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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aking the sensory advantages of visually impaired group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aims to explore the training mode 
most suitable for visually impaired groups to learn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of broadcasting deeply. Through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life limitations of the blind people, the teaching plan in line with the learning habits of the blind has been formulated, and 
through collective training, courses such as “sound foundation of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broadcasting skills training” and “artistic 
language expression” have been conducted to lead the visually impaired group to enter the anchor and broadcasting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by simulating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visually impaired group, organically combining employment forms such as 
anchors and studios with the daily life of the blind, personalized learning methods are tailored to the special visually impaired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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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障群体声音赋能培训：感官优势为依托的培训模式研究
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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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视障群体的感官优势为切入点，旨在深入探讨最适合视障群体学习播音专业技能的培训模式。通过对盲人生活局
限的切身感受，制定了符合盲人学习习惯的教学方案，并通过集体培训，开展“播音主持发声基础”“演播技巧培训”和
“艺术语言表达”等课程，引领视障群体进入主播、演播行业。同时，通过模拟视障群体的生活环境，将主播、演播等就
业形式与盲人的日常生活有机结合，定制了专属于特殊的视障群体的个性化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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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视障群体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职业发展中面临着独

特的挑战。随着社会对多元化的认可，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更

创新、更适应他们特殊需求的培训模式。本研究的核心目

标在于利用视障群体在听觉和触觉方面的感官优势，探索一

种新型的、更符合他们学习习惯的播音专业技能培训模式，

旨在为他们提供更广泛的职业选择，推动他们更好地融入社

会。通过深刻体验盲人日常生活局限，我们制定了符合他们

学习习惯的教学方案，强调声音为主导的培训内容。关注语

音训练、声音识别、触觉互动设计等方面，同时实现高度个

性化学习计划，使培训更切实贴近个体需求。

2 理解盲人局限，制定符合学习习惯的教学
方案

2.1 感受视障的局限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盲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局限，

研究团队采用了亲身体验的方法。通过模拟盲人的日常生

活，成员们亲身感受了无法通过视觉获取信息的局面。这一

经历使研究团队能够更加真切地理解盲人群体在学习和工

作中所面对的实际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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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制定教学方案
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盲人群体较为敏锐的听觉感知，我

们将教学内容设置以声音为主导，强调通过声音来传达信息。

2.2.1 语音训练
通过有针对性的语音训练，我们致力于帮助盲人学生

提高发音准确性和语调变化的能力。这不仅有助于他们更清

晰地表达自己，还能提升他们在播音领域的专业表现。

发音准确性：针对常见语音难点，进行有针对性的 

训练，使学生能够准确地发音，确保他们在播音中的语音表

达更为流畅。

语调变化：强调语调在传递情感和信息中的重要性，

通过练习，使学生掌握不同语境下的语调变化，提高其语音

表达的丰富性和灵活性。

2.2.2 声音识别
引导学生通过声音来识别不同的情境、对象或信息，

培养他们在听觉上的辨识和理解能力，这将有助于提高他们

在实际工作中的应变能力。

情境声音辨识：训练学生识别不同情境下的背景声

音，使他们能够根据声音了解所处环境，提高对周围信息的

感知。

对象声音辨识：通过声音模拟，让学生能够辨识不同

对象发出的声音，培养他们对周围事物的听觉辨别能力。

触觉互动设计：考虑到盲人群体较为灵敏的触觉感知，

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了触觉互动元素，以提升学习的实际

性和丰富性。

盲文应用：利用盲文作为一种触觉互动工具，使学生

能够通过触摸文字来获取信息，促进他们的阅读和学习。

触摸模型：引入触摸模型，通过手触感模拟实际物体

的形状和结构，使学习的内容更加具体化 [1]。

2.2.3 个性化学习计划
为了更好地满足每位盲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我

们致力于制定灵活且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学习计划，充分考虑

其感官差异。

①感官优势整合。

将听觉作为主导，根据每位学生的听觉偏好，调整教

学方式，将听觉训练置于学习的核心位置。这包括：

声音训练强化：针对更倾向于听觉的学生，加强语音和

声音表达的训练，提高其发音准确性和语调变化的敏感度。

听觉感知课程：制定特定的听觉感知课程，帮助学生

通过声音更好地理解和感知周围环境。

②个性化触觉互动设计。

考虑到部分学生更偏好触觉，引入触觉互动元素，使

学习更加实际和具体。具体措施包括：盲文的应用，在于引

入盲文，让学生通过触摸文字来获取信息，促进盲文的熟练

应用；触摸模型课程，设计触摸模型课程，通过手触感模拟

实际物体的形状和结构，丰富学习体验。

③定期反馈和调整。

为了确保个性化学习计划的实时适应性，我们建立了

定期反馈和调整机制，确保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得到持续的支

持。项目中构建了学生反馈机制，建立畅通的学生反馈渠道，

定期收集学生的学习反馈，包括但不限于：学习感受和困难

需求，通过了解学生对课程的整体感受，包括难易程度和兴

趣程度收集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以及他们对进一步支

持的需求。

根据学生的反馈，及时调整个性化学习计划。包括但

不限于，内容调整： 根据学生的需求，调整教学内容，确

保其符合学生的学习水平和兴趣；方法调整： 针对不同学

生的学习风格，调整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个性化程度。

通过个性化学习计划，我们致力于使每位盲人学生都

能够在独特的学习环境中取得最大的学习效果，为其未来的

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 集体培训与专业技能课程开展

3.1 “播音主持发声基础”培训
为了全面培养视障群体在播音领域的专业技能，我们

采取了集体培训的方式，开展了“播音主持发声基础”课

程。这一培训不仅旨在通过集体学习充分发挥视障群体的听

觉感知优势，而且着重于提升他们在声音表达和主持方面的

能力。

在这门课程中，我们设计了内容丰富的培训计划，涵

盖了声音发声基础的多个方面。通过注重发音准确性、声音

控制技巧以及语调变化等训练，我们致力于帮助视障学员提

高其在播音领域的专业水平。

课程的设计注重集体互动学习，让学员们能够相互观

摩、互相交流，共同进步。通过这种互动学习的方式，学员

们能够在集体氛围中更好地理解和吸收课程内容，有助于激

发学员对播音领域的兴趣。

通过“播音主持发声基础”培训，我们期望培养视障

群体在声音表达和主持方面的专业技能，使他们更好地适应

演播环境。这门课程不仅仅是技能培训，更是为他们打开通

向主播、演播行业的大门，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我们将继续优化培训方法，确保视障学员在“播音主持发声

基础”培训中得到最大的受益 [2]。

3.2 “演播技巧培训”
为引导视障群体更深入地了解演播行业并提高其专业技

能，我们设计了“演播技巧培训”课程。这一课程专注于提供

全面的演播技巧培训，旨在使视障学员在这一领域更具竞争力。

专业技能强化： 该课程将专注于提供专业的演播技巧培

训，包括语速控制、情感表达、台词处理等方面。通过集中

的培训，视障学员可以更好地适应演播环境，提高其专业水平。

实际案例演练： 通过实际案例演练，学员们将有机会

将所学技能应用到实际情境中，培养他们处理各类演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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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3.3 “艺术语言表达”课程
为了培养视障群体在语言表达方面的艺术性，我们特

别设置了“艺术语言表达”课程。

文学艺术融合：该课程将结合文学和艺术元素，通过

集体学习，提升学员们的艺术语言表达能力。通过朗诵、表

演等方式，让学员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语言的艺术性。

集体创作与表演： 鼓励学员们通过集体创作与表演，

展示他们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激发创造力，拓宽表达形式。

通过这一系列集体培训和专业技能课程，我们旨在全

面提升视障群体在播音领域的技能水平，为他们更好地融入

演播行业打下坚实基础 [3]。

4 模拟生活环境，定制学习方法

4.1 模拟视障群体生活环境
为了更全面地融入视障学员的学习体验，我们强调在

声音赋能培训中模拟视障群体的真实生活环境。这不仅是一

种理论上的考虑，更是一种实际的投入，力求让培训更加具

体、贴切。

生活场景还原：在培训场地内，我们通过模拟视障人

士的生活场景，包括家庭、工作和社交等方面的环境。培训

室内的布置考虑到了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和挑战。

这样的还原不仅有助于学员更好地适应实际情境，也提供了

一种更加身临其境的学习体验。

引入模拟工具：为了增加学员在培训中的参与感，我

们引入了各种模拟工具，以提高他们在没有视觉辅助的情况

下的学习体验。其中包括使用盲文、触摸模型等工具，使学

员能够通过触摸和其他感官获得信息，从而培养他们在真实

环境中更为自信和熟练的能力。

这一模拟生活环境的设计不仅关注培训的实际效果，

更是为了培养学员在面对真实工作环境时的适应力。

4.2 个性化指导方法
为了更好地满足每位学员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我们制

定了专属于视障群体的个性化学习方法。

感官优势整合：个性化指导的首要考虑是每位学员的

感官优势。我们深入了解每位学员的听觉和触觉偏好，将这

些感官优势作为个性化学习计划的核心。对于更倾向于听觉

的学员，我们强化语音和声音表达的训练，以提高其发音准

确性和语调变化的敏感度。而对于更倾向于触觉的学员，我

们引入更多触觉互动元素，如盲文的应用和触摸模型课程，

使学习更为实际和具体

定期个性化辅导：针对个性化学习计划不是一成不变

的，而是随着学员的发展和需求不断调整的。我们建立了定

期个性化辅导机制，通过与每位学员的密切沟通，了解他们

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取得的进展以及对培训的反馈。

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及时调整个性化学习计划，包括内容的

微调和方法的改进，以确保学员能够在最适应他们的学习环

境中取得最佳效果。

通过模拟生活环境和定制学习方法，我们旨在为视障

群体提供更为贴心和有效的培训体验。这不仅有助于他们更

好地适应职业培训，还能够增强他们在真实工作环境中的自

信心和适应能力 [4]。

5 结论与展望

通过实施视障群体声音赋能培训模式，为视障群体在

播音领域的职业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视障学员提供了更广

泛的职业选择，同时促进了社会融合。以下是我们取得的阶

段性成果：

①提高普通话水平：我们成功提高了学员的语言表达

能力，通过集中的语音训练和声音控制技巧的培训，视障群

体在普通话水平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为他们在播音领

域中更为流利和专业的表达奠定了坚实基础。②专业技能提

升：通过“播音主持发声基础”培训和“演播技巧培训”，

视障学员不仅在声音表达和主持方面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还

在演播技巧上取得了实质性的提高。这使他们更具竞争力，

能够更好地适应演播行业的要求。③心理状态调整： 通过

增加社交话题和活动，帮助盲人学员克服心理障碍，更好地

融入社会。这为他们建立更为健康的心态和更广泛的社交网

络提供了支持。④拓展培训内容： 我们将注重引入更多前

沿、实用的播音技术和工具，以确保视障学员在面对不断变

化的播音行业时能够保持竞争力，使视障群体能够跟上行业

发展的步伐。⑤持续个性化支持： 进一步完善个性化学习

计划，我们可以确保每位视障学员都能够在培训中充分发挥

他们的潜力，取得更多的学术和职业成功。这种关怀和支持

体系将成为他们职业道路上的有力后盾。⑥推动社会认知： 

加强对视障群体的宣传和教育，推动更广泛的社会认知，为

他们的声音赋能培训创造更加包容和支持的社会环境。促使

社会更多关注并理解他们在职业发展中的潜力。

通过以上实践，本研究为视障群体提供了一种更具创

新性的播音专业技能培训模式。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研究，

优化教学方案，以期为视障群体在主播、演播领域的职业发

展开拓更多可能性。我们坚信，通过不懈努力，视障群体将

能够在各个领域取得更多的成功，为社会贡献更多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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