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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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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魅力童声》看媒体融合背景下少儿节目的策划与传播

孙平华 刘德雅

性地聚合在一起，将时空串联，

从而使主客观声音共同演绎时

空变奏曲，在听众脑海中交融、

碰撞，形成层峦叠嶂般的余韵，

给人以转瞬恍如隔世之感。这

也是广播叙事手段多元呈现、有

机表达的有力注脚。

四、结语

在媒介传播技术快速发展

的今天，广播作为一种媒介渠

道，它的价值依托需要优秀的听

觉艺术作品。优秀的广播作品，

需要通过叙事内容、叙事结构、叙

事手段的有机结合，才能呈现出

超脱其他媒介的情感价值和内

容属性，才能够打动听众的心。

叙事内容、叙事结构以及叙

事手段深藏于广播作品之中，它

们同属“术”的层面，要想将广播

及其作品作为志业与艺术的追

求，还需放下浮躁的内心与喧哗

的外表。

（作者单位：宁波广播电视

集团）

发展媒体融合，我们该认清

的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

是迭代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替代

发展，是此长彼长，而不是此长

彼消。要做好少儿节目的融合

传播，势必要在对传统广播电视

少儿节目提升与改造的同时，探

索出适合媒体融合迭代发展的

新模式。笔者结合《魅力童声》

栏目看少儿节目如何兼具“生

动、灵动、感动、互动”的特质，发

挥更好的传播效果。

一、大道至简，珍贵传递，生

动传播

古语云：耕读传家久，诗书

继世长。朗读是体会民族语言

之精深和优美的重要途径，它对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有着深远

意义。为了让孩子们从小感受

朗读的魅力，爱上朗读，象山广

播电台暑假专门为孩子们开辟

《魅力童声》栏目。为了让节目

能拥有期望中的独特气质，象山

台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

调动年轻主持人和孩子们互动

的积极性，使节目充满童趣、童

真、童心。这档节目自开播以来

深受青少年朋友以及家长们的

欢迎与青睐。

朗读是一种学习方法，但更

多时候，朗读也是传播思想、传递

情感、传承精神的一种手段。通

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成风化人，

也正是这档节目的初心。通过朗

读，孩子们带着各自的理解，各自

的腔调传递出不同的情感，就像

巴赫的“大无小无”，演奏出不同

的味道。一首诗，传承千年文化；

一篇文章，照亮成长之路。一档

有深度、有温度的节目不仅能

激发孩子们朗读的热情，也能让

听众在忙碌繁琐的工作生活之

余得到文化的熏陶和情感的升

华，更为书香象山争色添彩。这

就是《魅力童声》的意义所在。

一档节目要提升品位，就要

为节目注入文化内涵，或者从传

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或者从古典

诗文中寻找元素，或者从精彩的

中国故事里寻找突破口等，制作

成优雅厚重、清新脱俗、富有特

色的节目，满足听众的文化需

求，让听众感受到优美文字对心

灵的熏陶和精神的陶冶，从而重

新拾起书本，喜欢上朗读。《魅力

童声》希望用最真实的表达、最

平凡的还原、最珍贵的传递，对

节目予以生动传播。

二、本土文化，因地制宜，感

动心扉

为了向新中国七十周年献

礼，《魅力童声》特地开辟“礼赞

新中国，声颂新时代”专栏，朗读

的篇目以诗歌为主，主题多样

化，包含成长励志、家训家规、思

乡怀远、山水美景等。如《我长

大了》表现的是宣告自己已经长

大，请父母放心和放手。《珍惜》劝

勉人们要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

切，不要盲目追求得不到的东西。

《在山的那边》告诉人们理想并非

虚无缥缈，只要百折不挠去奋斗

就一定会实现。在众多诗歌中，

爱国诗歌占了绝大部分。孩子

们深情并茂地朗诵，加上主持人

的精炼解析以及背景配乐的渲

染，使得节目可听性大大增强。

本土化是广播的“根”。广

播少儿节目一定要做本土的东

西，这是一种收听习惯。本土化

的内容更有亲和力、更能引起共

鸣。这是广播与地域受众有着

天然血缘关系这一特性所决定

的。我们的广播与其所覆盖范

围内的受众文化同根同源，内容

贴近本地人的生产生活，无限接

近本土受众的心理表现、文化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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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生活习惯、价值判断、审美要

求等等，才能使受众有亲切感、

认同感。例如，孩子们诵读象山

藉革命先烈殷夫、王家谟、贺威

圣等人的诗文和家书，极大地吸

引了本地听众的兴趣，重温了先

烈的英雄事迹。贺威圣是第一

次大革命时期浙江省最早牺牲

的中共领导人之一，1920年春他

离开家乡和亲人，只身前往上海

求学，次年元旦在和同学们的话

别会上，他写下了“壮士岂为儿

女泣，要将头袂兴神州”的豪迈

誓言。吟诵诗句，传承英雄遗

志，以此告慰先烈的英灵。开展

这样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讲好

象山故事，传播好象山声音，少

儿诵读节目《魅力童声》触动灵

魂，感动心扉。

三、新颖独特，别具匠心，灵

动呈现

自古诵读少年始。每天下

午 16点 20分定期播出，百余名

孩子参与节目录制的《魅力童

声》，两个多月中推送 40 期节

目。一大批热爱诵读的孩子，用

纯真、灵动、激情诠释着他们所

理解的诗文世界。那些流转的

时光、遗失的记忆，从字里行间

娓娓道来。

《魅力童声》朗诵节目中常

常穿插诗文的赏析，让受众更直

接理解诗文含义。充满童真的语

言、情感丰富的表达、背景音乐的

铺垫，大大增强了节目的号召力、

感染力和可听性。大主播大手拉

小手带领小主播一起诵读经典

名篇，吸引更多孩子参与其中。

“请进来--走出去”让受众

入耳入心。“请进来”，《魅力童

声》不仅请孩子走进直播室，还

请相关作家、诗人、学者走进直

播室与孩子互动。“走出去”，尤

其值得一提的是，组织东陈汉章

小学朗诵团在汉章家风馆朗读

《毓兰轩训语》时，旖旎的风景使

“诗咏象山”朗诵沙龙，更映景映

人，动听的声音也更显魅力。结

合当地历史文化名人效应扩大

节目影响力，让听众更直观地领

悟到了诗文所包含的文化素养

与内涵。通过节目，不仅为城市

营造浓郁的历史氛围和文化气

息，更滋养了青少年的精神气质。

通过同步视频直播，不仅提高听

众阅读能力，增强艺术鉴赏，更为

重要的是，通过组织朗诵活动让

更多热爱朗诵的青少年参与到

节目中来，传播经典。活动不仅

锻炼了一支小主播队伍，也吸引

了不少新听众的加入。

少儿节目不能总是四平八

稳、一板一眼，呈现不紧不慢、匀

速前进的态势，那样听起来会很

乏味。这就要求广播少儿节目

主持人用更具真情实感和形象

生动的语言去挖掘本土文化，为

广大听众解读作品。这样的节

目才会灵动精巧、内容丰富、新

颖独特、可听性强，才会成为受

众听得懂、听得下去的接地气的

少儿文化节目。

四、抓住机遇，开拓市场，互

动发展

为了让传统媒体在媒体竞

争中寻求生存发展的新空间，利

用手机和网络等方式参与的互

动成了其中比较有效的环节。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碎片

化阅读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一

种阅读方式。少儿节目展示少年

儿童天性，越来越吸引年轻家长

收听。在学校重视、家长重视的

情况下，媒体更容易营造互动的

良好氛围，节目也更容易获得持

续成长的空间。为此，栏目发动

学校社团广播站参与电台少儿节

目，培养孩子兴趣，鼓励亲子互

动，定期分享大家的阅读感受，组

织有趣的线上线下互动活动，以

家庭阅读俱乐部的名义参与节

目。主播们也定期走进学校进

行公益语言艺术讲座，培养一批

能写会说的小记者、小主播，激

发孩子们参与节目互动的兴趣。

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地提

升《魅力童声》栏目的影响力，象

山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已连续

成功举办五届《少儿慈善春晚》，

一大批有才艺的孩子纷纷登上梦

想舞台。奉献，慈爱，阳光，逐渐

成为象山少年儿童的时尚，并吸

引社会各界一起联办少儿节目。

在这样的背景下，频道不仅

重视自有平台的建设与传播，更

加强与各大主流视频网站的合

作，借力互联网微信平台，在节

目直播的同时实现与听众的即

时互动。微信语音、文字、图片

等多种传播载体为听众互动增

加了趣味，也让传统音频广播成

为立体化的交流平台，形成线上

线下、节目内外的全效互动。传

统一对多的广播节目由此赋予

了听众切身参与的机会和便利，

大大增强了听众的收听乐趣，成

为了全开放、实时性的传播交流

工具。尤其是象山传媒中心成

立后，调动年轻人的积极性，大

力开展短视频创作，在此基础上

进行大 IP 的创造，由新媒体与

电台共同发起推送，节目的社会

影响力变得更大。

融媒体时代，传统广播电视

专题节目的优势受到弱化。作

为县级广播少儿节目，更应认清

形势，顺应时代发展，发挥地方

特色，不断提高节目质量，满足

受众不断提高的审美情趣，运用

融媒体技术，遵循新闻传播规

律，保持优势，以低成本、精制

作、广传播，探索出一条适合广

播语言类少儿文化节目发展的

新模式。

（作者单位：象山广播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