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 播客使用教程 

一、AI 播客概述 

（一）定义 

AI 播客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音频内容的新型播客形式。它能够根据用户输入的文本、链接或文档
等信息，自动生成语音对话、总结内容并以播客的形式呈现，极大地改变了传统播客需要大量人工创
作、录制和后期制作的模式。 

（二）发展背景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自然语言处理和语音合成技术的飞速发展，内容创作的效率和形式得到了
极大拓展。传统播客制作过程繁琐，从策划、撰写脚本、录制到后期剪辑，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
成本。而 AI 技术的介入，使得播客内容生成变得更加高效、便捷，降低了创作门槛，为更多人参与播
客创作以及获取个性化的音频内容提供了可能。 

（三）优势 
1. 高效内容生成：传统播客制作一期节目可能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而 AI 播客仅需几分钟即可根据输入
内容生成完整的音频节目。例如，用户上传一篇几千字的文章，AI 播客能迅速提炼要点，生成流畅的
对话式音频。 

2. 个性化定制：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 AI 主播声音，调整语速、语调等参数。还能针对
特定的内容需求，如学习资料、新闻资讯、小说故事等，定制专属的播客内容。 

3. 降低成本：无需专业录音设备、录音场地以及后期剪辑人员，大大减少了硬件设备投入和人力成本。
对于个人创作者或小型团队而言，利用 AI 播客可以在几乎零成本的情况下开展播客创作。 

4. 知识获取便捷：将复杂的文本内容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对话形式，方便用户在通勤、做家务、运动等场
景中轻松获取知识和信息，提升了知识吸收的效率和便利性。 

二、应用场景 



（一）学习教育领域 
1. 课程内容转化：教师可以将课程文档、教材章节等内容通过 AI 播客转化为音频形式，方便学生在课后
随时收听复习。对于一些晦涩难懂的知识点，AI 播客以对话式的解读方式，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2. 语言学习：学习者可以上传英文文章、单词表等，AI 播客生成对应的英文对话或朗读，同时可以设置
不同的语速和发音风格，辅助听力和口语学习。例如，在备考雅思、托福等语言考试时，利用 AI 播客
将学习资料转化为音频，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3. 学术研究：研究人员可以将专业论文、研究报告等内容交给 AI 播客处理，快速获取关键信息的总结和
解读，节省阅读大量文献的时间。 

（二）知识传播与分享 
1. 读书分享：读书博主可以通过 AI 播客将书籍内容进行提炼和解读，制作成播客节目分享给听众。听众
无需花费大量时间阅读原著，通过听播客就能快速了解书籍的核心内容和精华。 

2. 行业知识普及：各行业的专业人士可以利用 AI 播客分享行业动态、专业知识和经验。例如，金融从业
者可以制作关于投资理财知识的 AI 播客，科技行业人员可以讲解最新的技术趋势等。 

3. 新闻资讯解读：将新闻文章通过 AI 播客转化为音频，以对话的形式对新闻事件进行分析和解读，让听
众在短时间内了解事件全貌和不同观点。 

（三）娱乐休闲 
1. 小说故事改编：将网络小说、短篇小说等内容转化为 AI 播客，以生动的语音形式呈现故事，为用户提
供一种全新的听书体验。用户可以在睡前、放松时收听喜欢的小说故事。 

2. 幽默段子与脱口秀：创作者可以编写幽默段子、脱口秀脚本，通过 AI 播客生成有趣的音频节目，为听
众带来欢乐。 

三、使用教程 

（一）准备工作 
1. 选择 AI 播客平台：目前市面上有多种 AI 播客工具，如 NotebookLM、字节跳动的豆包等。以豆包为例
，确保在手机或电脑上安装好对应的应用程序，并完成注册登录。 

2.



内容准备：确定你想要转化为播客的内容，可以是本地的 PDF 文档、网页链接，若使用
 NotebookLM 还可准备文本文件等。例如，你计划制作一期关于某本商业书籍解读的播客，就先准备
好该书的电子版文档或相关的网页资料。 

（二）具体操作步骤（以豆包为例） 
1. 打开 AI 播客功能：打开豆包应用，点击相应图标或通过特定指令（如 “@”）唤起 AI 播客功能入口
。 

2. 上传内容：点击上传按钮，选择本地的 PDF 文档，或者粘贴网页链接。如果是网页链接，豆包会自动
抓取网页内容进行分析。注意，目前部分平台暂不支持直接输入纯文本生成，需按照平台支持的格式
准备内容。 

3. 设置参数（可选）：根据个人喜好，设置 AI 主播的声音类型（如男声、女声、不同风格的音色等）、
语速快慢、语调高低等参数。比如，若在运动场景中收听，可适当加快语速；若在睡前收听，选择舒
缓的音色和较慢的语速。 

4. 生成播客：完成内容上传和参数设置后，点击生成按钮，AI 系统将开始处理内容。这个过程通常只需
几分钟，期间可以看到生成进度条。待生成完成，即可播放收听。 

（三）制定大纲的重要性与方法 
1. 重要性：一个清晰合理的大纲能够帮助 AI 更好地理解内容结构和重点，生成逻辑连贯、条理清晰的播
客内容。同时，大纲也有助于创作者在内容创作前梳理思路，明确想要传达的核心信息。 

2. 方法： 

• 提炼要点：对于一篇文章或文档，先通读内容，找出关键段落和核心观点。比如在一篇关于人工
智能发展趋势的文章中，要点可能包括当前人工智能的主要应用领域、面临的技术挑战、未来的
发展方向等。 

• 组织逻辑：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排列要点，常见的逻辑顺序有时间顺序、重要性顺序、因果关系
顺序等。以人工智能发展趋势为例，可以按照时间顺序，先介绍过去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再阐
述当前的状况，最后展望未来趋势。 

• 设定对话流程：如果希望生成对话式的播客，在大纲中要设计好提问与回答的环节。比如，在关
于某本历史书籍的播客大纲中，可以设置一个问题：“这本书中描述的某个历史事件的起因是什
么？” 然后对应准备好回答的要点。 

（四）提示词规则与运用技巧 
1. 规则： 

•



明确具体：提示词要清晰明确地表达你想要的内容和效果，避免模糊不清的表述。例如，不要只
说 “做一个关于科技的播客”，而是具体说明 “做一个关于当前热门的人工智能芯片技术进展的
播客，重点介绍某几款主流芯片的性能和特点”。 

• 符合逻辑：提示词的内容要符合逻辑和常识，不能提出自相矛盾或不合理的要求。比如，不能要
求 AI 在一个关于健康饮食的播客中宣传垃圾食品的好处。 

• 控制长度：避免使用过于冗长复杂的提示词，以免 AI 在理解和处理时出现偏差。尽量简洁明了地
表达核心需求。 

2. 运用技巧： 

• 角色设定：在提示词中设定不同的角色，如专家、初学者、主持人等，让 AI 根据角色特点生成对
话。例如，“假设你是一位人工智能专家，和一位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初学者进行对话，介绍人
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 添加背景信息：提供一些相关的背景信息，帮助 AI 更好地理解情境和生成内容。比如，“以当前
全球环保形势为背景，做一个关于可持续能源发展的播客”。 

• 引导式提问：通过提问的方式引导 AI 生成你想要的内容。例如，“在关于某部电影的播客中，这
部电影的独特叙事手法体现在哪些方面？请详细分析”。 

四、AI 播客功能限制 

（一）内容理解的局限性 
1. 复杂语义理解困难：尽管 AI 技术不断进步，但对于一些具有复杂语义、隐喻、双关语等内容，-
AI 可能无法完全准确理解其含义，导致在生成播客内容时出现解读偏差。例如，在文学作品中一些含
蓄的表达，AI 可能无法精准把握其深层含义。 

2. 缺乏真实体验和情感共鸣：AI 没有真实的生活体验和情感感知能力，对于需要基于情感和经验进行解
读的内容，可能无法传达出与人类创作者相同的感染力和共鸣。比如在讲述一个感人的故事时，AI 的
解读可能显得较为平淡。 

（二）语音合成的不足 
1. 语音自然度有待提高：虽然目前语音合成技术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与真实人类声音相比，在语音的
自然流畅度、语调的丰富变化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可能会影响听众的收听体验。例如，某些 AI 主
播在连读、停顿等方面不够自然。 

2. 口音和方言支持有限：对于一些特定的口音和方言，AI 语音合成的覆盖范围和效果还不理想。如果用
户希望使用具有地方特色的口音或方言生成播客，可能无法得到很好的满足。 



（三）内容原创性问题 

AI 播客生成的内容是基于已有的数据和算法进行组合与生成，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性思维。在创作
一些需要独特创意和灵感的内容时，可能无法与人类创作者相媲美。例如，在创作一篇全新的科幻故
事播客时，AI 生成的情节和创意可能相对缺乏创新性。 

五、版权与法律风险 

（一）版权侵权风险 
1. 未经授权使用内容：如果用户在使用 AI 播客时，上传未经版权所有者授权的文档、文章、音频等内容
，将这些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转化为 AI 播客内容并进行传播，就构成了版权侵权行为。例如，将一本未
获得授权的畅销小说通过 AI 播客进行朗读和传播。 

2. 衍生内容的版权归属：AI 播客生成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原始输入内容的衍生。对于这些衍生内容
的版权归属，目前法律规定尚不够明确。如果原始内容的版权所有者与 AI 播客平台或用户之间就衍生
内容的版权产生争议，可能会面临法律纠纷。 

（二）隐私侵犯风险 
1. 用户数据收集与使用：AI 播客平台在运行过程中会收集用户的一些数据，如上传的内容、使用习惯、
个人偏好等。如果平台未能妥善保护用户数据，导致数据泄露，可能会侵犯用户的隐私权。例如，平
台因安全漏洞被黑客攻击，致使用户上传的敏感文档信息被泄露。 

2. 语音数据的隐私问题：在语音合成过程中，AI 可能会收集和使用一些语音数据来优化语音效果。如果
这些语音数据涉及到个人隐私信息，而平台未采取足够的保护措施，也可能引发隐私侵犯风险。 

（三）虚假信息与误导性内容传播风险 

由于 AI 播客生成内容的自动化特点，如果输入的内容本身包含虚假信息、错误知识或误导性内容，-
AI 可能会不加甄别地将其转化为播客并传播出去，从而对听众产生误导。例如，一些关于健康养生的
虚假信息通过 AI 播客广泛传播，可能会影响听众的健康决策。 

六、课后练习 

（一）基础练习 



1. 选择一篇自己喜欢的科普文章（可以从科普网站、公众号等获取），使用豆包 AI 播客将其转化为音频
。在操作过程中，尝试不同的主播声音和语速设置，对比收听效果。 

2. 准备一份简单的产品介绍文档，为其制定一个播客大纲。大纲要明确产品的特点、优势、使用方法等
关键内容，并设计至少两个提问与回答环节，然后使用 AI 播客生成对应的音频内容。 

（二）进阶练习 
1. 设定一个特定的主题，如 “未来智能家居生活”，运用提示词技巧，让 AI 播客生成一段双人对话式的
播客内容。提示词中要设定好对话双方的角色（如智能家居专家和普通消费者）和对话场景，分析生
成内容的质量和逻辑合理性。 

2. 选取一本自己近期阅读的书籍，尝试将书中的某一章节通过 AI 播客进行解读。在解读过程中，结合自
己对书籍的理解，调整提示词，使 AI 生成的播客内容更符合自己想要传达的观点和重点。 

（三）综合练习 
1. 关注当前的一个热点新闻事件，收集相关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使用 AI 播客对这些内容进行整合和
分析，生成一期关于该热点事件的深度解读播客节目。节目中要涵盖事件的起因、经过、各方观点以
及可能的发展趋势等内容。 

2. 假设你是一名英语老师，为了帮助学生提高英语听力和阅读能力，使用 AI 播客制作一系列英语学习资
料。选择不同难度级别的英语文章，将其转化为音频，并设置相应的问题，让学生在听播客的过程中
思考和回答问题，检验学习效果。 
（注：文档部分内容可能由 AI 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