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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网络主持人的出现，对传统的节目主持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科学素质、人文素质

和技术素质方面的新要求。一方面网络交流方式将节目的主控权重新分配，“无言”的受众将

随时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取而代之”的操控话语权，这就动摇了主持人的权威地位和主角

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受众群迅速而广泛的分化，交流以“一对一”或“一对多”“众对一”

的 方式出现，于是对没有相当功底和权威性的主持人的影响会迅速衰减。 

因而，网络访谈主持人在节目过程中，把脉嘉宾，打造依托嘉宾的主角戏；把关受众，架接情

感交通的连心桥；把握全局，营造激情互动的谈话场，应自始至终的控制并驾驭节目，使主持

人真正成为节目的设计者，方针的体现者，内容的组织者，成为节目的灵魂。 

关键词：网络访谈； 主持人； 现场驾驭 

现代社会，网络媒体以汹涌澎湃之势席卷而来，其影响力对传统媒体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媒体

成为了一个交互式的平台，多种声音的融洽替代单声道的独白——媒体将最大限度地体现其固

有的开放性和生成性的力量。 

TOM于2003年11月3日推出了一个全新的视频新闻述评节目《大话新闻》，每周一至五下午2点

至2点半在网上直播，随后驻留在网上可供用户随时点播。应该说以《大话新闻》为标志，网

络新闻（视频）主持人的形态真正出现了。主持人林白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谈话节目

主持人，因对互联网上的互动节目有浓厚的兴趣，2002年9月到搜狐开办了一个网络访谈栏

目，2003年上半年又转到TOM网站，如今已是有相当知名度的网络访谈节目。网络访谈缩短了

网络与受众的距离，密切了嘉宾、主持人，受众的关系，增加了节目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为信

息反馈提供了媒体通道，增加了传播的双向性和开放性。传受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和连线运

动，它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更为新颖，更有创意，更具挑战性和时代意味的特点使它成为一种方

向和潮流。无论门户网站新浪网、搜狐、还是官方网站人民网、新华网都纷纷开设访谈类节

目，并以独具的特色受到众多网民的欢迎。 

传播学家施拉姆说，人际传播是“对话式”人际交流，是两个人或两个以上的人由于他们共同

·视频新闻新奇特强  

·民生新闻的网络新解  

·电子杂志应以内容为王  

·网络评论怎么评？  

·网络时代新闻的未来  

·网络新闻评论研究  

·网络新闻标题传播特征  

·网络新闻写作的12个技巧  

·浅谈网络独家新闻运作  

·RSS出道:新浪新闻塌掉  

·深度撞击：撞击了什么  

·抢滩网上评论的新阵地  

·把好网络评论的度  

·冷眼看中国网络新闻  

·论网络时代的全时化新…  

站内搜索 登陆 论坛注册



感兴趣的信息符号聚在一起。因此，谈话的本质就是互动——思想、情感的交流、情绪的碰

撞。网络主持人在传播链的中间，即传播原点和传播终端之间，需要处理好与节目的关系、与

嘉宾的关系，与受众的关系。网络访谈主持人在节目过程中，应自始至终的控制并驾驭节目，

从话题的展开到节目的流程。使主持人真正成为节目的设计者，方针的体现者，内容的组织

者，成为节目的灵魂。 

把脉嘉宾 打造依托嘉宾的主角戏 

传统媒体访谈节目给人的印象便是无论哪个节目，主持人的光环都能“笼罩”整个场面，成为

节目现场的“魂”。网络访谈现场没有传统媒体演播室耀眼的幻灯，没有受众热烈的掌声和欢

呼。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持人就是无足轻重的角色。恰恰相反，网络访谈主持人穿针引线于嘉宾

和网友之间，犹如一根隐形的线，编串起美丽的珍珠链。而链上最耀眼的珍珠就是嘉宾。许多

网友参与访谈节目的原因在于能够见到心仪或仰慕已久的名人，能够通过网络平台，与名人零

距离接触，能够以平等、朋友的身份与名人对话。因而，嘉宾便是网络访谈节目的卖点所在。 

从传播理论看，双向交流的传播才是效果最好的传播，主持人的信息传播与接受的过程，实际

上就是一个不断进行的心理反馈过程，是一个传者与受者相互沟通交流，以致共鸣的过程。嘉

宾并不是完全的被动者，要充分调动嘉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嘉宾 的独特

作用。主持人不能“我”字当先，以自我为中心，而要引导受众将目光聚焦在主角身上。主持

人不做观点的轴心，而要成为谈话的轴心，把最精彩的话留给客人说。要清醒的把握着话题的

方向，心中有明确的逻辑指向，同时又能灵活的驾驭着讨论的进程，一层接一层，一环扣一

环，不露痕迹的组织嘉宾围绕谈话的轴心转起来。 

网络访谈所选择的嘉宾类型十分丰富，如做客《TOM访谈》的嘉宾来自社会各个层面，如：福

特中国副总裁许国桢、爱国人士冯锦华、媒界精英陈虻、敬一丹；当红艺人周杰伦、苏有朋

等，涵盖社会各方焦点。又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创办至今，先后有1000多位嘉宾到论坛与网友

交流。做客嘉宾上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下到乡村教师无所不有。访谈话题保持了多元

化，面向一切社会热点和焦点人物，既关注国计民生，又以众多娱乐明星的频频出场吸引了众

多网民的目光。 

谈话节目主持人的角色是引导嘉宾发表富有个人色彩的大胆言论，力求轻松、搞笑，并强调平

民化、趣味性和知识性。因而，主持人在把脉专家学者型的嘉宾时，要注意不要搞成一堂言，

打造依托嘉宾的主角戏，而不能成了嘉宾一人的“独角戏”，冷落了电脑前热情的受众。在谈

话节目里，专业性探讨不是目的，尽管节目所讨论的题目确实有助于受众廓清认识，或在自己

的生活中加以注意，但那是节目的副产品，或是节目为获得受众使用的一种诉求手段。因而主

持人要提醒嘉宾谈话不要说教味过浓，千万不要把访谈室当成了讲坛或研讨会，以免引起受众

的反感。以公众人物为中心的节目，面临着两种相关联的危险，即他能在多大程度上讲真话和

公众多他了解多少，为了使节目有新意而不是重复受众已经知道的东西，或使节目沦落为单纯

的满足公众人物自我宣传的工具，主持人把脉明星嘉宾时，要通过设计将明星人物不为人所知

的东西展示出来，以满足受众的窥视欲望和猎奇心理。 

把关受众 架接情感交通的连心桥 

互联网是双向、多向交流的媒体，受众有前所未有的参与度，他们可以参与媒体的活动，成为

媒体的一部分，也可以与传播者进行交流沟通，也可以与网上的其他受众进行交流从而传播者

可以获得直接、及时的信息反馈。网络虚拟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网民身份的虚拟性，网络“隐

身”的功能使的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因而他们通过网络访谈平台发表言论，交流思

想和感情时可以避开现实生活中的顾虑和避讳，充分享受虚拟空间带来的自由、平等的机会。

因而，在一些涉及热门话题和热点嘉宾的节目中，网络访谈常常出现数千人同时在线、留言或

提问数目过万、实录访问量数以十万计的热闹场面。 



网络访谈节目的流程是以主持人访谈嘉宾与主持人作为受众“代言人”、“传声筒”身份访谈

嘉宾的形式交叉进行的。访谈节目参与者谈话内容是节目主体，但作为媒体代言人的主持人必

须把握媒体的主动权，既控制节目流程，又体现节目主题。主持人要从传播内容到形式，考虑

受众的需求、接受能力和接受习惯，这就要求主持人筛选的话题时，要把握好话题取舍，清楚

那些适合谈，那些不适合谈，那些重要，那些不重要，那些一般谈，那些展开谈，关键考虑话

题的普遍意义和典型性，做到回答一人，面向众人。 

网络访谈的受众具有流动性、随意性，随时加入，随时退出，总是一个受众不断进进出出的状

态。不像传统媒体的访谈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什么样的受众、多少受众参加，主持人都已

心中有数、了如指掌，甚至许多节目都提前选定参与向嘉宾提问的观众，提什么样的问题，以

什么样的角度，怎样与嘉宾配合都进行了策划和彩排。网络访谈则不同，受众既不固定也不具

体，而且每个参与访谈的受众身份均是“隐性”，处于匿名、自由状态。他们参与网络访谈一

方面说明他们大多数素质较高，对访谈节目本身或做客嘉宾或访谈话题感兴趣，借助网络访谈

参与的低门槛进入（申请注册即可甚至不用注册都可直接参与），十分轻松的参与到节目中

来，与主持人、嘉宾形成良性互动。但另一方面，参与访谈的受众多独立主体意识较强，不受

节目主持人、嘉宾的操纵和摆布，充分享有和把握着自己的话语权，一旦节目话题、嘉宾谈话

方式不合胃口，就会毫不客气的拂袖离去。主持人如果把握不好受众，就会造成受众的流失，

丧失了网络访谈节目受众最大限度参与的魅力。因而，最大限度的提供受众参与空间，最大程

度的发挥受众的参与热情和刺激受众头脑的兴奋点。只有受众最大化的参与，才能在访谈节目

中展现思想的碰撞，观点的火花，情感的交融，心灵的互动。主持人现场把握受众，主要体现

在访谈现场的话题把握上。一方面，主持人情为（网）民所系，话为 （网）民所言。主持人

巧妙的抓住访谈网民与嘉宾 

的兴趣“结合点”，主持人即兴提问的话题正是大多数网民所关心、感兴趣的，就是网民最想

知道的，话题正好说到了网民的心坎里。如此，许多网民便会驻足浏览，热情十足的“捧

场”。另一方面，主持人说（网）民所欲说，言（网）民所欲言。众所周知，主持人所提问的

问题并不能达到全而尽的迎合所有人的口味。即使主持人准备充分全尽了话题，也要巧妙的留

有空间和余地，让网民参与，不但要形成主持人与嘉宾的互动，还要形成主持人与受众、受众

与受众之间的双向、多向互动。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倪萍说过：“节目主持人不过是与观众

之间进行交流的服务员。”主持人除了筛选受众的上帖，还要与受众进行适时、恰当的交流，

而不能简单的充当嘉宾与受众之间的“传声筒”。主持人与受众之间的交流也是整个节目中一

个不可或缺的交流方向。 

把握全局 营造激情互动的谈话场 

网络访谈主持人在节目中要把握好嘉宾与受众之间的“主导”地位和 “中介”角色。穿针引

线，穿插自由，又兼顾左右，上下贯通，就好比宴会主人，要让来的人尽兴，看的人高兴。正

如美国《60分钟》节目总编导唐·休伊特说：“如果把《60分钟》节目比做一盘好菜的话，主

持人的魅力好比调料，节目内容则是主菜。”主持人在谈话当中，要引导嘉宾发言，受众参

与，主持人好象完全融入了谈话之中，与大家一起兴奋，一起分析，使整个谈话节目如行云流

水，不着一丝人为的痕迹。  

导入话题  任何嘉宾以及访谈内容都是受众关注的焦点，而同时受众对此有一种陌生感和神秘

感，这种陌生和神秘虽然使受众与节目产生了距离，但也正是其感兴趣的所在，因此，主持人

要通过饶有趣味的开场白将受众适时推出，介绍给受众。常犯的毛病是四平八稳、一本正经的

介绍本期节目的主题。要想一开始就抓住受众，吊起受众胃口就要使用富有吸引力的开头：如

一个大家熟知的时事或幽默评论，一个趣味十足的笑话，导入话题。这方面，Tom访谈做的比

较好：“主持人林白：各位网友下午好，欢迎光临TOM访谈。在今天的TOM访谈是许多人期待

的，因为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朱孝天。”、“林白：各位网友下午好，光临欢迎TOM访谈。

这周是《北京选举周》，这次的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与以往大大不同，以往大家愉快地把一

个东西塞到一个箱子里，选的是谁也不认识，你不同意，他也可能会当选。这次不一样了，这

 



次真正有参与感在里面，而且有一些人是以自荐的参选方式进入到这些选举之中，尤其值得关

注，这周我们请到这些被认为更具有真实价值的代表。今天的嘉宾是舒可心先生，他的竞选办

公室使得北京的这个选举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早就听过您的大名，能不能先向我们的网友以

及选民介绍一下自己呢？”如此话题不能不说是引人入胜了。 

气氛营造  网络访谈现场气氛是指谈话气氛的热与冷，浓与淡，要求主持人善于用文字语言

“火上加油”、“趁热打铁”，而且要善于在冷场、温场的时候调节气氛，抓住嘉宾和受众共

同的兴奋点，适时“煽风点火”，使场上成为激情互动的舞台。访谈节目最理想的状态即是畅

所欲言。嘉宾在现场的谈话是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场受众谈话是谈话气氛的营造者，也是

节目中趣味横生的枝杈生成处。嘉宾在参与节目时难免紧张，要营造一个适合相互谈话的现场

氛围，让其以平常心参与谈话，说真话，实话。防止主持人“自我中心”的把节目当作展示个

人魅力的舞台，而把传播目的搁在一边，把嘉宾、受众当成摆设。一方面对嘉宾要有认真而充

分、的准备，尽量变“外行”为“内行”。另一方面还要把准受众的“脉搏”，找到受众的兴

趣、盲点，找到主持人与嘉宾的知识、信息的结合点，在“中介”的位置上发挥驾驭节目的主

导作用。 

节奏把握  小说、戏剧总有不断发展的情节，网络访谈更是如此。其内容的起承转合、先后次

序，好比体现节目主题的层层阶梯，主持人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推进节目程序，走完节目全

过程，主持人对每一步都要了如指掌，站在全局高度、胸有成竹的予以“调度”。谈话的即时

性和不确定性而产生一定的张力，要注重程序感和按照预设的节奏进行。节奏把握应有起伏和

张驰，有时步步紧逼，有时又欲擒故纵，有时候紧张，有时迂回，有时陡转，使网民的兴味在

事态曲折中，人情婉转和观点的碰撞中激发出来。如果把握不好，要么嘉宾滔滔不绝，网友没

有发言权，要么一个话题牵扯太久，其他话题没有展开，既定的节目没有在既定的时间内很好

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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