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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勇涛

摘要：农业科教类节目是电视对农宣传报

道的重要平台，但传统的农业科教类节目容易

做成单调乏味的技术课堂，很难吸引观众持续

收看。央视农业农村频道于 2019 年推出的 《田

间示范秀》 通过精心策划、精挑选题，找准需

求、重塑风格，精巧设计、创新表达，增强互

动、精细制作，达到了帮助农户破解生产经营

难题，传播农业发展新理念的传播效果。本文

尝试对上述方面展开分析。

关键词：对农节目 央视改革 精挑选题

创新表达

传统的电视农业科教类节目往往重“科教”

而轻“节目”，自然流于单调乏味，单纯宣讲灌

输，选题一般局限于种养殖业品种、管理和销

售等层面，缺少策划和创意；讲解形式刻板生

硬，说教味重，播出形式单调，收视效果欠佳。

因此，科教类节目亟待转型，需要从纯粹的生

产技术视角，转向对节目如何更好看、传播途

径更广、服务效果更佳方面的关注。令人欣喜

的 是 ， 2019 年 9 月 23 日 央 视 农 业 农 村 频 道

（CCTV-17） 正式开播。全新的农业农村频道

增加了很多新面孔节目，其中就有号称国内唯

一的帮扶类真人秀栏目《田间示范秀》，让人眼

前为之一亮。这一帮扶类真人秀对农栏目，正

是由之前原央视农业频道 （CCTV-7） 的农民

科技教育培训节目 《农广天地》 变身而来，由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和中国农民体育协会制

作，从一档传播农技的科教类节目，转型成农

技帮扶类节目，《田间示范秀》实现了大跨度的

转型。节目通过编导走访遇到生产难题的求助

农户和创业创新创富的高素质农民，在节目中

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展示两种类型农民群体的

真实情境，产生强烈的对比效果，从而启发、

引导和帮助农户改技术、转观念，一改以往科

教类节目的刻板模式，实现了科教类节目的成

功转型。本文从探求电视农业科教类节目的转

型路径，对 《田间示范秀》 的成功要素试作分

析，以期取得对同类节目变革的启示。

一、精心选题，统一流程

《田间示范秀》每周一至周五于央视农业农

村频道 12:30 首播，每天还有两次重播，每期

节目45分钟，相当于一集电视剧。时间这么长

的节目如果不经过精心的策划制作，不能做到

层次分明，带着问题一步步推进，观众会很难

有兴致完整收看。因此，制作一档大型的科教

类节目要注意很多环节。

（一）精选有代表性的选题

因为要展现实际帮扶效果和最终得到比较

好的反馈，每期 《田间示范秀》 节目的拍摄周

期比较长，有时候跨度达几个月。节目采编人

员在拍摄前期就要做大量的排摸、调查、核实

工作，精心挑选有代表性的题材，对某地农业

生产中存在较为普遍的问题进行分析思考。在

确定要帮扶的求助农户后，还要选定合适的参

与帮扶节目的另一位主角——有着丰富经验并

且自己做得比较成功的乡土专家，最好这个专

家身上故事性也很强，有着起起伏伏的创业历

程。通过前期详尽的沟通协调后，明确拍摄流

程，为顺利完成节目打下良好基础。只有选题

精准，前期加强沟通策划，拍摄时才会得心应

手比较畅顺。

（二）节目采编风格统一

在节目开办之初，针对节目的宗旨和最终

展现效果设计好统一的节目方案，有利于编导

明确前期的采访任务和后期的制作流程，最终

形成一套成熟的采编流程，统一节目风格，帮

助观众养成节目收视习惯。《田间示范秀》的基

本流程是这样的：节目中编导化身“帮小哥”

或“帮小妹”，到求助农户那里询问求助原因，

新时期农业科教类节目的新时期农业科教类节目的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转型与发展
——央视农业农村频道《田间示范秀》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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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目中展示农户碰到的一大堆麻烦，明确帮

扶需求；接着，节目组寻找附近同类型的、有

丰富经验的乡土专家，并请专家到现场通过

“望闻问切”等方法，仔细查看询问，帮助农户

找出存在问题的各种原因；然后再带着农户到

乡土专家的基地，通过专家介绍和农户自身感

受，找到一整套合理、有效的做法；农户在专

家的帮助下再回到自己基地进行全面整改。不

管农户求助的是品种选择、管理措施还是营销

理念方面的问题，通过 “帮小哥”“帮小妹”

和乡土专家的一点点启发，面对面、手把手地

帮教，农户碰到的很多难题也就迎刃而解，最

终取得比较好的帮扶效果。比如，2020 年 4 月

16 日播出的 《橘园重生记》 里，在“帮小哥”

的牵线下，种了2000亩橘子的大户、乡土专家

聂雄辉帮助盲目种橘的农户陈小青找到橘子

品质低、销路差的原因，并最终指导他进行橘

树整枝修剪、嫁接新品种等方面的橘园改造；

4 月 17 日播出的 《鸽棚里的秘密》，在“帮小

妹”的努力下，有丰富养鸽经验的乡土专家徐

明凯帮助鸽子死亡率高、孵化率低的肉鸽养殖

户孙俊涛找到连续亏损的原因，并提供材料帮

助搭建新鸽棚、手把手教科学管理方法。这两

期节目虽然由不同的编导操作，但节目进程很

接近，节目风格非常统一。

二、采编详尽，制作精细

一个成熟的节目有一套较为统一的采编流

程，但对农节目选题差异性大，项目拍摄难度

不同，采访对象农民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镜头前

的状态也不尽相同，采访效果差异较大。这就

需要采编人员现场采访拍摄尽可能详尽透彻，

以利于后期剪辑制作。

（一）前期熟悉题材，编导心中有底

作为采访核心，编导对题材是否熟悉，能

否找到选题的要害，直接决定了节目的成败。

所以在采访拍摄之前，编导一定要通过各种途

径了解题材的背景、人物的诉求和真实想法、

创业经历等，跟采访对象在前期多加沟通，把

节目的拍摄目的和过程尽量说明白，有助于采

访对象的配合。《田间示范秀》在前期题材的选

择和把控上比较有代表性。编导也比较舍得花

时间熟悉自己要拍摄的题材，特别是要拍两种

类型的人物故事和创业背景，花费时间就比较

长。只有熟悉题材后，编导在前期采访的时候

才能够做到游刃有余。《橘园重生记》里“帮小

哥”在节目一开始了解到求助农户陈小青只想

让节目帮忙找销路，就专门设计了出镜外景和

旁白，为后面节目改变农户的营销理念预先埋

下了伏笔。

（二）巧妙设计问题，善于制造悬念

在采访现场，编导要做到心中有底，提出

哪些问题、哪几个环节作为重点需要详细询问

和拍摄；哪里可以设置矛盾冲突点；怎样对比

才会出亮点等，都需要事先策划设计好，采访

时提问才会有针对性，从而凸显节目要表达的

重点。在节目 《鸽棚里的秘密》 中，“帮小妹”

一开始跟养殖户孙俊涛及孙母拉家常，特别提

到了节目中从未出现的孙俊涛妻子的情况，原

来因为养鸽效益不好，孙妻劳务输出出国打工

去了，看似孙妻在节目中的份量不重，但问题

设计得合情合理，节目最后“帮小妹”特别提

到了希望通过帮扶，孙俊涛养肉鸽能产生比较

好的效益，孙妻就不用外出打工了，一家人可

以团聚一起共同管理鸽子，节目的温情指数暴

涨。看到这里才意识到，编导在节目一开始的

拉家常是有意识地做铺垫和预安排。2020 年 4

月 20 日播出的 《绿色防虫必杀技》 中，“帮小

哥”询问乡土专家预防石榴钻心虫危害的方法，

乡土专家开始在田间闷头和泥，“帮小哥”一直

在追问做什么，专家却一直在卖关子，为节目

制造了悬念，这样的采访设计趣味性比较强，

观众特别想看到后面到底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于是不知不觉会被吸引着继续往下看。

（三）深入熟悉情境，采访扎实详细

对农节目采访对象大部分是农民，他们接

受采访时词不达意或者紧张导致表述不到位的

情况十分常见。为了让他们把问题说透，采访

时要注意把农民放在他们最熟悉的场景中，在

采访对象最放松自然的状态下聊天，才能产生

最好的采访效果。同时，节目中涉及农业生产

品种、技术管理、市场营销等内容所占比例一

般都比较大，这些内容专业性比较强，就怕节

目中说不透、看不懂，所以采访一定要详细、

扎实。《田间示范秀》的大部分节目在展示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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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的困难时，采访特别详细，时间也比较长，

目的就是让观众看明白搞清楚，可以和后面专

家的介绍做对比。在 《橘园重生记》 中，求助

农户陈小青一开始只想着给自己的橘子找销路，

却没细想自己的橘子品质差、价格卖不高甚至

没人要的原因。这也反映了大部分小散农户的生

产现状和普遍心理。乡土专家聂雄辉被请过来看

了橘园后，对橘园的现状“痛心疾首”，一幅

“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连连表示“我也没办

法”，甚至想甩手不干。这两段采访特别详细，

在熟悉的情境中，他们也特别能说，产生了非

常强的冲突效果，为后面的帮扶做足了铺垫。

（四）拍摄全面细致，表达丰富生动

电视对农节目的拍摄要深入田头地角、或

者大棚池塘，采访环境差异性大，拍摄难度也

比较大，而且节目团队人数少，所以拍摄任务

特别重，在采访时需要摄像和编导互相配合和

提醒。除了一些常规的拍摄手段，比如航拍、

大小镜头的衔接等之外，采访拍摄时也要尽量

做到全面细致，特别是对一些细节的捕捉，非

常考验摄像的能力。《橘园重生记》中，求助农

户因为不善于管理被乡土专家劈头盖脸一顿

“骂”，农户的脸色都变了，非常不自在，摄像

就捕捉到了这个细节，镜头十分生动。《鸽棚里

的秘密》 中，农户到专家的鸽场参观，看到专

家的科学管理、鸽舍的合理布置以及健壮的鸽

群，眼神中流露出的兴奋、羡慕和渴望也被摄

像拍到了特写镜头里。这些真情流露的细节镜

头的运用，大大增强了节目的效果。

（五）后期制作精细，节目内容精炼

跟所有的电视节目一样，对农节目也需要

精细的剪辑、精致的后期包装，这是在策划阶

段就必然要认真细致考虑的问题。一套优秀的

包装，无疑会使节目宣传效果倍增，对提升节

目内涵起到很大的帮助。农业节目中涉及的生

产常识、节目没说透的技术、需要重点提醒的

问题，都可以通过后期制作来弥补。《田间示范

秀》 中的后期包装采用频道常用的金色和绿色

为主色调，除了片头、片花、挂角、游走字幕

外，节目中只要碰到知识点，都采用“小贴士”

的方式，通过动画或文字结合画面做重点补充，

丰富节目内容。观众通过这些动画、图表、数

据等，进一步走进农村、认识农业、了解农民，

提升科学素养。

三、融合传播，增强互动

新媒体以其丰富的形式、快捷的互动、传

播推广便捷等优势，成为大众接收信息不可或

缺的主要通道。融媒体时代，电视对农节目要

更加重视与观众的实时互动，方便观众更好地

参与到节目的制作与传播流程中，提升观众的

参与感、体验感与满足感。《田间示范秀》除了

在央视网络、农视网、PC 客户端、手机 APP

上可以实时收看或点播之外，也有自己的公众

号，每天在 12:30-14:00 邀请专家在线解答。

这种直接的互动和帮扶，从根源上帮助农户解

决了问题、改变了观念，农户不需要出门就可

以得到全国最顶级的权威专家解答，互动效果

也比较好。同时，农户如有求助，可以拿起手

机通过微信小程序填写求助信息，门槛低、速

度快。节目组也可以迅速便捷地获取和收集信

息，从而确定帮扶对象和项目。融合传播的方

式互动性强，传播途径广，节目的服务性和影

响力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农业科教类节目要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

节目形式和风格必须进行改变，才能适应多层

次电视观众的需求。《田间示范秀》正是通过全

新的策划与包装，节目在真实、直观、趣味的

形态下，以思路清晰、层层递进、故事性强、

对比显著等吸引了观众。节目的说教味少了，

趣味性强了，可看性也提高了。虽然外在形式

改变了，但核心的服务内容并没有改变。节目

通过乡土专家田间地头传授关键技术，破解农

户的生产经营难题，传播更合理的农业发展理

念，带动困境中的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

对接，实用性非常强，既让农户学会关键技术

技能，也让观众获得有效知识和最新信息。因

此，融媒体背景下，农业科教类节目通过积极

转型，完全可以做到以更丰富的节目表现形式

传播“三农”信息，讲好“三农”故事，破解

生产经营难题，宣传现代农业发展新理念。《田

间示范秀》 以观赏性、娱乐性、实用性的显著

特色，成功打造了一个“三农”科教服务的全

新交流平台，可以作为样板进行学习借鉴。

（作者单位：平湖市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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