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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体育受众欣赏水平提高和媒介技术融合发

展，体育赛事解说这种约定话语已然成为体育受众

思考、谈论和撰写体育内容的重要文本。在媒介发

展史中，媒介技术一直是研究的重要议题。媒介技

术学派认为技术形成一种“媒介环境”，强调技术的

作用，但并不认为技术是唯一决定因素。就我国体

育赛事解说发展而言，伴随体育媒介技术的变革，我

国体育赛事解说发展成独具特色的语言传播艺术，

成为体育赛事传播的独特符号，为体育项目普及和

体育文化发展提供了可能。在新媒体传播技术统领

传播之前，我国体育赛事解说有“四代两型”说，即

四代主持人，两种解说风格。四代指以张之为代表

和宋世雄为代表的第一二代，以孙正平和张斌为代

表的第三四代；两型是指第一二代以解说为主的风

格；第三四代以评论为主的风格［1］。随着新媒介技

术的崛起，多元化的网络体育赛事解说成为第三种

类型。3 种体育赛事解说类型是根据传播技术载体

的变化而形成的。纵观我国体育赛事解说的研究，

从体育媒介历史发展，特别是从媒介技术变革方面

分析我国体育赛事解说规律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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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技术学派的观点，通过分析我国体育赛事解说风

格流变中的技术性因素，总结媒介技术发展中体育

赛事解说的发展机理；分析媒介技术变革对体育赛

事解说的影响规律，总结融媒体时代我国体育赛事

解说的趋势。

1　 作为技术的媒介：体育赛事解说风格流变与

创新

艺术作品的形塑原则上是基于媒介技术的想

象。在媒介生态学研究中，尼尔·波兹曼以独特的研

究视角指出技术对社会尤其是文化及其历史变迁的

决定性影响，并通过对媒介技术发展史的讲述，建构

了一个新技术通过再造媒介环境来改变人们的思

考、组织与生活方式的新史观，探究了不同媒介技术

及其演进过程中带来的社会话语变迁 ［2］ 。

1.1　广播技术时期的描述性体育解说风格

在媒介发展史上，电子媒介的出现为体育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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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提供了良好机遇。20 世纪 20 年代，电子媒介

的出现为体育赛事解说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为体育

赛事传播发展和体育赛事解说的流行提供了载体。

1951 年，新中国第一次通过广播进行体育赛事实况

转播，1956 年，我国第一次派体育广播记者到墨尔

本采访奥运会，以声音作为主要传播符号的体育广

播见证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与不断成长［3］ 。上

海广播电台于 1951 年１月８日对苏联男篮与上海

男篮友谊赛进行了解说，解说员由演员张之和陈述

担任，这是新中国最早的体育赛事解说，张之此后也

成长为中国体育解说员的鼻祖。1958 年，中国电视

试播成功，一批体育广播人转入电视行业，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开播之前，广播依

然是最为重要的体育传播平台，这一阶段的体育赛

事解说一般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联合

承担，但受众以广播听众为主，体育赛事解说体现出

较强的广播语体特色。解说员需要通过具有高视觉

化、快语速的语言为听众呈现一场完整的比赛，从而

弥补其看不到比赛现场的遗憾，解说员注重场面描

写，以述为主，以评为辅。就体育赛事解说推广的角

度而言，真正将体育解说普及的是横跨第一二代的

体育解说员宋世雄，他对中国女排问鼎世界冠军的

赛事解说不但让国人感受体育赛事解说的魅力，也

为当时女排精神的塑造提供了可能。这一阶段的体

育赛事解说员发端于广播时代，解说员基本来自广

播播音员，契合广播技术媒介的特点，播音基本功扎

实，声音洪亮高昂，以叙述见长，追求对比赛过程的

详细描述，把场上发生的一系列行为凝结成最精炼

的语言，快速地传达给受众，造就了特有的描述性体

育赛事解说风格。

1.2　电视技术时代的夹叙夹议式体育解说风格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电视媒介的出现，具备

画面叙事特征的电视媒体需要有新的解说风格来适

应体育赛事的传播。符合画面叙事和声音传播的电

视体育赛事解说不断在原有体育广播解说风格中改

进。与电报和广播等媒介技术相比，电视作为一种

新媒体，不但改变了体育传播、体育产业以及电视业

发展的版图，以直播体育（Live sports）为代表的传播

方式，在全球塑造了的吸引数亿观众收视的媒介奇

观［4］。在媒介技术变革带来的传播载体更新中，电

视比广播在媒介发展中显现出更高的传播价值，对

体育赛事的叙事结构而言，广播体育解说中直接描

述是整个论述的核心部分，体育解说使受众与体育

赛事文本紧密相连并互相作用，电视传播中画面是

主要信号载体，如果对画面进行过多描述和解说，将

对受众的信息收集产生干扰。在电视媒体逐步代替

广播成为第一电子媒体的过程中，依靠声音对体育

赛事进程进行描述性解说的模式也逐步发生变化，

体育赛事解说在“描述型”的基础上开始融入“评论

性”元素，开始具有“夹叙夹议”的解说风格。在宋

世雄解说模式影响下，以孙正平为代表的第三代体

育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不断丰富的体育节目中，逐步

成为电视体育解说的中坚力量。随着 1995 年中央

电视台体育频道的成立，以及国内外重大体育赛事

及其体育专题节目的推出，特别是媒介内容的丰富，

受众对电视体育赛事解说的要求也日益提高。以张

斌为代表的“新生代”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依托专

业化的体育素养，开始在体育赛事解说中崭露头角

并逐渐成为主流。因为体现体育赛事重要特点的电

视直播技巧的日益娴熟，掌握更多、更专业的体育知

识，同时对体育赛事有独到见解，能告知受众“比赛

是怎样”和“为什么会这样”的体育解说大受欢迎。

随着电视转播技术在体育赛事直播中的作用凸显，

对比赛评论和解说更加睿智、专业的新一代体育赛

事解说凭借更加专业的知识结构和日益多元的解说

风格，“解说员 + 专家”的形式成为体育赛事解说的

主流。在媒介技术发展和受众要求越来越高情况

下，解说员除了具备高超的口语表达能力和机智的

反应之外，还需要运用活跃的思维来掌控全局，“专

家型”的体育解说成了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1.3　新媒体技术时代的多元化体育解说风格

21 世纪以来，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传播形态，

在媒体融合加速向纵深发展的趋势下，受众收看体

育赛事转播的途径愈发多元，给以电视体育解说为

主体的赛事解说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体育解说作

为一种叙事文本，其体裁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不同的

变化，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体育传播已

经深度融合到公众的日常生活中，而智能手机更是

承载移动互联网发展最主要的工具，基于移动互联

的智能终端，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受众不再是

沉默的大多数，而是成为新的“信息源”与无法忽视

的传播力量，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尽管电视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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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持续发挥媒介优势，适应新技术变革带来的新变

化，在体育赛事解说方面不断创新，满足受众观赏需

求，在某种程度上电视体育赛事解说依然是引领体

育解说发展方向的重要媒介，但新媒体技术变革对

体育传播形态的解构趋势无可阻挡。在体育赛事解

说中，资深传统体育解说员纷纷加盟新媒体传播平

台，作为主流媒体的电视在宣传政策及舆论导向上

的独特作用，以及电视体育解说如何在把握尺度和

彰显个性之间找到平衡，是全媒体语境下的一个新

课题。新媒体平台不仅在赛事版权、转播技术等方

面给体育赛事传播带来巨大变化，也为体育赛事解

说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可能。由于人工智能、虚拟现

实、超高清等技术让体育赛事呈现方式更加多元，新

媒体传播载体变得更加丰富，互联网新媒体使得体

育传播由单向度输出变为多向互动。技术赋能内容

创新，跨平台合作实现“破圈”，新媒体兴起带来传

统体育解说员的权威消解，普通受众、体育爱好者、

体育专业人士可以借助传播技术，在新媒体平台表

达自己观点，其中有些人员还成为意见领袖，实现体

育解说的功能。这些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变化，都在

直接或间接地消解传统体育解说的强势话语权威地

位，一些专业体育网站和社交型体育 APP 基于体育

受众的共同兴趣和爱好，加强与网络上的体育社群

互动，受众在欣赏体育赛事时投入的情感更充分，产

生的情感共鸣和情绪宣泄更真实，个性和多元化的

体育解说成为当下体育解说的一种潮流。

2　 媒介技术变革重构中国体育赛事解说发展机理

围绕媒介技术图像化、视频化发展趋势而展开

的社会传播范式革命，消解了传统行业话语“信息

孤岛”“地缘依赖”的局面。在算法驱动系统的宏观

统摄下，已有社会关系被重构为强勾连性、操作性的

虚拟—现实交互网络，讯息传递的速度与规模得到

极大拓展，并在不同生产场域内部形成各具特色的

应用性技术创新理念。在体育赛事解说的发展过程

中，媒介技术的数字化变革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机制。

2.1　媒介技术赋能体育赛事解说消费群体和模式

20 世纪 80 年代，全球发展进入“后工业时代”，

亦即科学知识、信息技术导向型的社会，技术作为人

类社会文明推进的重要力量，不仅改变公众的文化

消费模式，也改变了文化的生产和市场结构。就体

育赛事解说的技术变革与受众的培养而言，伴随媒

介技术发展，当代体育赛事解说的受众群体不再受

限于平面媒体对信息获取广度、深度的钳制，突破信

息接收的时空局限，在万物互联视野下拥有更加多

样化的信息选择权利。同一场体育赛事，受众可以

根据自身的喜好选择不同观赛平台中风格各异的赛

事解说，直播间的实时互动不仅拉近了解说和受众

间的距离，还赋予用户极强的参与感。就如尼葛洛

庞帝所言，媒介通过社会关系的再造“赋权”个体，

让人们能够在数字化生存中找到超越以往任何一个

时代的主体性和自由感。

在体育受众的培养模式中，受众是伴随着体育

赛事和体育媒介发展不断成长起来的。体育媒介技

术深刻改变着受众与生产者、媒介内容以及其他用

户之间的互动方式，它不仅支撑了包括体育赛事解

说在内的体育文化呈现的多样性，而且不同需求的

受众总能通过诸如弹幕互动、问答竞猜、评论反馈等

形式获得自己需要的体育解说内容。媒介技术发展

的一大趋势就是用于公共讯息传播的技术（尤其基

于电信技术的）与用于人际（通常是组织内和组织之

间）传播的技术之间融合（conver-gence）的情况。从

平面媒体到广播电视再到如今的数字媒体，媒介技

术的每一次发展都让体育受众更好地融入体育赛事

直播中，移动新媒体和短视频等平台对体育赛事内

容的再创造和传播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媒体通过

技术赋能扩大体育媒介产品种类和体育媒介消费群

体。在当前的数字媒体时代，无论体育受众的阅读

能力如何都可以通过图像和视频等形态欣赏丰富的

体育赛事内容；体育受众可以登录转播平台，以较

低的费用甚至免费获得自己需要的赛事内容，借此

领略各种不同风格的体育赛事解说，足不出户地欣

赏全球的体育赛事内容。

2.2　媒介技术推动体育赛事解说内容生产

现代媒介从声音文字为主的线性传播到视听深

度融合的技术转向，推动体育赛事解说的内容生产

端逐渐倾向于构造多元模态交叉融合的艺术格局。

与此同时，对赛事转播叙事性、艺术性的客观要求也

迫使其向塑造全方位视觉感知系统转型。在体育赛

事解说中，媒介技术以其独特的方式赋能内容生产。

就 2021 年中国网民对解说类型需求情况数据而言，

71.4% 受访网民表示比较喜欢有技术分析的奥运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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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其次是喜欢专业的或是幽默风趣的奥运赛事解

说，占比分别为 62.5% 和 59.5%。此外，还有受访网

民表示喜欢有激情的、成熟稳重的、比较细腻的解

说，占比分别为 38.2%、28.6%、19% ［5］。体育赛事解

说的专业能力和叙事魅力相辅相成，在新型传播技

术加持下令赛事解说成为体育赛事经济乃至整个体

育文化产业中的重要一环。

媒介学者基特勒曾指出：透过光纤网络对数据

流转化成标准化数码序列的机制，任何媒介之间都

能够相互转换。就媒介技术催生的现代数字艺术而

言，赛事解说作为体育文本的基础性生成，无可避免

地被数字工序纳入控制、存储、传输、调频、转译的系

统化流程中，进而通过视听技术手段注入受众观赛

体验的心智结构。因此，体育赛事解说是对比赛本

身高度流程化、专业化的艺术加工行为，相对早期体

育解说的描述性思路而言，媒介技术发展使得解说

内容的灵活性在时、空两个维度得以发挥最大作用，

高度契合当代体育文化产业格局中的象征性、理念

性消费模式。就体育赛事解说的内容供给而言，投

影、分屏、VR 等技术配合赛事解说为观众在直播间

构建了比赛实时的数据化、图像化场景。固定时间

的比赛被现场转播团队划分为不同阶段，经过比较

严格的信号制作工序传递到解说坐镇的后方，而解

说必须根据机位切换和音像剪切逻辑快速把握比赛

节奏和动态。转播行动在内容供给端的结构同源性

令技战术可视化、运动员能力数据化和直播间互动

实时化的信息技术受到青睐。对于受众而言，层次

丰富的体育解说内容可以成为观照现实的灵感来

源，从而服务于其自身的创意文化再生产，进一步在

体育领域中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

2.3　媒介技术重构体育赛事解说反馈结构

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经提出“媒介即讯

息”，在数字媒介技术造就的新传播格局下，这一箴

言不仅说明媒介形式决定了传播的内容、任何信息

都需要依赖媒介才能产生，也说明媒介环境作为人

体与外部环境的中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感

知和判断客观事物的底层逻辑。就媒介与人的本体

论视角而言，伴随媒介技术升级的同时，人的生理系

统、社交系统也随之变化：一方面，从人类首次运用

技术手段探索、改造世界开始，技术已被视为人类肢

体的延伸。正如电视是对眼睛和耳朵的拓展，媒介

技术帮助个体打破身体的物质藩篱，将细节感知引

入虚拟网络的公共场域。作为义肢系统的媒介不仅

是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工具，也是重构受众社会

心理和价值判断的“反环境”。另一方面，数字平台

和移动设备的广泛普及将传统的连续性社交时空细

化切割，普遍的信息获取快捷化、碎片化引导现实社

会转向媒介化生存。相较于洋洋洒洒的千里传书或

长时间的电话沟通，视频连线技术不仅营造了虚拟

在场的具身环境，而且提供了在线用户实时生动的

意向反馈，复杂冗长的问题得以在短暂的视频沟通

中获得快速解决。

在内容反馈方面，媒介技术实现了文化要素、受

众需求和平台策略之间的有机捆绑。有别于一般电

视节目，体育赛事转播的观众往往在观赛前已预设

了比较鲜明的价值判断，有利于赛事解说与受众的

交流沟通。如球迷穿着主队球衣观看比赛，意味着

球衣在球迷的认知结构中是关于比赛的重要文化要

素。因此当体育解说讲述某支球队的历史、某位球

员的履历时，会在无形中触动球迷对主队特色文化

要素的生动回忆，甚至于激发球迷对主队深深的自

豪感，从而唤起观众思维与赛事转播之间的互文性。

与此同时，体育比赛的竞技特征使得大量体育观众

被划分为各种旗帜鲜明的社群，通过在解说内容中

对争议性比赛状况的议程设置，实况转播能够有效

将观众的争议诉求转化为积极、良性的社区讨论和

赛程评论。

3　 媒介技术重构了中国体育解说的发展逻辑

就媒介技术发展的角度而言，每一种新技术的

出现都会导致新旧媒体之间的交替与竞争、妥协与

合谋，会造成对传播环境的破坏与重建。不管是理

性与个性高扬的印刷文字时代、脱离语境与思考退

位的电报和摄影时代，抑或是娱乐至上的技术掌控

话语的电子媒体时代，媒介技术都重构了社会话语

体系，同时也重构了体育解说的逻辑与机制。

3.1　媒介技术导致中国体育解说“信息传播”转向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深

刻地阐释了媒介技术对社会变革以及人类自身的巨

大作用。他的“媒介即讯息”的观点，即真正有意义

的信息并不是各个时代所提供给受众的信息内容，

而是媒介本身。媒介技术对整个社会复合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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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都产生着重大影

响［6］ 。在数字化生产的后工业社会时代，从信息史

观的宏观视角来审视技术与信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

的地位已经成为媒介技术研究的一个转向。体育赛

事解说成为一种以体育观众为主要服务对象，利用

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围绕体育比赛内容进行实

时口头描述、解释与评价的新闻传播活动。就新闻

传播学角度而言，体育解说作为一种新闻生产与内

容传播活动，是一种旨在引导受众观赏体育比赛的

专门化服务［7］，体育解说有着自己的传播规律和模

式。就媒介技术发展规律而言，技术是引导传播模

式变化的重要力量。视听媒介技术的多样化发展拓

展了受众的视觉审美逻辑，重构了传统的机械化艺

术审美标准，而且也使受众对艺术作品的欣赏，从纯

粹的静态审美转变为感知艺术整体思维过程的一种

审美。由此可见，传播媒介在整个艺术活动中起着

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8］。在我国体育解说的发展历

程中，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为体育解说带来新的传播

模式变化。在广播为主的传播时代，体育赛事解说

主要以现场描述型为主，1958—1978 年的 20 年间，

由于电视技术落后，电视媒体不够发达，体育赛事的

现场直播较少，专业解说人员也相对不足，体育解说

员经常不到比赛现场，只是在演播室中对着赛事画

面进行自我解说，与现场的观众互动就成为空谈，传

播技术的限制极大影响了体育赛事直播解说风格的

出现。在电视逐步开始普及的 1978—1992 年，体育

赛事的直播和转播逐渐增多，重大体育赛事的电视

直播成为一种常态，我国体育赛事直播中的体育解

说风格开始慢慢形成并逐渐稳定，体育赛事解说主

要采取解说与评论双主体模式；新媒体时代，随着

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体育赛事直播在网络上

的兴起，体育解说风格正式进入多样化的发展阶段，

5G 时代和 VR、AR、MR、3D、全息等传感交互技术

的叠加，催生了体育赛事传播的“全觉沉浸”模式，

适应新媒体传播平台的体育赛事解说模式也更加

丰富［9］。

3.2　媒介技术推动中国体育解说的多元话语生成

媒介技术的具身化、媒介技术的智能化、媒介技

术的融合化是媒介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向［10］。如美

国传播学者波斯曼所言，新媒介技术的诞生并不是

在原有媒介基础上的简单相加，而是对整个媒介生

态环境进行的彻底改造。就体育赛事传播系统而

言，媒介语言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崭新的言语要素、话

语范式和交际格局。体育赛事解说不仅是对新闻事

件的梳理与转述，也是充满艺术性的呈现过程，作为

架构体育电视解说视觉中心的电视解说员以及相关

技术人员，其声音、形象本身就是对已有解说文本的

艺术化加工，经过无形二次创作的电视体育文本被

纳入电视受众的解读范畴中。传递感受作为体育解

说的一大重要任务，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对现场气

氛、现场环境的即时感受，体育解说可以通过个体的

感受去感染受众，这不仅是对解说主体能力和情商

的考验，也是对体育叙事艺术水平的客观要求，这种

艺术美感除了需要解说主体各方面的素质提升外，

也需要媒介技术为他们带来更多的辅助支持，特别

是当前的体育赛事出现精确化呈现的趋势，更需要

媒介技术在数据挖掘、形象设计、语言表达中提供全

方位的支持。体育解说是一种利用语言作为主要传

播载体的新闻传播过程，电子传媒时代，无线电处理

语音和图像的技术不断获得重大突破。广播、电视

都是对口语、书面语功能在新媒介条件下的放大与

不断发展，随着广播、电视制作技术、传输技术的发

展及其终端接收设备的普及，广播、电视相继进入人

们日常生活，人类开始步入有声媒体时代。电波使

语言传播更加便利，传播速度更加快捷，传播形式更

加多样，传播人群更具针对性，传播幅员也更加辽

阔，并为语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做出了准备［11］。特

色语言是体育解说员的艺术创作工具，被运用于营

造娱乐气氛、梳理比赛节奏、分析技战术动作、评论

比赛进程等各类工作中。专业体育解说必须要经过

长期严格的发音吐字、语音语调的培训和练习，并使

之成为能够代表和象征体育解说独特气质和高屋建

瓴之观赛视角的独特符码。

3.3　媒介技术构建体育解说叙述新符号场景

个人网络技术和产业数字化转型，依托数字和

信息技术，使得现代社会的数字基础设施得以构建，

技术赋能、跨界电商成为数字经济环境中新媒体平

台发展常态。不但模糊了传统媒体传播内容的边

界，也产生了众多的媒体融合产品。随着人工智能

融入体育传播过程，媒介技术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

视听框架，AI 技术不断为体育传播数字化赋能，同

时深刻改变着体育传播语境，体育传播的内容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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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播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新经济主导下资本注

入与技术创新有机结合，各种新媒体平台快速崛起，

在文化创新、内容生产、社会服务、品牌打造等方面

形成了新产业生态和消费场景。体育解说作为一种

符号生产的场域，其工作本质是借助技术话语将比

赛元素在时空维度上符号化，亦即对个体运动员形

象在观赛者视角中的象征性重构过程。体育解说的

原始符号生产带有思维导向性，在 5G+4K+AI 的智

慧化观看系统支持下，解说员成为观赛者心目中的

首要意见领袖。在视听技术进一步细化用户体验、

改变传播节奏的背景下，数据显示当前已有 28.2%

的网络视频用户习惯不按原速观看视频内容，以倍

速观看等为代表的技术正在重新定义受众的阅听

体验，并使之借由技术使用能动性地参与到生产环

节，基于观看延伸而来的受众二次创作及传播正成

为一种显著趋势，这极大地改变了体育解说叙述模

式。现如今，体育解说在受众社群中获得的文化资

本有助于解说员与观众在线上媒体平台的双向交流

沟通，并与外部经济市场进行等价交换以寻求广泛

的社会支持和认可，转而利用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

的循环过程强化自我建构，完成数字传播对意见领

袖效应的良性驱动。体育媒介技术引领体育解说叙

述模式的创新，解说能力、话语权力、文化资本都是

在解说场域得以立足的基础，所有解说主体必须先

取得解说资本上的相对优势，才能继续在该场域生

存与斗争，从而推动该场域的发展［12］。资本的优势

往往体现在对技术的引进和开发上。

4　 数字媒体技术下新时期中国体育解说的新动向

数字媒体技术是体育赛事传播的重要推动力

量。在新媒体技术重新组合和融合的情况下，技术

突破与受众接受信息方式的不断融合，不但改变了

受众观赏体育的审美形式，也给体育解说创新带来

新的动力。在媒体形态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始终没

有形成统一定型的体育解说模式，在新媒体技术推

动下，带有鲜明解说风格的体育解说群体仍然在不

断涌现，个性犀利或更具平民化风格体育解说日益

获得大量的拥趸。

4.1　新技术赋能下的体育解说融合化转向

互联网的出现促进了媒体融合，深刻改变了信

息传递的方式。传播渠道与内容的融合让体育赛事

传播呈现出新的特点，体育解说在技术加持下也出

现了融合的特征。就解说文本内容而言，以高度项

目专业性和表达流畅性为基础，描述性与叙事性并

存、草根化与艺术化互补的多元体育特色解说文本

逐渐成为主流，解说文本试图通过全景呈现的方式

增进受众的视听体验。就实践操作的角度而言，体

育解说本质是一项有声语言的创作活动，同时也是

一种有声语言的符号，在文本设计和语言模态中发

挥象征性功能。作为赛事传媒矩阵中的重要一环，

体育解说在很大程度上要摈弃对竞赛各方的政治与

文化偏见，充分适应和考虑不同年龄、职业、社会背

景的多元化包容性传播取向，以营造观众和共识为

基本导向。受众在新技术赋能的过程中，接受信息

的心理也出现了多元化特点，沉浸式、互动式、个性

化的体验是体育迷感受体育魅力的有效方式，“播—

说—评”一体化融合解说风格，随着体育受众接受

信息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尽管体育解说是以有声

语言表达作为主要传播的载体，但对赛事动态进行

实时描述、解析、评论与渲染的创造性活动中，需要

将视觉展示转化为信息播报的强力引擎，具有阐释

专业内容、调动心理情绪、把控价值导向的传播特

性［13］，新技术都可以为这些传播特征提供支持。在

新技术推动下，体育解说主体不仅要有描述、解释、

说明、评论、预测等不同层面的信息呈现，还需要通

过有效的信息互动，个性化的信息接受模式满足受

众的认知需要。因此，如何利用具象沉浸式的解说，

将体育赛事传播中的技术融合优势结合体育文化传

播融合的优势，开创符合受众接受心理的新型融合

解说，将是未来体育解说的一大方向。

4.2　技术推动下的体育解说风格的平民化转向

在新传播环境中，新的体育传播生态系统需要

新的体育解说模式。媒介技术的变革使受众在媒介

使用上大为便捷，传播主体与受众的双向互动也使

得受众在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同

时，二者双向互动的机制也使得体育解说成为开放

的公共场域，尤其是在新媒体平台版权保护意识不

强的情况下，“网红”通过直播间小屏播放比赛并

自我解说的情况屡见不鲜，分散了网络观众的注意

力。这种语境下的体育解说，不管是在传播手段、解

说方式还是在互动方式上，都会受到网络和手持移

动终端等为代表的新媒体的挑战，往往要求表达更



沈洁，李金宝：流变与重构：中国体育赛事解说发展的机理与逻辑——基于体育媒介技术发展的视角

·113·

突出个性化、情感化。新技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让

受众可以依靠虚拟现实技术系统和技术装备，完全

置身于人机界面所形成的虚拟环境中，并通过听觉、

视觉、触觉等身体感知系统，以及动作、表达、方向等

行为系统，来认知和操控虚拟世界中的对象，这种体

验让受众有更多的机会体验不同的体育项目带来的

具体感受，也为个体自我体育解说创造提供了可能，

并根据受众的要求提供平民化的体育解说产品。传

播媒介在整个艺术活动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中介作

用，媒介不仅仅担当技术工具的角色，更成为艺术世

界中重要的生产组织方式［8］。也就是说，媒介技术

发展引致的全媒体传播格局有别于传统的“专家主

义”精英话语表述形式，专业体育解说的垄断领域

正逐渐被草根意见领袖及其拥趸挤占切割。体育解

说的行业竞争也从过往封闭的专业化环境转向更加

广阔的社会网络舞台，进一步增强了体育解说领域

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在全媒体、全社会、全项目共同

参与的竞争环境下，线上视频网站抓紧布局体育转

播同时段、多场次、多语言内容矩阵，提供契合网络

受众消费化、仪式化、碎片化的内容选择。这种由技

术创新带来体育解说风格的平民化转向将是未来新

技术应用下体育解说的一大特点。

4.3　新技术引领下的体育解说娱乐性转向

从书面媒介时代的书法和绘画，到广播时代的

相声与说书，再到图像时代的电影、纪录片等，媒介

技术在进化过程中完成对主流艺术表现及其社会

审美的改造，并将过往的艺术形式一并纳入新的传

播图景当中。相较而言，竞技体育的魅力在很大程

度上来源于原始的身体对抗和竞争，在新技术催生

的生活环境中，受众对竞技运动身体活动的艺术展

现形式、表达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视听媒体必须依

赖更具有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内容来创造丰富的文化

符号。媒介技术变革对视听艺术流变产生了深刻影

响。在大众文化与消费社会的全球性图景下，体育

解说评论通过制造快乐和观赏快感吸引更多体育迷

收看比赛，并长久地维系这种紧密关系，呈现出戏

谑、解构与自媒体传播的亚文化特征。竞技者胜负、

输赢之间带来丰富的戏剧化冲突，经由体育赛事的

媒介传播，加之导演、编辑、主持、导播、摄像等媒体

人的共同“创作”，形成具有特色的半真实、半艺术

的体育叙事新媒介技术的变革，催生了体育赛事传

播的“全觉沉浸”模式。受众的身体仿真式在场可

以取代真身的现场缺席；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

的运用创造出崭新的观赛体验；对现实场景的虚拟

重构实现了观众在媒介环境中超越时空的共在、共

时、共享状态。体育解说在描述这些场面的过程中，

自带娱乐性，配合体育解说富有感情和层次感的语

音能够进一步强化比赛转播的整体感染力。在新媒

体传播体系中，解说主体是形塑网感化的关键因素，

通过网感化的传播形态，把传播话语尺度拓宽到通

权达变的多元形式里，体育解说把体育专业内容放

置于谈笑风生的聊天式叙述中，以轻松诙谐、风趣幽

默的语态实现娱乐化的有效表达，用娱乐性建构赛

事欣赏的“狂欢”。如何让受众真实地感觉到赛事

的精彩，如何将一场赛事传播的娱乐价值彻底挖掘，

并辅以有效的语言形式表达是展现体育解说艺术性

内涵的关键，也是体育解说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

在新派体育解说中，对体育活动的叙述所占比重会

越来越少，而对体育活动的介绍、讲解、评论与烘托

在体育解说内容的戏剧性内容将会越来越大。

5　 结束语

“技术决定论”作为一种污名化的标签，常被用

以攻击强调技术重要性的一切理论观点［14］。本文

从媒体技术传播的视角，分析中国体育赛事解说的

变化特点，将体育解说的媒介技术作用置于媒介技

术营建的环境之中，分析体育解说的观念和行为在

受制于媒介化环境的限定中，如何适应媒介技术的

变革而重构。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我国体育赛事传

播数量与种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众多的体育

赛事需要有足够的体育解说来保障。在体育文化生

态系统中，体育赛事解说成为一种独有特色的文化

特性。传播媒介技术变革是推动体育传播发展和赛

事解说变化的重要内因之一。在智能化传播时代，

在体育赛事解说专项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受众对重

点体育项目的解说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加强对

体育解说的研究尤为重要。本文总结现代媒介技术

在体育赛事解说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技术创新给体

育赛事解说形态带来的变化，提出了新技术引领下

的体育解说融合化、平民化、娱乐性转向的趋势。随

着传播技术的融媒体化发展以及受众接受音视频渠

道的增多，受众对体育赛事解说的期许不再是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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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简单描述和一味地情绪渲染，而是随着对体

育项目的认知程度提高，对多元服务提出了更高要

求。随着智能传播的时代到来，体育赛事解说将会

以更加多元的形式丰富体育赛事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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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he Mechanism and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orts Comment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rts Media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HEN Jie， LI Jinbao

（Nanjing Sport Institute， Nanjing 210014，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edia ecology studies represented by McLuhan and Postman，media technology become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of curren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brought by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media technology to sports commentar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commentary styles under 
different media technologies and the changing laws of sports event commenta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technology，and 
explores the unique role of sports media technolog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s of sports commentary communication，

the sports commentary language enrichmen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guidance of sports commentary narrative mode. 
Moreover，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re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commentary under the empowerment of new 
technology，the popularization of sports commentary style under the promotion of technology，and the entertainment of sports 
commenta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new technology，which has strong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commentary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Key words： sports commentary； media technology； sports communication； sports commentary mode； convergence me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