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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综艺节目制作与
产业化发展的共融共生

段朝猛

摘要：少儿综艺节目成人化倾向明显，虽

然想努力做大市场，却仍难挽危局。少儿节目

制作者们如何准确理解“童年”的概念，抓住

少儿节目制作的核心与初心，并找到可持续发

展的内容与产业融合布局之路，是笔者在本文

中想要探讨的课题。

关键词：少儿综艺 节目制作 产业化发

展 共融共生

随着国家广电总局对未成年人综艺节目

的严格管控，自 2017 年起，各类少儿综艺节

目逐年锐减，到 2019 年，已仅剩头部卫视和

视频网站寥寥几档少儿节目留存。如湖南卫

视 《少年说》、浙江卫视 《大冰小将》、腾讯

视频 《带我去远方》、中国教育台 《最强小

孩》 等；至于其他平台，哪怕专业细分的各

大卡通卫视和少儿频道也面临少有节目可做

的窘境。

为青少年做优质的节目，这对于未成年人

的学习和成长仍有着重要的意义。故而本文将

以浙江电视台少儿频道的一档青少年研学成长

真人秀《田野里的童年》（下文简称《田野》）

为例，探讨少儿综艺节目的制作初心和创作思

路，及其在当前形势下如何与产业化发展共融

共生。

一、少儿节目的核心与初心：留住即将消

逝的童年

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尔·波兹

曼在其《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提出，童年是一

个被发明出来的概念，“印刷术普及之后，文

字成为主导，成人掌握着文字和知识的世界，

儿童与成人之间出现了一道文化鸿沟——‘童

年’诞生了。”因此我们向来认为，童年和成

年是两个不同的伦理概念，这一理念指引着少

儿文艺的发展方向。在少儿综艺节目的策划和

制作过程中，童年是一个应该被时刻把握的概

念，这是区别于做一档成年人综艺的根本。

《田野里的童年》 这档节目可谓天然带有童年

的属性。

（一） 少儿节目的根本立足点：童年的消

逝与渴求

就像我们每个人的童年终将消逝一样，

“电视时代，一切信息都能够在成人和儿童之

间共享，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

‘童年’逐渐消逝。”①对于从乡村走出来的人

来说，很多人的童年记忆恐怕都在乡野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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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 00 后们来说，大部分已经不是了，所以

少儿节目 《田野里的童年》 本身是个有趣的

悖论：你很难说清楚，这档节目是做给谁看

的，但它确实是制作者对于受众心理的一种

把握。

首先，“童年”是一个有社会价值的主题。

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评论说，“当一种社会产

物行将被淘汰时，它就变成了人们怀旧和研究

的对象。”②真正关注“童年”的节目将越来越

成为少儿亲子市场的刚需。其次，守护“童

年”是少儿节目制作者最应该保有的初心，也

是少儿节目的根本立足点。中国的影视一直没

有面向少儿的明确分级，所谓分级恰恰就是童

年和成年的分割线。想清楚了“童年是什么”，

才能真正做出适合童年的节目，才能引领孩子

的成长。

（二） 少儿节目的核心：重构即将消逝的

童年

我们试图探讨“童年”和少儿节目的关

系，这源于《童年的消逝》一书的思考和《田

野里的童年》这一节目的触发。笔者认为，少

儿综艺节目的核心应是重构即将消逝的童年。

很多少儿综艺套用成年人综艺的模式，实际上

是架构了一个“成年环境”，让孩子去体验，

这是成年制作者的某种想当然。

童年的重构方法之一应是找回丢失的童话

世界和童年游戏。譬如，从“田野里的童年”

这个角度切入，就拥有某些童话色彩——100

名素人少年进入东北农村体验生活和耕作，农

家小院、稻田鱼塘、三农故事、乡间少年，这

些元素组成的是一个孩子眼中的童话世界。不

管在成人眼中，这样的内容多么接近真实，对

于 00 后们来说，它就是一个中国式的童话世

界——这里的快乐与困难、自由与束缚，甚至

善与恶，都是童话式的。所谓童话，就是连孩

子也知道这并非真实，他们终将回到现实，但

是丝毫不影响他们在这里投入情感、塑造自

我。而这样“童话式的节目”，笔者认为是少

儿节目所应有的特色，或者说转型的方向。

“童年游戏”的丧失被认为是童年消逝的

最大表征。儿童的娱乐方式正在被电视和网络

等电子媒介所代替，这是所有人都在呼号却又

无奈的现象。那么，“童年游戏”到底指什么？

《田野》 的制作者们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类

似于打弹珠、滚铁环、捉迷藏或者丢沙包是我

们丢失的“童年游戏”。这固然没有错，但笔

者认为，“童年游戏”是去成人化、去功利化，

少儿群体自发的、无意识的，甚至是无意义的

互动行为。放在《田野》节目当中，你可以看

到孩子们自发地进行一些“无意义”的游戏互

动，比如在田间齐步走、在树林里挖土坑、在

院子里追追赶赶，这些更接近于童年游戏，也

更接近于童年本身。

（三） 少儿综艺节目的根本矛盾：童年的

“真”与“秀”

所有的少儿综艺节目几乎都在探讨这个话

题，当真人秀遇到孩子，我们的尺度该如何把

握。笔者认为，如果没有“真”，孩子的“秀”

几乎不存在。哪怕如少儿模特秀、才艺秀，这

些以“秀”为主的综艺节目，前提是给孩子打

造了一个让 Ta 信以为真、可以真实表现的舞

台世界，这时 Ta 所流露的最真实的反应，才

算是好看的“秀”。就像我们并不在意一个小

模特和小主持人的专业素养，但是我们喜欢看

到他们作为自己最真实的样子，能够展现童年

的真实特色。

《田野》本身就是个“秀”，因为它是一个

“童话世界”。但是“秀”的外壳之下，它极其

克制，也无意着力于结果。而是通过“秀”，

看孩子的自然反应，这是孩子的“真”。而我

们作为观众，绝不是在看孩子完成所谓任务的

结果，我们也在享受那个真实的过程。更多时

间里，它是“无意义”的生活本身。敢于面对

真实生活，面对大量无意义的素材展现“真实

味道”，这是其它节目所没有的。

在一个充满童话味道的世界里做一些快乐

但无意义的事，这是属于“童年”的节目样

式。它当然不只有这样一种表象，但是却共有

这样一种灵魂。

二、少儿综艺与少儿产业互融共生的路径

之研学旅行

在生存处境日益艰难的当下，笔者提倡少

儿节目回归“童年的思考”，也并非一味探讨

内容制作的情怀和公益属性，如何找到一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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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径突破少儿广告资源的瓶颈和市场的桎

梏，《田野里的童年》 这档节目的产业化探索

同样值得借鉴。《田野》 抓住了“研学旅行”

的契机，可以说是拿到了研学市场的第一桶

金。

（一）什么是研学旅行？

研学旅行最早出现在2013年2月2日发布

的 《国民休闲旅游纲要》 当中。2016 年 12 月

19 日 《教育部等 11 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

学旅行的意见》进一步将“研学旅行”进行了

明确：“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是由教育部门和学

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

宿方式开展的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

校外教育活动。”③ 2017-2018 年各省教育、

文旅部门也出台相关政策进行细化。研学基

地、营地的打造成为各地市、旅游区的重要工

作方向。这一项政策的下达，不管是对于各省

文旅、教育事业的发展，还是对于媒体平台，

尤其是少儿媒体平台新产业方向的开拓都是利

好的。

（二） 研学综艺：研学旅行与少儿综艺的

共融共生

一个景区、基地想要发展研学，一定要有

足够的研学底蕴和研学课程。一档综艺节目的

养成，对景区和基地的宣传功能自不必说，更

为研学基地找到了一个专属的“灵魂”和一套

完整的体系。同样的，研学基地在宣传经费上

的投入、硬件打造上的升级，其实是为综艺节

目的录制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同时也为节目

制作节省了诸多成本。《田野》 当然是为其冠

名品牌量身打造的节目，但是并不妨碍它成为

一个品牌系列，这为旅行产业与少儿综艺节目

的共融共生提供了样本与可能。

少儿节目招商较难，面对市场优势较弱，

但是研学基地 （营地） 这样的对口单位，其实

是少儿节目的合作对象。在二者相互成就的过

程中，旅游行业也可以作为第三方加入到这一

合作模式中，三方形成一条成熟的产业链，互

惠互利、共融共生。

（三）优质户外综艺带来产业新布局

少儿平台可以利用自身天然的优势布局产

业，从而找到发展之路。少儿活动、品牌衍

生、特色培训与教育课程，这些产业化路径目

前正被次第开发。但在力挽狂澜之下，这些项

目却隐藏了偏离节目制作核心的趋势。长此以

往，少儿节目制作队伍是否还有内容生产的能

力，也成了接踵而至的问题。

“研学旅行+户外综艺”的模式，是时下

少儿平台开拓出的值得探讨的有效路径，不但

给内容生产者们提供了喘息之机，也为平台拓

宽了产业布局。《田野》 项目确实打响了“研

学综艺”的招牌，也让少儿节目创作团队坚定

了信心。研学旅行与综艺节目制作的合作将会

拓展更多的空间，一方面为研学基地定制合适

的节目，另一方面为轻综艺或小专题片，提供

可资借鉴的样本。

三、结语

“童年在消逝”。少儿节目成人化成了常见

话题。“童年”是少儿节目的第一要义，也是

少儿节目的初心。以孩子为主体，阐述好“童

年”的命题，才能完成好儿童的综艺表达，保

留少儿节目的“少年感”。更重要的是，内容

制作从不是制作者一次悲壮地“自我表达”，

它跟随市场，甚至引领市场。抓住了契机，

“初心”就会得到有力支撑。少儿节目“小而

美”，它的制作和产业化发展可以共融共生，

“两手抓”才是长久发展之计。反之，做少儿

节目，也应该站在浪潮滚滚的市场之上，永远

保有这颗“童年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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