅读、西方文

化等。

3. 播音与主持艺术(出镜记者方向，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为广播影视媒体及相关部门培养能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和广播电

视高科技传媒手段及计算机操作能力，具有较高的播音主持专业技能，集“采、编、

播”于一体，掌握新闻理论，能够担当主持人、编辑、记者、策划人、编导、出镜记

者等电视栏目岗位的高级艺术人才。

主要课程：语言学概论、普通话语音与发声、语音与发声辅导、广播电视概论、

主持人语言艺术、形体、表演、礼仪、主持人思维训练、新闻采访、新闻评论、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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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演播、播音语言表达、主持人学、电视节目配音、摄像基础、出镜记者现场报

道、电视节目制作、电视节目导播、编导、公共关系学、市场营销、栏目策划、播音

与主持实践、非线性编辑、个人形象设计、心理学、广播电视新闻写作、大众传播

学、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当代世界传媒前沿、解说词写作、平面设计、报刊编

辑、广告策划等。

4. 播音与主持艺术(礼仪文化方向，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主要培养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与新闻传播事

业发展需要，具备艺术学、中国语言文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知识结构

与应用能力；具有良好职业素养，基础实、素质高、能力强、重个性，能在传媒及相

关领域从事各类节目主持、形象代言与宣传、对外联络与接待、活动策划与组织、部

门协调与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除公共基础课外，主要课程有：普通话与播音发声、播音语言表达、主持人学、

中外礼仪基础、公共关系学、组织行为学、公关语言艺术、交际英语、播音与主持业

务、市场营销学、危机管理、公关心理学、公共关系实务等。

5. 播音与主持艺术(空乘与礼仪方向，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政治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素质，精

通国内外航空服务业务，能够熟练掌握所学专业技能，具备较高外语水平、团结协调

能力和灵活应变能力，能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适合民用航空事业需求与发展的空

乘、地勤等领域的高级服务管理人才。

主要课程：普通话语音与播音发声、语言表达艺术、主持艺术、民航发展史、客

舱服务与管理、客舱设备使用与管理、民航乘务英语、民航空乘礼仪、客舱服务程序

及标准动作实操、应急设备种类使用方法、空乘面试指南、民航服务心理学、乘务员

CBT软件系统培训等。学生通过学习空乘与礼仪知识，接受空乘服务、英语、计算机

等方面的技能训练，能够熟练地运用专业技能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同时通过文化素

质课程和专业实习环节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成为文化素养高、专业技能强的

高级空乘、地勤人员。

学生毕业后可推荐到国际及国内各大航空公司担任民航乘务员、民航安全员或从

事安检、VIP服务、值机、票务、海乘、路乘等工作，也可推荐到政府部门、企事业单

位、空乘院校从事管理、文秘、主持、教学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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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荐专业院校

相对来说，受地域文化差异、节目收视习惯、媒体风格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南、

北方院校在人才培养的风格上还是有些许差异的。这种差异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各

院校的专业教学在常年与当地节目生产一线的交流互动中逐渐形成的。

据笔者常年在教学与实践中的研究，并结合历年全国各省市不同级别、类型的与

播音主持相关的比赛结果进行对照分析来看，北方院校培养的学生更为正统，学生整

体的稿件播报能力相对突出一些；而南方院校培养的学生，相对来说变化性更突出，

更具娱乐感与生活化的特质。

当然，这里谈的都只是相对而言，既不绝对，也不以偏概全。毕竟，人才培养路径

有差异是件好事，这样对不同人才的培养才会更有侧重。并且随着各院校教学水平综合

实力的不断提高、专业意识的进一步加强，不少院校也在教学方式、手段上加大了改革

调整力度，在尽量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弥补短板，增强人才培养的综合竞争力。

下面，我们就对南、北方院校中相对有代表性的院校作个简要介绍。

1. 北方片区

中国传媒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其前身是创建于

1954年的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人员训练班。1959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学校升格为北

京广播学院。2004年8月，北京广播学院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成立于1996年9月16日，是中国传媒大学的二级学院之一。它的

前身是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始建于1963年。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是中国建立最早、影

响最大的培养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艺术专业高层次人才的教学基地，也是中国广播电视

语言传播研究和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科研基地。  

学院目前下设播音系、播音主持艺术研究所、语言传播研究所、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

等系所；并建立了广播电视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培训交流中心。现有专职教学科研人员50

多人，副高以上职称的占50%以上。全日制在校生800人，其中研究生100多人。 

学院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是部级重点学科，也是中国传媒大学传统优势

学科，中国播音学是其重中之重。该学科是我国首批硕士学位授权点，2000年又获得

博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中国播音学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中分离出来，在新闻

传播学一级学科下自主增列了“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二级学科，并招收博士生。2006

年在此基础上，将播音主持三个硕士专业方向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分离，增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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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专业硕士点，并开始招生。播音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和硕士

生导师14人。学院拥有一批国内一流水平的专家学者，承担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

项目。

学院具有良好的教学、科研条件，拥有60多个电视演播厅(室)和播音教学语录

室，配备了目前最先进的数字视频和音频设备；普通话水平测试实验室、计算机语言

学实验室等也配备了国内一流设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创建于2003年。学院下设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

新闻、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和摄影等6个本科专业；拥有新闻传播学硕士

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权，招收新闻传播学“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有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学院研究生教育覆盖了大众传播类艺术与非艺术

所有领域。2009年，在国务院学位办主持的研究生教育教学评估中，综合指标名列第

15位。

学院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聘请了一批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为兼职教授，专兼职

教师中具有高级职称的人数占教师队伍总数的60%以上。

学院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师资队伍建设为基础，以创建优秀课为载体，以培养

高质量学生为目的，在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上，在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上，做了科学

大胆的尝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现有研究生、本科生2200余人。

学院拥有先进的教学设备和设施。设有学生图书阅览室、计算机房、专业设计机

房、服装工艺实验室、专业画室、摄影室、学生用播音间、教学用播音间、中小型演

播室、编辑工作室、非线性编辑实验室、语音室、双向教学系统、形体房等。

学院先后与中国台湾和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

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内外高校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学生艺术团成功出访韩国和马来西

亚，进行友好访问演出，获得很高的赞誉。

山东艺术学院

山东艺术学院坐落于名泉簇拥的历史文化名城济南，是山东省唯一一所综合性高

等艺术学府。自1958年建校以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现已发展成为文化底蕴深

厚，学科专业齐全，办学层次较高，办学条件优越，在山东省艺术教育和艺术人才培

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内同类艺术院校中卓有影响的综合性高等艺术学府。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成立于1993年，已有近20年的办学历史。主要培养文化修养高，

专业素质全面，有一定采访、编导、节目制作能力，有较高的广播及电视节目主持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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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才。由于戏剧学院具备培养专业人才的丰富经验和雄厚实力，本专业毕业生普遍具

有一定的艺术才能，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和较强的适应能力，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一所师范大学，是国家

培养高等院校、中等学校师资和教育管理干部的重要基地，被誉为西北地区“教师的

摇篮”。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培养具备新闻传播基本理论知识和深厚的文化功底，熟悉我

国新闻宣传政策及法规，能从事播音、节目主持、采编、节目制作及其他相关工作的

高级专业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有：普通话语音与播音发声、播音创作基础、主持艺术和技巧、广

播编辑与节目制作、形体训练、即兴口语表达、广播电视文稿写作、广播电视史、视

听媒介批评、电视文化、电视节目评析、电视纪录片、大众传播学、中国古代文学、

传播伦理与法规等。

河 南 大 学

河南大学坐落在历史文化名城、七朝古都开封市。创建于1912年的河南大学在百

年的办学历程中，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已经成为一所拥有文、理、工、经、管、

法、哲学、教育、历史、医学、农学等11大学科门类的综合性大学。学校现有76个本

科专业、24个硕士一级学科、179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个博士一级学科、18个博士学

位授权点和10个博士后流动站。拥有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体育艺术师

资培养培训基地、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

育基地，以及2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河南大学是河南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建高校。

新闻与传播学院是河南省最早成立的培养新闻与传播学专门人才的学院。现有国

家级新闻与传播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作为全国较早开设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高校，

从1993年就开始培养播音与主持艺术方面的专业人才，许多毕业生现已成为中央电视

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部分省、市广播电视系统的主播或骨干力量。

2. 南方片区

浙江传媒学院 

浙江传媒学院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建共管的一所培养广

播影视及其他传媒人才的高等院校，其前身是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素有“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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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北广，南有浙广”之称。2004年5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

升格为浙江传媒学院。建校以来学院为中央和地方电视台、电台、影视制作等传媒行

业单位输送了大批专业人才。学院现设有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影视艺术学院、电子

信息学院、动画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管理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音乐学院

和社科部、公体部等8个二级学院和2个教学部，开设了广播电视新闻学、播音与主持

艺术、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工程等28个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和部分专科专业。学

院目前全日制在校生近万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浙江传媒学院正以昂扬的姿态，朝着

特色鲜明、优势明显、国内知名的多科性本科院校迈进。

上海戏剧学院

上海戏剧学院所属二级学院电视艺术学院设有主持艺术系和电视编导系，下有

“主持”“编导”两个专业，培养从事各类电视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和文艺编导、采

编、策划创意及理论研究、文艺评论工作的德才兼备的专门人才。

电视艺术学院(原电视艺术系)成立于1995年，同年向全国招生，9月正式开学，

是全国第一个设立主持专业和培养具有本科学历节目主持人的院系。1999年，第一

届学生毕业，成为我国第一批由主持专业培养、获有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的电视节目

主持人，为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

台、湖南生活电视台、湖南教育电视台和澳门卫视等传媒机构录用，担纲主持各类电

视节目。经数年教学实践，已初步摸索出一条如何培养电视广播节目主持人的思路，

设计出一套较为系统的教学方案和课程设置。2005年6月，为优化学院教学资源配

置，加强教育高地和学科建设，由原戏剧文学系的“广播电视文艺编导”专业划归电

视艺术系，成立上海戏剧学院电视艺术学院。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电影电视学院是中国西部地区培养影视专门人才的高等本科艺术院

校，是著名节目主持人李佳明(中央电视台)、施丹(中央电视台)、谢娜(湖南卫视)、杨乐

乐(湖南卫视)、黄橙子(凤凰卫视)的母校。学院的教育质量和办学特色得到了影视同行

的高度评价，被誉为“中国播音员主持人四大培养基地之一”。

播音与主持艺术系成立于1995年，是我国西部地区最早的优势艺术类专业。十

多年来，作为学院的龙头专业，该系一直致力于学科建设的完善、专业课程的科学设

置、教学设施的管理调配、学生理论和实践能力的综合培养。其教学改革目标是充分

运用现代大学多元化、综合性的功能，培养能够担当新闻播音、各类电视节目主持、

配音的高级艺术人才；培养具备采、编、播一体化，能够独立担当电视节目制作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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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制作的高级传媒人才。2008年该系成功申报了播音与主持艺术学士学位授予权，

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一所具有播音与主持艺术学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影视艺术院

校。2009年根据师大评估要求，成立了“四川师范大学电影电视学院主持人学课题研

究组”，并作为四川师范大学校级精品课程拟立项，进行电视节目主持人新时期的培

养和研究。

四川音乐学院

四川音乐学院创建于1939年，是中国西南地区唯一的一所集音乐、美术、舞

蹈、戏剧、传媒、管理六大学科为一体的多学科、多层次综合高等艺术院校。2008

年,在全国高校教学水平评估中，被评为“优秀学校”。2010年12月，学院被评为

“中国教育综合实力百强”的院校。学院现设23个教学院系，125个专业方向，其中

传播艺术系开设双语(英、汉)播音与主持；国际演艺学院开设播音与主持艺术。

传播艺术系播音主持专业(双语)教研室成立于2005年9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

该教研室的专家、教师始终围绕双语播音与主持艺术方向的培养目标和学科特点，在

教学中不断尝试与探索，教学形式和内容已日臻完善。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汉语)是川音国际演艺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教学硬件设施完

备、课程设置科学合理、教学成果显著的专业之一。一批国家一级播音员和各专业辅

导员老师组成了播音与主持艺术系雄厚的师资队伍，多年积累的实际工作经验使得每

位老师在教学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方式，并用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播音

与主持艺术系(汉语)的每一位学生，同时也受到同学的爱戴和拥护。

湖 南 大 学

湖南大学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立项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1995年创办

新闻学专业；2002年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设有新闻学(含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媒

介经营管理三个方向)、广告学两个本科专业。2002年3月，湖南大学与湖南广播影视

集团联合创办广播影视艺术学院，设有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表演三个本

科专业。2010年1月，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广播影视艺术学院合并，组建新闻传播与影视

艺术学院，在籍学生共1180余人，其中本科生近800人，研究生近400人。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旨在为电台电视台及相关部门培养从事广播电视播音、节目

主持、影视配音等工作及播音主持教学与研究的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有：播音导论、播音发声、播音创作基础、新闻播音、文艺作品演播、

广播节目主持、电视节目主持、影视配音、节目主持艺术、形体、广播电视概论、中

外电视史、摄影、电视摄像、电视编辑、语言学概论、普通话语音、现代汉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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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概论、新闻学概论、新闻采编、广播电视写作、艺术概论、影视美学、中国文学、

外国文学、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创建于1938年，位于历史文化名城长沙，是国家 “211工程”重点

建设的大学、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高校。学校现有5个校

区，占地168公顷，建筑面积100余万平方米。主校区西偎麓山，东濒湘江，风光秀

丽，是全国绿化“400佳”单位之一。学校设有24个学院，3个教学部，本科和研究生

专业覆盖哲、经、法、教、文、史、理、工、农、医、管等11大学科门类。2013年该

校面向全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招收艺术类四年制本科生。

播音与主持艺术(非师范类)：四年制本科。主要开设有新闻学概论、新闻采访

学、美学、中外文学、传播学、播音创作基础、发声学、形体及表演、广播电视播音

与主持、基础写作、演讲与口才、影视文化等专业必修课程近40门。该专业培养具有

深厚的文化底蕴、素质全面的知识型、研究型、娱乐型播音、主持专门人才。

武 汉 大 学

武汉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

重点建设高校。武汉大学溯源于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

堂，历经传承演变，1928年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大学。1946

年，学校已形成文、法、理、工、农、医 6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办学格局。1999年，世界

权威期刊Science杂志将武汉大学列为“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之一 ”。2000年，武汉大学

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揭

开了学校改革发展的崭新一页。

播音与主持专业培养具备新闻传播基本理论知识和深厚的文化功底，熟悉我国新

闻宣传政策及法规，能从事播音、节目主持、采编、节目制作及其他相关工作的高级

专业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有：普通话语音与播音发声、播音创作基础、主持艺术和技巧、广

播编辑与节目制作、形体训练、即兴口语表达、广播电视文稿写作、广播电视史、视

听媒介批评、电视文化、电视节目评析、电视纪录片、大众传播学、中国古代文学、

传播伦理与法规等。

成都理工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始建于1956年，其前身是成都地质学院。1993年更名为成都理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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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2001年经教育部批准组建成都理工大学。成都理工大学的主体原成都地质学院和

成都理工学院，曾是原地质矿产部和国土资源部的重点高校。2000年学校管理体制转

变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四川省人民政府管理为主。现为四川省重点大学。校园面积

2888亩，校舍建筑面积90余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2.43亿元。

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培养具有播音与主持专业文化修养和艺术表现能力，

且具有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及影视表演方面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

能，并掌握现代广播电视高科技传媒手段和计算机操作技能，以播音与主持为主，集

“采、编、演”为一体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广播电视文学与新闻写作、广播电视学与新闻概论、普通话语音、

播音发声、播音创作基础、播音文体业务、节目主持艺术、声音技巧、表演理论与技

巧、电视采访、文艺作品演播、纪录片创作等。

西南石油大学

西南石油大学是新中国创建的第二所石油本科院校，是一所中央与地方共建、

以四川省人民政府管理为主的教学研究型大学。为了适应世界传媒的发展，满足国家

对文化产业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学校于2010年成立了传媒学院。学院现有广播电视编

导、播音与主持艺术、表演三个专业，有各类专兼职教师60余名，拥有由国内外传媒

界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客座教授队伍。

学院成立之初，坚持高起点、高规格的人才培养模式，走持续科学的发展道路，

培养具有创新与实践能力、专业特色鲜明的应用型高级艺术传媒人才。

学院将针对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表演三个专业的学生进行全方位的

艺术技能训练，坚持以培养具有厚重文化底蕴、鲜明艺术专业技能特色、较强实践能

力的应用型艺术人才为目标，以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能力、创造力、人文素质与艺术

素质并重的教学模式，培养中国传媒事业所需要的青年艺术人才。

四川传媒学院

四川传媒学院由原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转设而来，并于2013年经教育部批

准设立。十余年来，学院面向文化产业砥砺奋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跨越式发展，已

为传媒及相关产业输送了近2万名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学院目前占地2000余亩，在校

生19 000余人，生源遍及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成为我国重要的现代传媒人才培

养基地之一。机制与体制的创新以及特色化的发展塑造了学院“一流”的品质，并先

后荣获“全国优秀院校”“全国教育教学管理示范高校”“全国首批创新•就业型大

学”“中国信息化百家优秀成果转化基地”等10余个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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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播音主持艺术专业依托四川广播电视的强大行业背景，参照中国传媒大学的

办学理念，并结合学校实际，努力培养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的复合型广

播电视工作者。

乐山师范学院

乐山师范学院始建于1978年，是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一所省属普通师范本科院

校，地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所在地、世界文化名人郭沫若的故乡——乐山市，东

与乐山大佛隔江相望，西与峨眉山遥遥相接。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培养具备广播电视新闻传播、播音学以及艺术、语言文学、

美学等多学科知识与能力，能在广播电台、电视台及其他单位从事广播电视播音与节

目主持工作的复合应用型人才。开设有普通话语音、播音学概论、新闻学概论、播音

发声、解说艺术、播音创作基础、广播播音主持、电视播音主持、文艺作品演播、即

兴口语表达、播音美学、形象造型与形体、新闻采编、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新闻评论

等课程。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独立学院，由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

四川大学申办、中外16家企业投资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是在川大百年老校的

基础上高起点、高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多学科、应用型的综合性大学。

播音主持专业以当前和未来播音、节目主持人必备的素质和能力为导向，经过

学习和训练，使毕业生成为具备较高的语言文字功力、口语表达能力和表演素质，掌

握播音学、新闻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具有新闻采访、编辑、播音和节目主持能力的

“采、编、播”合一的高等艺术人才。开设有普通话语音及播音发声、主持人思维、

语言表达、不同文体的朗读技巧、广播播音与主持、电视播音与主持、新闻采访与写

作、广播电视概论、电视纪实节目创作、节目形态与主持人、节目策划与主持人、配

音、形态语、表演、形体、声乐、化妆、音乐赏析等课程。

(资料来源：各大高校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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