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密
 

★
 

考试结束前

2024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广播播音主持试题
课程代码:07180

　 　 1.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2.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

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7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4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至少有两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错选、多选或少选均无分。

1. 新闻播报的语言特征及其相关技巧可概括为

A. 朴实无华 B. 准确清晰 C. 简洁明快

D. 平稳顺畅 E. 逻辑严密

2. 复述是一种复杂的语言信息处理、转换过程,一般分为

A. 详细复述 B. 分段复述 C. 提纲复述

D. 简要复述 E. 创造性复述

3. 新闻播音的基本要求是

A. 声情并茂 B. 叙事要清楚 C. 新鲜感要强

D. 绘声绘色 E. 跌宕起伏

4. 新闻评论的作用有

A. 影响舆论 B. 引导舆论 C. 传播资讯

D. 陶冶情操 E. 指导社会生活

5. 通讯主要有四类,包括

A. 人物通讯 B. 事件通讯 C. 工作通讯

D. 风貌通讯 E. 美食通讯

07180#
 

广播播音主持试题
 

第
 

1 页(共 3 页)



6. 在文艺广播节目中,播音员的话和录音素材配合的方式有两种,它们是

A. 双播 B. 插播 C. 单播

D. 混播 E. 录播

7. 主持人应具备以下哪些能力会使节目锦上添花,相反则会使节目黯然失色?

A. 语言表达能力 B. 采访能力 C. 评述能力

D. 思维敏捷 E. 创造性的能力

二、判断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判断下列各题,在答题纸相应位置正确的

涂“A”,错误的涂“B”。

8. 人物现场访谈应将对方不好回答的问题,放在开头来问,正所谓要直奔主题。

9. 新闻播报的创作心态,源头是“态度”,归宿是播报语言的新鲜感。

10. 评论播音要想做到“以理服人”,首先就不该以势压人或虚声嗲气地取悦于人。

11. 通讯播音表达方法比新闻、评论播音丰富,应避免表达拘谨、平直,手法单一。

12. 文艺播音是播音员和文艺稿件结合的产物。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填空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空 1 分,共 10 分。

13. 新闻播音的特点可概括为“用　 　 　 说话,以　 　 　 感人”。

14. 评论播音要做到逻辑严密,主要应该解决好两个问题,即:　 　 　 ,　 　 　 。

15. 通讯播音固然有自己的特点,但当通讯稿件被安排在不同节目中播出时,播法上还应注意

与整个节目风格特点的　 　 　 性、　 　 　 性。

16. 文艺播音稿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常见的有串连词、　 　 　 、　 　 　 等类型。

17. 主持人节目的特点之一是有声语言口语化。 但这种口语不应是生活中所使用的口语,而是

生活口语的　 　 　 ,是　 　 　 的结合体。

四、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8 分。

18. 播讲愿望

19. 宣读式

20. 报刊社论(本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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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闻专稿

22. 评介稿

23. 文稿解说(节目主持艺术)

五、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8 分,共 24 分。

24. 为了在新闻播音时最大限度地体现新鲜感,在驾驭具体语言技巧时需要注意什么?

25. 什么叫新闻评论?

26. 广播文艺播音中,播音员的话和录音素材相互配合时,应如何避免播音员的话“闯进闯

出”?

六、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2 分,共 24 分。

27. 谈谈播好通讯应如何按播音基本要求准备好稿件?

28. 请根据教材所授内容,结合自身的学习与训练,谈谈怎样才能做到“无稿播音出口成章”?

(字数 300 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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