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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今，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

科技产业蓬勃发展，不仅是构成国家综合实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

不可或缺的角色，深深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此背景下，大量泛科技类综艺节目应运而生。

如何真正实现寓教于乐？“科技性”和“综艺

性”如何平衡？这些问题仍是创制团队面临的

重要挑战。

关键词：科技节目 去娱乐化 人文关怀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和工业 4.0、

中国制造2025等制造强国战略的提出，以科技

为内驱力的产业蓬勃发展，中国全民科技热情

日益高涨。“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

展的两翼”，作为大众传播媒体，电视节目具备

科普工作的先天优势，也就成为公众获取科学

信息，传递科学精神，解决公众科学素养的重

要途径。在此背景下，从2017年开始，大批科

技类节目前赴后继地走上“攻坚”之路，尝试

将前沿科学以最易被大众接受的方式呈现。一

时间，科技节目的创制成为电视综艺市场的主

流趋势之一，涌现出多样的节目形态。

纵观这些节目类型，在形式创新、内容挖

掘、舞台表现等方面都在积极寻求突破，出现

不少破题之作。例如，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

《加油！向未来》化科技议题于生活日常，让观

众感受“好玩的、友善的科学”；又如，浙江卫

视播出的《智造将来》，让幕后的科研人员走到

台前，立足于社会民生，化科技创新的话语于

通俗易懂的节目表达之中。这些不同形式的

“泛科技类”综艺节目从不同维度尝试拉近节目

内容和电视观众之间的距离，以期实现共情共

振的传播影响力跃升。

但也有学者对“泛科技类”提出质疑：“就

提升自我科学素养而言，如果一个人对科技有

兴趣，就会把节目作为出发点，去读书，去找

感兴趣的相关内容。科技类节目，就要以科技

产品、科技原理的规律为规律，而不仅是以综

艺的规律为规律”。①现实也的确耐人寻味。从

2019 年开始，科技节目的热度急剧下降，几乎

退出了主流综艺市场。究其原因，笔者认为：

其一，与音乐歌舞及游戏旅行等题材相比，既

要考虑到科技转化成舞台效果的技术实现门槛，

又要考虑到观众的接受程度，实属不易。“高

冷”仍是观看科技类节目的感官关键词，“曲高

和寡”的困境依旧无法真正突破；其二，由于

科技成果的研发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而大多

数节目中的优质选题难以为继，缺乏持续性，

甚至从第二季就开始出现疲态；其三，目前科

技节目的类型优劣势明显，天然的劣势壁垒很

难打破，如科技竞技类具有强对抗性，易于形

成天然话题点，但性价比低、选题容易枯竭；

展示测评类性价比高，且易操作，但内容黏性

类别

益智类

实验类

人工智能类

展示测评类

竞技类

科技教育类

科技帮扶类

科学记录类

举 例

《最强大脑》《奇迹时刻》

《加油向未来》《原来如此》《走近科学》《科

学超感想》《极客出发》

《机智过人》

《我是未来》《智造将来》《未来架构师》《极

客智造》《我爱发明》

《这！就是铁甲》《机器人争霸》《铁甲雄

心》《超能理工派》

《极客少年强》

《机会来了》

《预见2050》

从从《《预见预见20502050》》浅析浅析
科技节目创制的优化路径科技节目创制的优化路径

高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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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受众窄、缺少亮点；益智答题类操作性较

为轻便，注重知识输出，但大多数为公众获取

浅表性科学信息，缺乏共鸣，无法激励受众；

实验类具有综艺化、事件化、参与性强、全民

性等优势，但实验规模投入较大又极其耗时。

由此可见，科技节目仍然是电视综艺品类中的

一块“硬骨头”。

在经过一系列思考之后，浙江卫视在科技

垂类领域做了一次全新的尝试，推出了科技人

物专题节目 《预见2050》。到目前共播出两季。

节目围绕“年轻人因科技而团聚”的主旨，以前

沿科技研究为载体，科技创新人物为对象，聚焦

人工智能、云计算、航天航空、智慧城市等多个

科技领域的创新成果，解析科技发展的未来，彰

显青年使命担当。为了突破“泛科技类”的束

缚，《预见2050》回归科技本质，放弃了传统的

综艺元素，注入了更多人文色彩，展现中国广大

青年的科技成果、创新故事和创业风采。

一、让平凡人成为节目核心

创新可以引领科技发展，而创新驱动实则

是人才驱动，因此培育创新型科技人才是不可

或缺的一环。《预见 2050》 将“平凡的人做出

不平凡的事”这一主旨贯穿始终，从科技人物

着手，选取一位位心态年轻、对科技充满信仰

的人物。他们有的是某个前路迷茫的创业者，

有的是默默无闻的技术工人，但他们在自己的

行业里坚守耕耘，从事着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即

的科技探索。节目将人与事件相结合，在叙事

中制造悬念，激发受众的收看欲望，引发情感

共鸣，为科技产品的功能表达做好铺垫。

“年轻人因科技而团聚”中的“团聚”，是

一个带有温暖质感的词语，它代表的不仅是技

术的探讨、合作的可能，更是情感的交流、梦

想的点燃。这些科技领域的代表人物都有一个

共同特质，即在热爱的事业上追求极致。如被

同事比作“堂吉诃德”的王孟秋，在深圳 600

多家企业扎堆做四旋翼无人机的时候，独辟蹊

径挑战双旋翼无人机。他为突破良率问题，将

轴部件的公差降到“两个微米”，相当于四十分

之一头发丝的粗细。“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一

细微的调整引发了其他所有细节的配合修改。

王孟秋带领团队失败重建了几千次，终于率先

完成了试验。这些奋斗历程中的小小细节为节

目赋予了强大的情感力量，激发了观众心中的

情感共鸣。

除了记录“科技达人”的高光时刻，节目

也尽可能地挖掘主人公生活化的一面，展示他

们性格的多面性，关注其背后人与人的情感联

结。如翎客航空 CEO 楚龙飞身边就聚拢了 10

个和他一样向往太空的伙伴，他们亲如家人，

吃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欢笑在一起，相互

守望，相互扶持；浙江大学教师朱秋国创办的

“云深处科技公司”曾深陷困境，而团队中却无

一人选择离开，他们说“即使公司面临破产，

我也会坚持到最后一刻”。正是因为有了同伴间

的扶持和鼓励、家庭的理解和支持，才让这些

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在科研攻坚遇到挫折、身处

困境时，坚定了不畏失败、敢于突破的信念，

才使“科技发展，未来可期”成为可能。

《预见 2050》 聚焦科技领域最具创新动力

的年轻人，并不是狭义年龄标准上的年轻人，

而是心态充分年轻且敢于探索的科技人物。如

节目中“中国环飞第一人”张博，他52岁考取

飞行执照，54岁首次完成环球飞行，58岁着手

编队环球飞行计划。在这一过程中，他遭遇过

前轮松脱、异常下降等多种危险情况，却从未

退缩，在个人环球飞行上倾尽所有，甚至是生

命。他又何尝不是科技“年轻人”。这些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科技新生代，用一次次

超越、一步步践行，印证了年轻并不受限于年

龄，它更是态度的体现。节目组通过前期采访，

调查嘉宾身边的人，发现了主人公的人物性格

可爱面，讲述故事的方式就变成了人物先行，

以此致敬每一个默默推进科技发展的普通人，

他们是敢于去突破地心引力的人。

二、让暖科技成为节目引擎

如何让科技节目从“天”落到“地”，如何

把宏大严肃的科技命题，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述

方式，让普通观众看得懂、看得进，对前沿科

技产生共鸣，是节目组在创制过程中“攻坚”

的一个重要课题。有行业同仁认为，科学是与

人文密切相关，“想到人工智能，大家首先想到

的是哲学的问题，就是我是谁？从哪里来？到

哪里去？现在社会上非常关注人工智能和我们

综艺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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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关系问题，紧紧抓住这一点，就能和每

个人产生关联。”② 《预见2050》 通过梳理不同

的选题，找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径，提出了“暖

科技”的概念，在内容策划上着力突显科技给

人类社会带来的改善，真正讲述“科技以人为

本”的故事。

节目主题彰显“暖”的诉求，即着力表达

科技改变生活、助力生活、提升生活的理念。

科技不仅仅是抽象的仪器、数据和概念，更是

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让无力者有力、让顿

挫者前行的“暖”心创造。节目在题材选择上

注重将个人追求与社会担当相结合，开掘节目

思想意蕴，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选题落脚点，努力从惠民、利民、富民、

改善民生的科技创新中厚植家国情怀。同时，

节目秉持“有意思、有意义、有创意、有温度”

的创制宗旨，努力探究科技创新对解决社会热

点、生活难点的积极意义。如“天壤围棋”创

始人薛贵荣将AI围棋软件核心技术运用到城市

交通信号灯的管控系统，破解城市交通拥堵问

题，打造亲民人工智能；“雪浪云”创始人王峰

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设置工厂大脑，在

生产、销售、管理等环节实现工业智能化、数

据化，让老牌工业制造企业焕发活力，快速有

效地提高“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仅初中

学历、后自学成才的 360 安全卫士李均在网络

世界充分发挥“侠客”精神，执着地找寻人们

常用软件和产品的软肋，并提出改进和弥补的

方法，为普通人群的日常网络“冲浪”以及大

数据智能互联时代创造“看不见”的安全环境；

飞常准 APP 创始人郑洪峰和他的团队一直围绕

“时间”研究相关数据，通过设计一整套由大数

据支撑的信息化系统，成为国内最早向公众提

供航班动态数据的科技企业，让普通民众可以

通过更便捷的方式查询自己的航班动态，并实

现多机场一体化联运，从而降低航班出行延误

率。节目组也力求因人而异、因事而异，针对

每一期主人公的讲述方式，切切实实地去分析

选题，用合适的方式去讲故事。

通过真情实感的叙事，量身定制的策划，

生动形象地传达了科学服务于生活的价值观，

也为受众普及了科学知识。科技成为使生活更

美好的载体，实现了变不可能为现实的奇迹，

成为让情怀落地的力量。节目对于科技的解读，

不仅是感触和感悟，更多的是感动。这样的表

现形式让科技的价值传播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三、让趣味性成为节目亮点

科技类节目中，趣味性的呈现方式、风格

化的包装形式，能够使晦涩难懂的主题变得引

人入胜。《预见 2050》 坚持以科技和科普为内

核依托，在科技类题材范畴内大胆尝试，首创

将观察类节目模式引入科技类节目。《预见

2050》采用“户外拍摄+棚内观察”的新模式，

让节目除了每期主人公的故事线外，增加嘉宾

的观察视角。以阿里云创始人王坚博士为代表

的观察嘉宾对相关科技项目进行背景介绍和前

景预测，对科技人物及其创新理念进行理性分

析和感性解读。通过多视角提问、多层次解答，

将科技的专业属性和通俗易懂的民生视角进行

充分结合，把原本高精尖的科技话题转化成大

众也能听得懂的语言，让高深主题变得可亲可

近。他们的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替观众发声，

让观众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节目的户外拍

摄部分，在剪辑时会有意识地留有一定的悬念

或话题，供棚内嘉宾进行讨论。类似“人体弹

幕”式的存在，更能引发观众的共情。

除了形式的创新，节目还融入了多元的趣

味手段进行辅助说明：动画视频、知识小贴士、

现场实验，让“真正的娱乐是有智慧和有机智

的东西”③。在讲述工业数据操作系统“工厂大

脑”时，为了让这个有距离感的选题变得生动

有趣，节目组设计出一套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

故事线“雪浪英雄传”，并配以《笑傲江湖》的

BGM；在讲述科普火箭低空发射及回收试验的

技术难度时，节目组自制了一段动漫视频对其

进行了可视化呈现。这些创新元素看似微小，

但有趣有益，简明易懂，用年轻化的语态提高

了内容传播性，实现了科技节目可看性和功能

性的有效统一，以令人愉悦的综艺方式传达了

科技之强。

四、结语

《预见 2050》 是科技节目回归科技本心的

一次全新尝试，在形式上借助棚内和棚外相结

合、实验和访谈相穿插的方式，在双时空架构

综艺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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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寻

中降低高冷科技的普及门槛，提升节目主旨有

效传达；在内核上将科学理性、人文温度、社

会话题有效融合，通过电视媒体传递科学精神，

实现了传播效果的潜移默化和寓教于乐。对于

节目组而言，科技不再是与我们相距甚远的深

奥术语，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能够

为年轻一代注入开拓创新的精神力量，便是

《预见2050》的逐梦“信条”。

参考文献：

①作者 杜园春，《泛科技类综艺节目让科

技不再“高冷”》，《中国青年报》，2018年 09

月20日07版。

http://zqb. cyol. com / html / 2018-09 / 20 / nw.

D110000zgqnb_20180920_1-07.htm

②《“科技+”节目大有可为 用前沿科技

讲好中国故事》，网易科技频道，2017-09-23。

https://tech. 163. com / 17 / 0923 / 00 / CUVRTD-

CJ000995G1.html

③《“科技+”节目大有可为 用前沿科技

讲好中国故事》，网易科技频道，2017-09-23。

https://tech. 163. com / 17 / 0923 / 00 / CUVRTD-

CJ000995G1.html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节目中心）

摘要：分镜头脚本体系是英国电视音乐直

播节目的“圣经”。节目组借此在前期就可以对

节目录制有足够的预判和设计。执行阶段每一

个岗位都会拿到一份精确无比的节目脚本。根

据这份分镜头执行脚本，即使是直播录制，也

会精确无比，最大限度降低失误率，同时保证

画面的生动丰富。在中国电视工业原有的基础

上引进英国电视音乐直播节目分镜头脚本体系，

可以使中国的电视直播团队更加专业化、流程

化，更好地完善中国的电视工业体系。

关键词：英国电视 音乐直播 分镜头脚

本 工业化

英国是现代电视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电

视工业较为发达、创意产业较为先进的国家，

诞生了《英国好声音》《英国偶像》等著名音乐

节目，一直是电视音乐节目创新领域的领跑者。

此前，笔者有幸参加浙江广电集团赴英国威斯

敏斯特大学为期三周的学习培训。在这期间，

曾执导过欧歌会、女王登基60周年庆典、2012

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等大型现场直播的英国资

深大型节目总导演 Geoff Posner 老师给我们带

来了英国大型音乐直播节目分镜头脚本体系，

并进行了实践操作。

一、英国分镜头脚本的工业化体系

2012 年，英国在伦敦成功举办了第三十届

奥运会。在开幕式直播晚会上，英国工业革命、

流行乐队披头士、无敌特工 007、英国女王、

“憨豆先生”、哈利波特等一个个令英国人引以

为傲的文化符号一一登场。其中歌曲 《烈火战

车》 由英国著名演员、憨豆先生扮演者罗温·

艾金森完成。他演绎了一位一本正经端坐在现

场交响乐团中，却心不在焉的演奏员。他一会

儿看手机，一会儿伴鬼脸，最后做着白日梦穿

越时空，出现在 《烈火战车》 电影中，与主人

公一同在海边跑步，这一片段让人们看到了无

英国音乐直播节目中英国音乐直播节目中
分镜头脚本体系探析分镜头脚本体系探析

——对中国电视工业化的影响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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