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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丽媛 王佩璐 李剑飞 梁静君

社会观察类节目的社会观察类节目的
内容生产与传播路径分析内容生产与传播路径分析

——宁波广电新版节目《第一测试》评析

摘要：移动互联网技术深刻改变了当代媒

体生态，媒体行业发展已经进入深度融合阶段，

传统媒体面临转型再突破的机遇与挑战。其中

准确把握新媒体内容生产逻辑，积极依托社会

化媒体平台进行内容分发是电视媒体正在做出

的融合尝试。本文以宁波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2021年推出的《第一测试》节目为例，从内容

生产和叙事方式两个维度探讨社会观察类节目

的内容生产，分析此类节目的跨媒体传播路径，

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媒体融合背景下社会观察类

节目的内容和渠道两个层面的实践逻辑，并就

此类节目生产面临的关键问题进行讨论。

关键词：社会观察类节目 媒体融合 内容

生产 传播路径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国的媒体融合

发展格局和路径日渐成熟。媒体深度融合在内

容制作、渠道分发、平台融入与建设方面均取

得了一定进展。①除了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导和要

求，媒体融合纵深的发展与互联网技术更迭密

不可分。技术的融合为电视媒体的发展带来了

全新的机遇：在将传播效果最大化、拓展受众

群体等方面使电视媒体有了更大的运作空间②。

社会观察类节目作为近几年兴起的节目类型，

它的内容生产和传播路径同样需要遵循媒体深

度融合发展的规律，创新节目内容和传播方式，

契合当前受众视听习惯。

一、《第一测试》节目推出的时代背景

社会观察类节目是通过在真实场景下还原

社会热点议题，以隐蔽拍摄的方式，观察并呈

现普通人真实反应的电视节目。节目呈现普通

人真实行动中的社会良知，凝结情感并充满戏

剧性色彩。2015 年广东卫视推出全国首档社会

观察类节目《你会怎么做》，运用“真人秀”创

意策划激发普通人的真实反应。2017 年兰州卫

视推出《假如是我》，打造兰州街头“文明观察

实验室”，选题融入兰州城市特色，记录普通市

民的善行义举，传播爱与关怀。不管是节目形

式还是选题策划，电视媒体都在持续进行创新。

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电视媒体积极探索

和创新社会观察类节目内容策划和传播渠道，

同时也面临自媒体同类节目的流量挑战。因此，

社会观察类节目如何突破电视场域进行新媒体

内容生产，如何依托社会化媒体平台传播，成

为电视媒体此类节目面临的崭新命题。

宁波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2021 年推出的

《第一测试》 节目是对此命题的一次探索与实

验。节目通过还原社会热点话题，采取实景模

拟，隐蔽拍摄的方式观察普通市民的真实反映。

同时在内容生产层面总结社会观察类节目主题

规律，尝试策划四种议题设置。在传播路径层

面利用微信平台“视频号”、抖音平台再分发，

顺应新媒体传播逻辑，对电视内容再生产。《第

一测试》 是依托栏目化的电视节目，在媒体深

度融合背景下一次融媒体生产与传播的实践。

二、从情感内核到城市认同，社会观察类

节目的内容选择

当前社会观察类节目多从贴近性和可操作

性两个方面进行选题，贴近性是考虑受众的接

受度和熟悉度，为获取受众的迅速关注，选题

大多是日常生活中发生过的、常见的现象或者

事件。选题可操作性是基础，具有贴近性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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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聚焦公共利益是使命，彰显城市价值是特

色。在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还要考虑题材在

新媒体平台传播的适用性和受众接受度。《第

一测试》 栏目从上述视角出发，结合短视频平

台内容特点，创造性尝试从情感联结、生活场

景、社会痛点和城市特色四个维度进行取材选

题，同时检验不同选题下，受众的接受度和关

注度。

（一）情感是社会观察类节目内容的凝结内核

节目选题具有贴近性的根本原因是要与受

众产生情感共鸣，对情感元素的使用与设计是

社会观察类节目的重要特点之一。传统电视平台

的社会观察类节目需要选题具有情感共鸣点。唤

起受众的同理心是获取关注度的手段之一。新媒

体平台更需要强烈的情感冲突与情节设置，在短

短几秒内，吸引用户注意力，获得用户点击量和

观看时长。因此，节目尝试选择特定人群可能遇

到的“小问题”。在《路遇女生肚子疼，你会帮

助她吗？》中，帮助者表达的是，“和我女儿年龄

差不多大，看到她肚子疼我很心疼”。《环卫工人

想要热饭，你会帮忙吗？》，帮助者说到“都是打

工人，都不容易”“我希望我的家人在外面也可

以被善待”，节目将帮助者的情感共鸣呈现出来

以此引发受众的感同身受。《路遇有人晨练受伤，

你会帮忙吗？》凸显帮助者为测试员着急的动作

细节。《老人求助用手机拍照发祝福，你会帮忙

吗？》放大冷天气的客观因素，都是在亲情、特

定群体关怀等情感角度进行题材选择。

（二） 让生活场景中的“你、我、他”成为

故事主角

如果说情感联结选题是从他者角度唤起共

鸣，那么生活场景的选题则是将主角换成“人

人”。日常生活场景可操作性强，尤其在新媒体

平台，生活化的叙事更容易让用户注意力停留。

因为基于移动互联网环境的社交媒体与平台充分

激发了网络用户自我展示与暴露的需求③。能够

自我表达和想象的空间是新媒体平台用户所追求

的。因此人人都可以或者可能成为节目主角的日

常生活场景便成为节目不可避免需要涉及的选题

类型。在 《遇到背着大包小包的乘客，你会伸

出援手吗？》中，短视频平台评论留言多为“如

果是我，我也会上前帮助”。《乘坐公交有人忘带

口罩，你会帮忙吗？》的评论中也提到“我也忘

记带口罩，有人也借给过我”。《有人手机没电求

助，你会帮忙吗？》的评论则多提到对“不按时

归还扫码充电宝”的个人担忧。生活场景中的题

材更容易引起受众“如果是我”的想象，在短

视频平台，这一效果得到了较好的检验。

（三） 利用社会痛点设置公共议题，唤起社

会问题的关注度

无论是从媒体功能还是节目宗旨出发，设

置公共议题，引发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心与关

注是社会观察类节目应当承担的责任。观察、

测试性质的节目特点天然成为社会议题的良好

实验室，因此社会热点话题类议题成为节目选

材之一。老年人群体的智能设备“困境”在新

媒体上有很多高关注度的内容，因此，节目还

原了老年人智能设备使用的困难。在 《老人不

会使用医院自助机，你会帮忙吗？》 和 《老人

不会使用智能快递箱，你会帮忙吗？》 中，受

众的评论是“问题选得很好，都是当下大家关

注的”“老年人在使用智能设备时确实需要帮

助，希望有关部门出台保障措施”等。《目睹

未成年人私自充值手机游戏，你会怎么做？》

则引发了大家对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的讨论，节

目中被测试对象对小测试员的“反复拷问”，

表达出大众对这一问题的心声。

（四）传播城市特色，塑造城市形象

通过市民的正能量社会行为展现城市精神

风貌也是社会观察类节目的使命所在。《第一测

试》 立足宁波这座城市，取材具有宁波特色的

城市议题。例如，《你会垃圾分类吗？》 通过市

民们正确帮助测试者进行分类垃圾，并且主动

科普“垃圾分类”的常识，彰显宁波作为“垃

圾分类”先行城市的形象。选取自2018年便在

宁波实施的“爱心茶亭”项目，在 《看到“爱

心茶亭”，你会支持活动吗？》 中塑造爱心城市

的形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宣传此类爱心项目，

被测试者表达“这类活动很有意义”“自己以后

看到也会参与”的心声。

二、从 30秒到 1分钟，依托短视频平台内

容再分发

媒体融合的核心思想就是随着媒体技术的

发展和一些藩篱的打破，电视、网络、移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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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不断进步，各类新闻媒体将融合在一起④。

从生产到传播的每个阶段，选题都需要从媒体

融合的思维与视角出发。接下来则需要考虑如

何依托社会化媒体平台将内容再传播。节目选

择抖音和视频号两大短视频内容平台，对原时

长平均 7 分钟的电视节目进行再生产，根据两

个平台不同的特点再分发，抖音平台采用 30

秒以内的内容，视频号则将时长控制在 1 分钟

以内。短视频内容更加贴合当下受众碎片化的

视听习惯，采取更加精悍、凝练的桥段设计和

表达方式。具体从短视频功能定位和叙事方式

两个方面探索社会观察类节目新媒体的传播

路径。

（一）“引流式”短视频，制造话题

传统电视节目的新媒体内容一般承担着预

告电视节目的功能，这是短视频短小精悍特点

所决定的，先把精彩的节目内容用片段加以呈

现，吸引受众眼球。《第一测试》视频号和抖音

内容都对播出平台和播出时间进行预告，将短视

频平台的受众引流到电视节目当中。除此之外，

像“大树君”这样的社会观察类短视频则是作为

独立内容进行生产与传播。因此，《第一测试》

的两种短视频版本都是独立的新媒体平台产品，

不仅仅承担“引流”的功能，而且增加“制造话

题”的功能定位。从这一角度出发，抖音版本侧

重于呈现《第一测试》节目中的“神回复”“意

想不到的操作”等，例如《路遇有人晨练受伤，

你会帮忙吗？》中，有着急用电动车载测试员去

医院的情节；《环卫工人想要热饭，你会帮忙

吗？》 中，呈现帮助者不仅帮助环卫工人热饭，

还给他一盘菜的行为；《你会垃圾分类吗？》中有

开起“垃圾分类”小课堂的热心阿姨等。从功

能定位出发的社会观察类节目短视频，不仅可

以进行节目引流，还可以抛出话题供大家讨论。

（二） 采用“真人秀”方式，“真实”与

“戏剧性”相结合

电视真人秀的最大特点是将电视纪录片、

电视新闻等的真实性与影视剧、游戏节目等的

虚构性相结合，从而诞生出一种别样的“真

实”⑤。无干预的记录手法、真实场景的还原和

普通人的真实行为反应是社会观察类节目的生

产特点。这些决定了节目内容一定程度上反应

真实。除了真实，尤其在新媒体平台的传播逻

辑中，对“戏剧性”的“意想不到”“出乎预

料”“恍然大悟”等有着一定的要求。电视真人

秀节目依然遵循着基本的电视叙事规律，那就

是刻画冲突和强调悬念⑥。因此，在保证记录

真实的前提下设置刺激因素或者进行现场调度

是社会观察类节目中必要的环节。在 《看到

“爱心茶亭”，你会支持活动吗？》 中，变换条

件设置，测试爱心茶亭在有人看守和无人看守

的条件下，大家自发支持活动的情况，无人看

守和引导的条件下仍有人自发捐款支持，更加

彰显爱心。《路遇有人晨练受伤，你会帮忙

吗？》 则测试了男生和女生不同性别的被帮助

情况。《老人不会使用智能快递箱，你会帮忙

吗？》 中，不仅只是拿出快递的动作，还设置

需要手机支付快递费用的环节，层层增加帮助

难度。短视频内容生产中则是利用制造悬念、

情节反转和重复动作等手法，将真实记录内容

中“戏剧化”的情节着重凸显，只进行碎片化

叙事，呈现单一情节。如 《遇到背着大包小包

的乘客，你会伸出援手吗？》 短视频版本将测

试员托着重物的声音反复剪辑，突出行动不方

便这一难点，从而引出热心市民出手相助。

《路遇女生肚子疼，你会帮助她吗？》 短视频中

欲扬先抑，设置无人帮助的悬念，将热心市民

的帮助反转叙述。

三、反思与不足

在社会观察类电视节目的融媒体内容生产

和传播路径上，《第一测试》具有实践层面的意

义和价值，在题材选择中结合新媒体生产逻辑，

尝试性选择情感联结、生活场景、社会痛点和

城市特色四个维度。在短视频内容分发路径中，

不仅重视短视频的引流功能，还将其作为话题

制造的内容，采用“真人秀”的叙事手法，重

现“真实”，呈现“冲突”，从创造性和受众反

馈中，节目取得一定的实验成果，但同时也存

在着局限与不足。

首先，节目体量上，《第一测试》 只有 12

期节目，平均时长 7 分钟，且尚未形成固定栏

目进行播出，节目体量较小，尚未形成一定的

栏目品牌，没有进行常规化生产。体现在融媒

体内容上，节目热度时间较短，没有形成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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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性，非品牌化的节目很容易会被受众遗忘。

其次，短视频内容再分发的平台属于传统

媒体转型中的官方媒体账号，仍处于搭建和探

索过程当中，粉丝数量和关注度尚未形成一定

规模。

再次，互动效果上，《第一测试》的短视频

节目引发受众评论，而在及时反馈互动，了解

受众想法上仍有不足。评论和反馈是对节目进

行调整的方向，应当更加了解受众取向，生产

更加喜闻乐见的属于大众的融媒体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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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广播电视台“屏”系列评论节目管窥

摘要：评论是电视新闻节目的旗帜，是引

导舆论最有力量的武器。但随着新媒体的异军

突起，评论节目逐步被抛弃和冷落。台州市广

播电视台通过打造“屏”系列评论节目，在评

论节目的时度效上取得创新突破，进一步增强

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也

赋予栏目和频道以独特的气质和品位。

关键词：地方台 评论节目 创新

2020 年，疫情后一个重要的媒体现象是各

级媒体在主题报道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

的提升，但是作为引导舆论最有力量的新闻评

论却是地方台的一大短板。评论曾被视为媒体

的“灵魂”和“旗帜”，但随着新媒体的异军突

起以及收视率指标引导的断舍离，评论节目一

度遭遇被抛弃和冷落的命运。

2020年4月21日，台州市广播电视台推出

时政融评专栏《台州“屏”论》，6月10日又推

出时政融媒访谈《台州“屏”谈》，重新布局新

闻评论节目，并在电视评论的时、度、效上取

得创新突破。截至日前，《台州“屏”论》已播

出 70 多期，《台州“屏”谈》 也播出了聚焦台

州市委市政府“三立三进三突围”重大决策部

署的《立足浙江重要窗口，台州有什么？》、“创

新台州”主题访谈上下篇、《展望“十四五”，

台州再出发》 等篇章。舆论引导呈现有数量、

有质量和有力量的迭加效应。

一、时：即时性评论确保评论的时效性

电视评论有声音，有图像，有文字，在制

作和播出流程上需要经过前期采访拍摄、后期

制作等一系列过程。因此，在时效性上，电视

评论处于劣势地位。但是，新闻是时间的易碎

节目评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