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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主持艺术学（1303Z1） 

一、专业概况及培养目标 

1、专业介绍： 

播音主持艺术学是综合运用新闻学、传播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美学、

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原则，研究广播电视领域中播音主持活

动规律和方法的应用性科学。属于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下的分支学科。 

播音主持艺术学以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关注新媒

体中的口语传播活动以及公众表达体系当中的各种口语表达活动，研究和探索播

音与主持艺术及公众口语表达的基本规律、实践方法、传播模式，以及历史和现

状、文化内涵、社会影响等问题，力求为促进播音与主持艺术一线创作水平的提

升和全民族语言文化素养的提高做出贡献。 

该学科及其专业建设孕育于新中国的人民广播播音事业，目前已拓展到语言

传播及其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在全国广播电视领域、艺术学领域影响广泛。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学科及其前身自 1999 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

生，加之自 1980 年开始招收的硕士研究生，本学科已积累了几十年的高层次播

音主持艺术人才培养经验，在全国语言传播人才培养领域中独树一帜。 

2、培养目标： 

播音主持艺术学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播音主持艺

术理论基本功底、具有较强的播音主持实践能力、具有敏锐的播音主持学术触角、

具有创新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的播音主持艺术学专业高层次的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和内容 

不设研究方向。 

三、师资队伍 

本专业教师大多从事语言传播、播音主持艺术学研究，其中 9 位教授，24

位副教授。 

2020 年，主要承担了 6 项省部级以上的项目，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百年中国播音史》，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中国演播艺术家与演播

艺术发展研究》和国家广电总局特别委托项目《新时代中国广播有声书类节目做

优做强的途径与策略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基金项目《诵读艺术师资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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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广电总局规划项目《新时代综艺节目引导力研究》，国家广电总局规划项

目《<新闻联播>传播创新研究》。 

四、人才培养 

1、主干课程  

播音主持艺术史论研究、播音主持发声艺术 、专业创作基础、广播电视口

语表达研究、播音主持业务研究、播音主持创作实践（上）、播音主持创作实践

（下）、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教育与教学法研究、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2、科研平台 

中国传媒大学普通话水平培训测试中心；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培训基地；国

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新闻播音主持基本功大赛项目；辩与论公开课项目。 

3、获奖及优秀期刊论文、发明专利等 

获奖：语言传播经典文化，舞台展现特色教学——经典诵读特色实践教学项

目获得中国传媒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关于全国政协重点提案的辩与论公开课

项目获得中国传媒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新闻播音主持基本功大赛项目获得中

国传媒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优秀期刊论文：权威核心期刊《人民论坛》上发表学术论文《网络圈层如何

赋能青年》，及在权威核心期刊《现代传播》上发表学术论文《师徒关系与职业

认同: 基于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实习生的研究》，在权威核心期刊《中国广播电视

学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让声音发出声音——纪录片解说的价值审视与回归诉

求》，在权威核心期刊《电影评介》上发表学术论文《论罗京的播音艺术创作理

念与实践》。 

4、学术交流  

2020 年共参加了 5次国内学术会议，1 次学校会议。 

五、毕业生就业去向 

除深造同学之外，本学科研究生主要分布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级媒

体，浙江广播电视总台、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等省级媒体，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等市级媒体，字节跳动、爱奇艺等新媒体制作平台，建设银行、

中国联合航空有限公司等国有企业，也有部分毕业生担任高校教师、企事业单位

宣传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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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135105） 

 

一、研究方向和内容 

01/12.播音与主持艺术方向（全日制/非全日制） 

播音与主持艺术是广播电视专业领域中研究有声语言传播艺术的一个方向。

其研究对象既包括传播主体的播音主持艺术，也包括受众的收听、收视心理和审

美鉴赏。 

本方向具有多学科交叉复合的特点，需要吸收、融合艺术学、新闻传播学、

语言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以信息传播为核心，研究运

用有声语言表情达意、言志传神的艺术规律，以及声情并茂、悦耳动听的广播特

点和声画和谐、赏心悦目的电视特点。 

本方向的研究对于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艺术业务实践具有直接指导作用，对于

不断提高广播电视语言传播质量，打造精品节目，提升广播电视节目的品位与格

调，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二、师资队伍 

本专业教师大多从事广播电视、播音主持研究，其中有 9 位教授，24 位副

教授。 

三、人才培养 

1.主干课程  

01 播音与主持艺术方向（全日制）：播音主持创作实践（上）、播音主持

创作实践（下）、播音主持艺术史论研究、播音主持发声艺术、专业创作基础、

播音主持业务研究、口语传播研究、经典作品诵读、视听作品分析、媒介前沿、

广播电视艺术研究、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认识实习、专业实习。 

12 播音与主持艺术方向（非全日制）：播音主持创作实践（上）、播音主

持创作实践（下）、播音主持艺术史论研究、播音主持发声艺术、专业创作基础、

播音主持业务研究、口语传播研究、经典作品诵读、视听作品分析、媒介前沿、

广播电视艺术研究、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认识实习、专业实习。 

2.科研平台 

中国传媒大学普通话水平培训测试中心；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培训基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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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新闻播音主持基本功大赛项目；辩与论公开课项目。 

3.获奖 

获奖：多名教师在第二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中

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在第四届全民悦读朗读大会暨 2020 青少年朗读课文大会

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在第二十二届齐越朗诵艺术节暨全国大学生朗诵大会获优

秀指导教师奖。 

4.学术交流  

2020 年共参加了 5次国内学术会议，1 次学校会议。 

四、毕业生就业去向 

除深造同学之外，本学科研究生主要分布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级媒

体，浙江广播电视总台、广东广播电视总台等省级媒体，深圳市广播电视总台、

苏州市广播电视台等市级媒体，腾讯、爱奇艺等新媒体制作平台，也有部分毕业

生担任高校教师、企事业单位宣传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