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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内容来源的可信度；

（二） 对明显可能引发争议的内容是否进行

了必要的调查；

（三） 内容的时限性；

（四） 内容与公序良俗的关联性；

（五） 受害人名誉受贬损的可能性；

（六） 核实能力和核实成本。

第一千零二十八条 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

报刊、网络等媒体报道的内容失实，侵害其名

誉权的，有权请求该媒体及时采取更正或者删

除等必要措施。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

摘要：互联网时代的外景真人秀节目对受

众有着相当广泛与深刻的影响，通过对互联网

思维下竞技类外景真人秀的定义、特点和环节

设计进行审视探究，讨论其传播渠道的多样化

和传播方式的网络化，并且适应这一趋势构想

与时俱进、具有可操作性的与观众互动的一些

新模板，既对真人秀节目本身发展具有实践意

义，也对提高影视产业竞争力、解析当代文化

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互联网思维 竞技类外景真人秀

互动传播

随着互联网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传媒

业也进行了自我的数字化革新，网络媒体以其

内容的多样性、更新的快捷性给予观众更多更好

的选择，作为传统媒体之一的电视媒体面对越来

越激烈的竞争和挑战，不得不谋求转型和变革。

当下各大卫视都在努力研发创新，致力于打造精

品节目，以期在这场媒体数字化大变革中取胜。

经过一番探索，竞技类外景真人秀节目成为一

匹黑马脱颖而出，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也

为电视媒体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和拓展空间。

一、竞技类外景真人秀概述

（一）竞技类外景真人秀的定义

竞技类外景真人秀指的是节目组确定或筛

选几位参与者，制定游戏环节及规则，设置特

定环境，拍摄出镜者为完成明确目标而实施的

竞技挑战过程，经过后期剪辑制作成的电视专

题节目。

（二）竞技类外景真人秀的特点

竞技类外景真人秀之所以发展势头迅猛，

在于其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特点一：真实性。竞技类外景真人秀与其

他真人秀节目一样，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真”，

接近生活、接近真实。节目中的嘉宾对节目流

程事先并不知情，他们的所有反应和表现都是

临场发挥、没有准备的，在碰到突如其来的具

体情况时，他们的每一个表情和动作都会被摄

像机记录下来并呈现给观众。特别是有明星参

加的真人秀，观众更希望在节目中看到他们最

真实的表现及反应，越是表现真实的明星越能

得到观众们的喜爱。

特点二：戏剧性。竞技类外景真人秀节目

并不是简单地将各种游戏堆叠在一起，而是在

前期策划和筹备阶段就根据当期主题来设置必

要的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表现出跌宕起伏的

戏剧性。节目组采用一个又一个的悬念来铺设

故事，给观众带来精神上的刺激，以保持长久

的用户黏度和对节目的关注度。

特点三：竞技性。竞技类外景真人秀区别

于其他真人秀节目的最大特点就是节目的过程

互联网思维下竞技类互联网思维下竞技类
外景真人秀节目发展新趋势探讨外景真人秀节目发展新趋势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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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贯穿了竞争和比赛的。节目通常会设置一个

最终目标或丰厚奖品，来刺激嘉宾努力达成目

标，获得奖品。而嘉宾通常会被分成几个组，

通过大量游戏和挑战来互相竞争，从而形成预

期的节目效果。节目中设置的环节也是充满了

竞技性的。节目组通常会设置一些运动类、益

智类、团队合作类的项目，通过对嘉宾体力和

脑力的双重考验，增加节目的趣味性和可看性。

二、互联网思维下的竞技类外景真人秀互

动环节设计

（一）传统环节设计的不足

真人秀在我国从兴起到逐渐成熟，中间经

历了漫长的摸索和研发时期。在传统的竞技类

外景真人秀游戏设计中存在一些不成熟的地方，

影响了节目的吸引力。比如，游戏设计时间过

长并且看点过于单一；游戏环节逻辑过于复杂，

观众难以及时获得代入感；游戏竞技性过强但

娱乐性不足等，都不利于快速及时的营销宣传，

导致节目播出效果不如预期。

（二）互联网思维下的节目特点

互联网的发展对电视媒体带来了巨大的挑

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特点一：互联网的碎片化传播。所谓的碎

片化是将完整的东西分割成多个零碎的部分。

互联网思维下的碎片化传播指的是运用互联网、

信息技术及新媒体等将完整的信息编辑、细化

成零散的、片段化的部分，细分信息与受众。

与此同时，碎片传播使每个人都掌握相应的传

播权，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公序良俗，每个

社会个体都能以新媒体作为工具，发布自己的

信息、转发其它信息、发表自己对其它信息的

看法和意见、由其他用户转发自己的信息等。

在这样的发布互动中，信息介质碎片化的传播

状态以几何倍数形态扩散，实现信息传播的全

民参与、即时分享。

特点二：收看的随机性。电视已经不再是

唯一的节目播放渠道，手机等众多智能终端都

已成为播出途径。观众可以在不同时段、不同

场景下，播放节目的任意段落。其播放的随机

性远远大于电视遥控器换台顺序下的随机性。

特点三：舆论引导及反馈的同步性。在现

有网络播出的当下，节目宣传团队可以通过

“弹幕”发表一定意见，将单个屏幕前的零散观

众进行整合，在播出的同时就进行舆论宣传和

引导，形成群体性效应，大大增强平台节目观

众的忠诚度。

特点四：高速互联形态下的新互动方式。

在5G高速移动互联时代下，网络平台节目通过

直播互动进一步提升与观众之间的交互性。伴

随着 VR 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这种交互性甚

至可以将千里之外的屏幕前观众直接作为节目

嘉宾纳入到节目环节中。

（三） 利用互联网传播思维进行节目互动环

节设计

互联网的发展势头不可阻挡，传统媒体只

有拥抱互联网才能寻得出路。电视台应当利用

互联网传播的特点及技术，让观众通过不同渠道

和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当前综艺节目利用互联

网思维与观众进行互动就有多种方式，按照节

目播出与互动时间来分，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方式一：节目播出前的预热

在节目播出前，节目组通过社交网络发布

节目动态和出镜者信息，获取观众对于现有环

节及出镜者的反应信息，从中分析观众的兴趣

点，达到制造节目关注度的同时，对节目内容

进行精准调整。以 《乘风破浪的姐姐》 为例，

节目组在首播甚至正式制作之前，在微博投放

大量具有话题度的女艺人片段，吸引社会关注

度，同时抛出“三十岁职场女性”等话题，制

造社会舆论，从中挖掘观众想看到的剧情，为

节目的制作和播出提示方向。再以 《奔跑吧兄

弟》第三季粉丝特辑为例，节目组在录制之前，

通过社交媒体广泛征集节目热心观众，并直接

邀请他们参与到整期节目录制中。节目组在引

起话题增加节目关注度的同时，大大增强了节

目受众的凝聚力。

方式二：节目播出中的互动

在节目播出的同时，节目组通过社交网络

或其它技术手段，和观众进行直接互动，获取

观众对节目的及时反馈，加强对当期节目舆论

引导的效果。以 《奔跑吧》“9VS400 最强对

决”为例，节目组利用网络直播技术，将九位

艺人应对不同环节的表现展现在 400 位观众面

前，由观众对艺人的表现进行投票，通过观众

综艺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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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及时反馈决定艺人接下来将要演绎的每一个

剧情。于是观众在观看的同时也成为了节目的

创意环节之一，同时通过自己手中的按钮决定

了节目录制过程中实时的剧情走向并改变了艺

人的“命运”，引领观众收获参与感和成就感。

方式三：节目播出后的持续效应

互联网时代下的外景真人秀不再单一地以

娱乐为目的，同时承载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宣

传导向作用。因此，节目在播出结束后，其网

络话题热度的持续效应是节目成功与否的重要

标准。以《奔跑吧》第四季第一期“人生选择”

为例，节目组在当期节目播出后，制作“人生

选择”短视频小程序，在社交网络进行分发，

使观众可以体验到艺人在节目中所经历的一系

列人生选择，深度引发社会话题作用。通过此

类小程序分发，以达到节目话题出圈作用，广

泛吸引节目收视群体。

三、互联网思维下竞技类外景真人秀的传

播渠道与方式

（一）拓展网络传播渠道

互联网思维下的信息传播渠道很多，其中

网络以突破时间与空间的自由观看优势，分流

了绝大多数年轻观众，这使得电视媒体不得不

将节目资源转向互联网。互联网平台与受众之

间的互动交流方式多、效果好；但电视媒体的

权威性又是众多互联网平台无法企及的。两者

有效结合，能够实现良性的互补与互动，可以

在节目上新前后，在网络上播出宣传片和精彩

片断等，始终将受众的关注点与节目黏合，延

长节目的生命周期。与此相对应的，节目需要

设计和营造适合不同时期网络传播的话题和片

段，如早期的“病毒视频”节目精彩片段，和

现在流行的竖屏拍的抖音短视频等。

（二）实现台网互动

借助网络平台与更多受众互动，收集并反

馈他们的想法。以 《奔跑吧》 节目第四季第九

期的台网互动来说，开启了国内全民参与竞技

类户外真人秀录制的深度互动。据微博官方数

据显示，当期录制过程中共产生互动量近 200

万，相关阅读量超过5000万，网络与节目的互

动引发了网络的二次互动，为节目创造了惊人

的流量和关注度。

（三）开展口碑营销

互联网思维下电视节目传播的最流行做法

就是在网络平台制造热点话题、开展口碑营销。

《奔跑吧》节目会选择节目热点，定期抛出话题

来为节目宣传造势。比如“你最希望谁来担任

节目嘉宾”“伐木累”等等。通过网络大V的转

发和点赞为节目打造良好的口碑，从而提升观

众的观看欲望，促进节目的点击量。

四、未来互联网技术下真人秀节目与观众

的新型互动方式

（一）智能电视摄像头的双向交互

未来携带摄像头的智能电视将越来越普及，

观众可以通过摄像头与节目组进行连线。以直播

节目为例，当观众在观看电视节目的同时，利用

摄像头将自己的状态实时展现在节目录制现场的

屏幕上，节目组和综艺明星直接与观众进行互动

交流，对游戏环节进行推进，即早期电话连线转

化为视频连线，增强节目真实性。以录播节目为

例，《奔跑吧》第四季第一期《人生档案馆》最

后的人生选择环节，观众可以通过摄像头根据自

己的判断进行自我选择，与明星一起完成人生不

同阶段的选择环节，增强节目的互动性。

这种即时性的互动方式，使观众可以和明

星做到时间上的“零距离”互动，让观众准时

准点打开电视收看节目，重新培养观众定时定

点收看节目的习惯。

（二） 人工智能技术打破传统电视分时进

广告

由于现阶段广告播放的习惯，每档电视节

目中都有广告点的存在，使得观众收看节目的

过程有很强的断裂感，并容易使观众被其它非

广告时段的节目分流。部分观众甚至为了不看

广告直接等网络平台的播出版，对于电视节目

的分流无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不同广告赞助商软植入的

不同时间点，可以在画面的一角进行互动广告的

定点定时投放，较好降低观众被分流的风险。

未来的竞技类外景真人秀制作还需从增加

互联网传播、增强观众互动等多个方面入手，

将观众重新带回电视机前，提升观众的凝聚力、

新体验，以期收获最大的传播效果。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节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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