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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类气象节目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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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取气象专家类直播节目 《风云进行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网络微博投票方式,从

观众的角度审视节目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解决方案。此外,随机选取2011年12月6、7日

10档直播节目,主要针对其制作现状和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对未来专业气象节目发展改进和专

家型气象主持人的培养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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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7月起,中国气象频道开始实现全

面直播。除了常规预报类节目外,中国气象频道

还推出了一档由专业气象人员采编播一体的直播

节目 《风云进行时》,时长5分钟,每天07时、

10时、12时、16时、19时直播,其余整点重

播。专家型主持人单独主持一档5分钟的直播节

目,在所有气象节目中尚属首次,这也成为专家

类气象节目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为了解观众对该

节目的评价,分析节目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向,

在节目播出近半年后,通过网络微博投票的方式

对观众进行调查。

1 观众调查分析

1.1 观众的总体评价

第一个问题为 “《风云进行时》这档节目,

您觉得如何?”,反映观众对节目的总体评价,共

有48人参与。认为节目很好的有13票;认为一

般的有5票;另有33人选择节目有待提高,占

投票总人数近70%;无人对节目不感兴趣或者

觉得无聊。

1.2 观众认为节目存在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为 “您觉得这档节目存在的问题

有哪些?”,该问题共设置6个选项,37人参与

调查。认为节目存在一定问题的占绝大多数,仅

有少数人认为目前节目 “挺好的”或者 “多数时

候挺好的”。在存在一定问题的选项当中,认为

“节目重复太多太啰嗦”的有28人,占投票总人

数的76%;认为 “节目信息太多记不住”的有8
票,占22%;此外觉得气象分析员没有自己的

特色也有3票。

1.3 观众最想获得的信息

第三个问题为 “在节目中您最想获得的信息

有哪些?”。本项调查反映观众希望获得的信息类

型,共有49人参与投票。41人选择最想获得

“重要实况以及正在发生的实况”,占参与调查总

人数近九成;“预报类信息”和 “跟天气相关的

服务信息”两项分别9票,并列第二,但是得票

明显少于前者;“重要天气过程”有7票;“天气

原理的解释”和 “其他”分别有3票和2票。从

调查结果来看,观众更关注实况类信息,而非预

报类信息,反映了观众对于知情权的重视。

1.4 专家型气象主持人的适合数量

在“专家型主持人适合数量”的调查选项中,

54位参与投票的观众大多认为专家型主持人数

量在4~6位较为合适。在此项调查开展之前,华
风集团13位具有气象专业背景的主持人员全部

都参与《风云进行时》节目的制作,远超观众认为

的适合数量。

1.5 专家型气象主持人的风格

在针对对观众喜欢的专家型气象主持人风格

类型的调查中,188位参与调查的投票较前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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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明显分散,表明了观众多样化的喜好。所列

举的四种风格的专家型主持人中,除了 “墨守成

规型”仅有少量选票外,其余三种 “学术严谨

型”、“谈吐幽默型”、“言语亲和型”都为多数观

众所青睐。也有部分观众选择了 “只要有型就

好”。可见面对多种多样的观众,专家型气象主

持人也需要不同的风格。

2 节目样本分析

《风云进行时》每档5分钟直播节目的内容

有一定相似性。从2011年12月的多档节目中随

机选取相邻两日 (6日和7日)的10档节目作

为样本,分别从实况、预报、天气形势、科普、

服务提示等内容进行定量分析,以便了解 《风云

进行时》的内容结构。统计表明,10档节目中,

仅有3档节目提及实况,说明在节目制作过程

中,对实况信息的解读明显重视不够。天气形

势、科普、服务提示等方面也很少提及。预报信

息是节目内容的重点,大多占93%左右,但是

重复过多,尤其在主持人换挡期间,由于相互沟

通较少,导致重复分析现象严重。在服务提示方

面,对于一次天气过程的天气分析较为单薄,气

象外延没有扩大,服务性不足。此外,由于主持

人自身的不足使节目的可视性降低。

3 节目改进方向

3.1 增加重要实况类信息,注意节目讲述方式

调查结果显示,观众对实况类信息相比预报

类信息更为关注,因此在专业气象节目中,对已

经发生的天气进行盘点和总结十分必要。

首先,需要打破常规的模式化描述。专家型

主持人讲述实况多是 “由面到点”。以降水为例,

最常见的说法是 “……昨天早晨8点到今天早晨

8点,某地出现了雨雪,其中某地出现了大雨”

等。这种模式化的陈述,很难提起观众的兴趣。

其实观众最为关心的是 “点”。在 “面”很大的

前提下,不如先 “点”后 “面”。 “点”有很多,

可以是纯粹的天气,也可以是由天气引发的新

闻,如一场突发降水导致的灾害等。

讲述方式则也是关系节目质量的重要因素,

最好的方式就是先设置悬念,以引人关注。对悬

念的解读也同样重要。如某些引人注目的天气现

象发生的原因,如何避免极端天气导致的后果

等。可以适当加入深层次的分析,如解释天气原

理,普及防灾减灾的常识等。如此使得实况信息

的解读既有故事性,又有知识性,满足了观众的

好奇心和求知欲。

3.2 做足气象外延服务,体现人文关怀

气象节目的根本属性还是服务性。不仅要描

述阴晴冷暖,而且要为穿衣出行、防灾减灾等提

供实际帮助。观众并非气象专家,对于已经或即

将发生的灾害性天气,有效的气象服务提示更能

引起他们的兴趣。

如遭遇降温降雪,仅仅提醒 “下雪了,请注

意交通安全”肯定不够,要在服务方面做深度的

挖掘,如冰雪天气行车注意事项。可以说:“冰
雪天行车,最主要是防止追尾。在冰雪路行驶,

因地面的阻力很小,只有干燥沥青路面的四分之

一,所以易发生追尾事故,建议增大行车间距,

比无雪干燥路面时增大4~5倍……”这样不仅

解释了雪天路滑的原因,又给出了防滑的具体建

议,非常贴心实用。

这些内容虽然与气象本身关系不大,但对提

高气象节目的服务性和气象信息的有效传播很有

帮助。这就要求专家型主持人有意识地学习相关

知识,灵活运用到节目当中。此外,主持人还需

多从观众的角度思考,更希望气象节目提供哪些

信息和服务,使节目更加有吸引力。

3.3 加强出镜培训,打造有特色的品牌专家型

气象主持人

在传播领域,主持人是一档节目的 “灵魂”,

是一档节目被认知、被吸引、被记忆的重要的传

播符号。气象节目已有不少品牌主持人,如沉着

稳重的宋英杰、清新可人的杨丹等。专家型气象

主持人具有明显的专业优势,但是在出镜技巧方

面明显不足。从节目的长远发展来看,专家型气

象主持人也需要形成自己特有的主持风格,以有

效发挥节目人格化传播的独特优势,增强节目内

容的传播效果,扩大节目的社会影响力。目前的

气象节目主持人主要有四种风格类型:学术严谨

型、谈吐幽默型、言语亲和型和墨守成规型。调

查显示,除墨守成规型,观众对其他各类型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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