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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后被人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你

是清华毕业的？你们学校也有主持人专

业？居然可以跨界来做主持人！刚开始，

我也不以为然，后来有一天也开始思考这

个问题：我怎么就做了主持人呢？在学

校的七年里，除了专业课的学习，我待得

最多的地方就是清华电视台。每周两次播

音，七年不变；学校的大大小小的舞台

上，实战了一百多场；在毕业前的100天
创办访谈脱口秀《慧晓天下》，和刘慧凝

两个既是主持人，也是编导、摄像、剪

辑、后期、运营……学校里的种种经历，

仿佛都在给我的职业选择作准备，虽然不

是所谓“科班出身”的主持人，但对于这

次“跨界”我有自信。

从零开始的清华主持人

2014年在清华新闻学院硕士毕业后，

通过校招，我来到了江苏广电。“清华

大学外文系文学学士、国际新闻传播硕

士”，众人眼中我是顶着“名校光环”来

从校园学生记者到江苏卫视主持人
○王晓亚（2007 级外文）

到工作岗位的，可我毕竟换了一个全新的

城市，一切还是要“零基础”开始。从

《青年江苏》节目的记者做起，我爬过阅

江楼、绕过玄武湖，跑过南京青奥会场

馆、挤过中秋节人山人海的夫子庙，对话

过教育改革前线的教育局长、采访了特殊

教育学校的老师、孩子……高密度的采

访、写稿历练让我迅速成长。刚工作的第

二个月参与的系列报道《教改再扬帆》就

荣获了2014年度江苏教育新闻奖一等奖。

由于频道人手紧缺，刚到台里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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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愈多的年轻人，如同当年的我一样，在

狮子山下安居，在“一国两制”的天空下

成就美好人生。

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风雨洗礼，今日

的香港变得更加成熟，正焕发出巨大能

量，缔造更美好的未来。“以科学引领创

新、以创新推动发展”正成为当今世界科

创发展的新潮流。二十年前科网热潮兴起

时，香港遭逢社会事件频生，错失了很多

机会，着实令人可惜。今天，香港重新出

发，国家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这为香港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

机遇。香港发展本身更需要科创产业这一

经济发展新引擎。香港只要做好科创发展

的顶层设计，大胆进行科创制度与机制的

改革创新，善用其基础科研以及国际化的

优势，积极培育及吸引人才，引入更多高

增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落户和扎根香港，

建设完善的科创生态圈，香港这颗“东方明

珠”必将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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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我就开始了直播新闻节目

《江苏教育新闻》的播报工作。

上来的第一档节目就是直播，不

容出错的直播，现在想来领导还

是挺大胆的，只是他们不知道我

曾经在清华电视台播了7年新闻，

曾经下过功夫，又有何惧呢？

2015年，《江苏教育新闻》改版

为全媒体教育评论节目《教育锐

报》，每天15分钟的教育评论，

中间只有一次片花断点，一方面

要求主持人基本功过硬，连续评

论7~8分钟不间断、不出错，另一

方面在内容上还要有新闻人的敏

感、冷静、思考和新锐观点。拿

不准的，就学，不擅长的，就练。每天看

教育领域的报道、观点，然后自己写500
字的评论，来训练自己的思维逻辑，说出

自己的观点。有时候会感慨，我多么渴望

变老！因为那样我就会有更多的积淀，才

能发出观点独到的好声音，才会拥有超出

年龄的“责任感”。

教育对人一生的影响是最根本、最直

接的。多年的积累、养成的习惯、学习的能

力，才是工作后“从零开始”最大的资本。

努力做“十项全能”的科学达人

2015年初，全新打造的青少年互动科

普真人秀《未来科学家》开播。这是一档

每周一期的全外拍科学实验节目，平均每

期节目要在一所小学校园拍摄三天，遇到

繁琐的实验甚至会一期节目外拍六天。外

拍环境不比演播室，不可控因素很多。零

下196摄氏度的液氮、遇到粉尘炸裂起火

的油锅、40度高温烈日下的水晶采石场、

35层楼高的消防天梯、置身上千条扬子鳄

的池塘……为了这档节目，我跟随节目组

走南闯北，危险系数再高的实验也都亲自

上阵，因为“不做科学节目，你永远不会

知道自己有多勇敢！”

然而真正的压力是从2016年开始的。

《未来科学家》改为日播节目，每天进一

所学校，录制一期节目。录制频次高了，

变数就更多了，作为主持人，必须和节目

组想办法一一应对、全部克服。录制学校

的条件参差不齐，遇到天气条件不允许，

准备好的实验没法做了，就临时就地取

材调整实验内容。参加录制的学生年龄不

一，从幼儿园到初中生，我们必须调动现

场孩子们的好奇心，在漫长的录制过程中

保持他们的新鲜感、兴奋感；每一期节目

都是一场带观众的真人秀，从一间十几人

的教室，到几百人的礼堂，哪怕没有话筒

全程靠“吼”也要全部出色完成。

想要真正成为节目的灵魂，就必须深

度参与节目的策划、录制、后期、宣推、

产业运营全过程。自己的节目就是自己的

作为公益主持人，王晓亚 ( 中 ) 已为传播清华文化传

统的视频节目《家国君子》义务主持了数十期。图为王晓

亚与节目制作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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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要对他负责。科普节目内容要严

谨，形式要活泼。策划阶段就要与编导讨

论选题，力求带动更多观众、做更有效率

的实验，录制出更好的视觉效果；每天白

天做实验录制节目，晚上在宾馆对稿本、

试验第二天的实验。拍摄之后，我还有一

个习惯，就是找到没有任何后期包装的节

目视频反复观看，听大家反馈。365天进了

240所学校，录了240期节目，编导、摄像一

批又一批轮流出差，而主持人不变。直到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对于节目我比编导懂得

更多了，这就是做“灵魂人物”的感觉吧。

做知识型“主持人+”，必须“细节控”

人们总是期望从一个主持人身上看到

他的风格、他的内涵、他的积累，又需要

他每次出现在节目中都带着鲜明的、极致

的“标签”，这需要主持人长期的锤炼和

探索。七年来，从教育频道《江苏教育

新闻》《未来科学家》《家有儿女》《最

赞老师》《环球教育周刊》《创投合伙

人》，到江苏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元宵

晚会、跨年知识大会、《老板不知道的

我》《家屋室的主人》《职来职往》《最

爱故乡味》《京东“双十一”直播超级

夜》……主持的节目涵盖了新闻直播、教

育评论、科普实验、家庭访谈、少儿才

艺、职场创业、生活服务、国际交流、大

型晚会等，看似涉猎广泛，而事实上我在

不断尝试和积累，努力成为一名懂教育、

懂发展、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型主持人。

拒绝泛娱乐，坚持做好内容。工作上

不能要求团队给你什么，而是要非常苛刻

地要求自己，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为了

准备主持江苏发展大会，我提前两个月了

解嘉宾的生平、作品、近况，中文、英文

的材料看了厚厚一叠，活动当天一位华裔

嘉宾演讲时出现中文表述不清，我就上去

翻译救场；《未来科学家》专访阳光动力

二号飞行员，录制时终于可以用上英文，

与嘉宾侃侃而谈，当然代价就是结束后还

要把所有内容翻译成中文、校对、配音、

编辑成片；暑期英国文化交流营我一个

人带队，从前期策划、设计路线、与英方

沟通，到招募营员、带团出访、后期宣传

推广，都亲力亲为；平安希望小学支教、

盐城阜宁支教活动中，与老师一起设计和

准备课程，在带给孩子们欢乐的同时，注

重他们的心理建设，让他们学会自信和快

乐。从工作中得到的收获，永远与工作时

自己的用心和努力成正比，没有真正付

出过，你就不会真正知道自己的能耐有

多大。

从记者、播音员，到有编导思维的主

持人，再到全程、全时、全员传播的积极

参与者、团队的核心力量，我希望不断拓

展主持人的外延，在团队中永远坚持做

“加分项”。我记得节目中一位师兄曾说

过，只要不断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剩下的

交给时间，时间就会让你逐渐成为你注定

要成为的那个人。

贺水利系建系七十周年
○吕祖珩（1963 届水利）

母系恭迎七十寿，吾曹毕业六十年。
汗凝大地留新业，智绘山河改旧颜。
不忘昔时师德泽，常怀往日近春园。
疫情阻隔难相聚，海角天涯永挂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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