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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4_AE_E8_A7_86_E4_c67_265340.htm 第五届央视主持人大

赛今年的报名工作依然进行得如火如荼，全国各地怀有播音

主持的梦想的选手纷纷趋之若骛，而今年新设置的高门槛阻

挡了许多人前进的脚步，也引发了众多的讨论话题。 新的门

槛主要有以下两条，一是学历最低要求大学本科，二是报名

增加了提交主持视频的要求。央视主持人大赛已经举办过4届

，推出了许多优秀的选手成为各级电台电视台的业务骨干，

其中不乏央视名嘴。而前4届的比赛也以“不限学历，只要年

满18岁即可”的“低门槛”吸引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关注与

参与，给更多人以平等的机会。也由此使越来越多的人对新

的门槛提出质疑。 大赛总导演于淼解释说大赛并非一个选秀

节目，目的就是为了向央视输送人才。笔者认为，这也是为

了显示与现在层出不穷的各类“选秀”的“平民化”娱乐节

目的区别。主持人是一个综合素质要求极高的行当，特别是

央视，可谓举手投足万众瞩目。从历届的主持人大赛看来，

虽然不设门槛，但在一轮又一轮的筛选和考场中对于学识和

能力的考察会从中逐渐显示出学校教育的优势。最后脱颖而

出的选手往往都是高学历或者科班出身，如现在如日中天的

名嘴撒贝宁，李芳菲和沈冰等等。设置这道门槛无非是从起

点就提高对选手素质的要求，不用经历良莠不齐的“海选”

，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但是，更多的人提出疑问，仅仅以“

学历”作为素质的保障，真的可靠吗？ 大本以上的文凭，仅

仅是一个受教育的“证明”，关于如今的大学生的各方面素



质能力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过，并不是说文凭在手，就是高

能力，高素质的凭证。这道门槛的设定，无疑粉碎了所有学

历不够而又有主持天分的选手的希望。再者，一旦加入学历

的门槛，势必会有学校和专业优势加分，未免有对非名牌院

校和非科班出身（非播音主持专业）的选手不公平的嫌疑。

持续打造推出“传统央视模式”的“学院派主持人”，不免

有僵化之嫌，缺乏经验的学生往往也很难具备优秀老练的主

持人应有的社会阅历，临场表现和场面控制力。这样模式下

走出来的“千人一面”，年轻俊美朝气蓬勃，然而有着同样

的笑容念着同样的台词真的能在中国的播音主持界吹起一场

鲜活的新风？ 另一方面，支持这一决断的人则纷纷叫好，提

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笔者不禁想起了一年多前的 “旧闻

”，央视名嘴李佳明离职出国留学，自言深感没有过硬的知

识水平的心头之痛，渴望用更多的知识“武装”自己，为自

己“镀金”。诚然，非科班出身，非高学历者也可以作到李

佳明这般的主持大腕，但要想进一步发展，提高内涵甚至与

国际接轨，只有更深层次的学习。社会固然可以磨练出人的

阅历和技能技巧，但学校教育是现今最行之有效，也无可取

代的途径。学历设置的门槛固然苛刻，也确实保证了一定程

度上的竞争力的提高。而通过门槛以后，则是真刀真枪的比

拼实力。但是，更应当考虑问题的另一面，在屏幕上的亮相

并不会因学校的知名度和科班的出身产生超越表现的影响。

历届的事实也证明，撒贝宁等非科班出身的选手往往更能游

刃有余的发挥出优异的水平。竞争本来就是残酷的淘汰，有

天分和丰富经验的出色选手才能笑到最后。 新门槛的第二条

，由视频上传取代传统的笔试，是否也是另一种“才貌双全



”的高要求的体现。有观点认为有以貌取人的偏颇之处，放

眼荧屏，现今的主持界早已充斥着类似的俊男靓女，对有知

识有能力但外型欠佳的选手很不公平。但是，笔者还是向好

的方面想，提交主持视频的规定，并不只是对外型的观察，

更重要的是考察“镜头前的表现”，这也是对主持人最重要

的要求。但愿外貌不抢眼的选手并不会因此就失去竞争力，

只要有实力，外貌平平也能与李咏、毕福剑一样在镜头前大

放光彩。 规矩都是人定的，央视主持人大赛也尚在不断的改

变、摸索。我们只有拭目以待，期待“真金不怕火炼”，期

待总导演“特殊的选手有特殊对待的可能性”这句话的实现

，期待提高的门槛筛选出高水准，高素质的选手，有更多风

格各异的新鲜身影活跃在千家万户的荧屏上。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