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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论坛

2022 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少儿节目奖广播

组评选共收到系列节目及专题类、文艺 （综艺）

类、活动类、栏目类等 4 个大类共 58 件参评作

品。经过紧张细致的评审，评选出27 件获奖作

品，包括一等奖 6 件，二等奖 9 件，三等奖 12

件，其中系列节目及专题类作品一等奖3件，二

等奖4件，三等奖6件；文艺（综艺）类14件送

评作品评选出一等奖2件，二等奖2件，三等奖

3件；活动类12件送评作品评选出一等奖1件，

二等奖2件，三等奖3件；栏目类3件送评作品

评选出二等奖 1 件；本次评审的总体获奖率为

46.5%。

一、总述

2022 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少儿栏目节目采

制是在全国上下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我省

共同富裕“山海协作”项目积极开展，国家基础

教育“双减”政策落地、劳动教育类课程逐步探

索实施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再加上年度内诸多特

殊节庆、纪念日等重大主题活动背景下，我省广

播电视少儿节目的创作与其他综合类、对象类节

目一样，拥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社会发展刻

度，面对这些社会的焦点和热点，全省各地广播

少儿栏目节目紧扣社会发展话题的核心热点，突

出少儿受众对象的定位特征，积极主动发挥主流

媒体涵化育人的功能，在引导人、教育人、培养

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纵观本次参评作品，从题材类别来看，文化

类、思政类和劳动教育类排在了题材数量的前三

位。其他表现题材包括生态保护、模范人物、特

殊节目栏目、体育运动、双减、助残、信箱服

务、网络课程教育、动物救助、暑假生活、山海

协作、科普等，详见下文图表。

附表：2022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少儿节目广播作品

送评数量题材图表（不含参评栏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题材类别

文化

思政

劳动教育

生态保护

模范人物

特殊节目栏目

体育运动

双减

助残

信箱服务

网络课程教育

突发动物救助

暑假生活

山海协作

科普

数量

13

10

8

5

4

4

2

2

1

1

1

1

1

1

1

55

如图所示：

从表现形态上来看，系列节目及专题、文艺

类的综合艺术节目、大型活动、优秀栏目等参评

节目的体裁类别层次鲜明，种类广泛；在具体的

表现形态上，有纪实、访谈、童话剧、课本剧、

故事、朗诵、歌唱等。广播少儿节目借助多元声

音元素将少儿喜闻乐见的信息资讯、奇趣冒险、

历史文化、知识趣闻结合在一起进行了有益、有

趣、有力的传播。广播少儿节目的总体表现良

好，值得表扬。

紧扣少年儿童社会发展热点紧扣少年儿童社会发展热点
发挥主流媒介涵化育人功能发挥主流媒介涵化育人功能

——2022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少儿节目奖广播组评选综述

周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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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紧扣社会发展中少儿相关议题的热

点、难点，节目主题鲜明，及时答疑解惑

少儿活动一等奖作品浙江之声的 《追光计

划》依托频率亲子教育节目《拜托啦妈妈》，在

我省高水平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大背景下，以关

爱山区26县留守儿童作为切入口，发挥媒体优

势、整合多方资源，开展“新年第一愿”“守护

每一束光的梦想”“开学第一课”等多场系列主

题活动，实现了上百位乡村留守孩子的心愿，送

去美育、体育、朗读等公益课堂近十课，活动既

帮助孩子实现新年心愿，更引领孩子们做有梦想

的人。少儿节目紧扣我省社会发展的刻度，紧跟

社会发展的进程，以媒体的力量辅助全社会取得

发展进步，值得肯定。

系列节目及专题一等奖作品杭州台《劳动真

美好》在教育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新增

劳动课程的社会大背景下，主创人员持续搜集相

关素材以“劳动的意义”为主题创作了以少儿视

角、少儿思维讲述少儿故事，充分体现童真童趣

的少儿专题节目。作品以一个9岁女孩和主持人

的活泼对话串起整档节目，采访素材丰富、表达

可爱真切，用典型个案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

系列节目及专题一等奖作品湖州台的《湖州

羊咩咩大战“加拿大一枝黄花”》，创作背景是

“加拿大一枝黄花”作为外来入侵物种严重威胁

了我国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湖羊养殖户项继忠

研究发现其可以作为湖羊饲料，为全国性难题提

供解决思路。湖州市爱山小学7名小学生主动请

求实地参观羊场，进行调研分析。同学们的科学

日记内容丰富，逻辑清晰，广播作品在呈现上秉

持了“不安排”和“不参与”的态度，以“平

视”的方式记录孩子们的真实想法和做法，还原

以孩子们的世界看待事物的角度与思考，更好地

践行了“让孩子说话，说孩子自己的话”的节目

创作初衷，作品框架清晰，表达自然，富有

童趣。

从上述3部获奖作品的简要分析可以清晰地

看出我省少儿节目在阐释社会发展热点、焦点、

难点时的特征及表现方式，无论面对的是共同富

裕示范区建设，劳动教育课程落地实施，还是维

护自然生态安全，节目都尽可能立体、贴近、细

腻地处理这些宏大复杂主题，以少儿喜闻乐见的

方式“活化”“细化”“趣化”主题，增加社会发

展进程与孩子们之间的链接和联系，增强他们对

信息资讯的感性认知。

（二） 主动发挥主流媒介涵化育人的功能，

寓教于乐，融合创新，达到良好传播效果

系列节目及专题一等奖作品宁波台的《阿则

和他的虫虫世界》以创作完成一部儿童幻想小说

的 10 岁少年阿则为主人公，探索“课余爱好”

可以赋予孩童无形又强大能量的节目主题。在深

夜人迹罕至的野外，记者与热爱昆虫的阿则一家

人一起夜探昆虫世界，度过了妙趣横生、生动美

好的时光。作品细节捕捉到位，将夜探昆虫世界

的场景与儿童广播剧结合，风格浅显活泼、语言

趣味盎然。

文艺（综艺）一等奖作品浙江电台城市之声

的《东东海宋朝闯关记》讲述孩子们梦回南宋临

安城，遇到了号称南宋美食家、最早记录“火

锅”的林洪，以及“杨辉三角”计算的发明者杨

辉、南宋诗人陆游等，与他们展开了一场极富人

文特色的宋韵浸润体验，以孩子的视角去回望历

史，活泼有趣地学习和感受南宋文化的魅力。

文艺（综艺）一等奖作品宁波台的《喷嚏大

王奇遇记》以亚洲最大的昆虫博物馆周尧昆虫博

物馆新馆为创作构思主体，搭建了一个奇幻冒险

的童趣场景。在童话设计中，喷嚏大王董咚咚依

次化身为“蝶神”“虫王”和“寄生蜂”，周游昆

虫世界，展开了一场有趣、惊险的神奇之旅。节

目组将专业昆虫学内容转化成通俗易懂的广播语

言，寓科普与趣味于节目，实现了较好的传播

效果。

伴随少年儿童们成长的广播少儿节目，本土

化的制作中携带了适宜本土文化、民族习惯、传

统观念的精神力量，这一精神力量会对青少年产

生良性的影响——形成本民族的精神凝聚力，而

这种凝聚力对于青少年而言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

必要精神营养。通过对 3 部获奖作品的简要分

析，我们看到获奖的广播少儿栏目节目主动发挥

主流媒介涵化育人的功能，积极主动采用丰富多

彩的声音表现手段，精心设计寓教于乐的层次和

环节，采取融合创新形成良好的传播效果，让孩

子们从小就对大自然、传统历史文化、国家民族

发展埋下兴趣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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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问题

（一） 受众意识不清，对“少儿”受众对象

意识未能贯彻始终

送评的部分少儿节目传播对象具有很强的成

人化倾向，节目无论是对主题的解读还是广播语

言的运用，甚至包括核心思想的呈现都以成人化

的方式进行，对少儿节目的特殊对象及其特有的

接受心理和传播特征没有进行很好的研究，节目

的受众意识不清晰。融媒体时代在用户思维已经

被绝大多数媒体人接受的当下，少儿节目如果还

存在受众意识不清、受众对象不明的情况，其节

目传播效果可想而知，这个问题需要引起主创人

员的注意。

（二） 语态存疑，节目没有按照少儿的接受

特征说话

语态可以理解为“语言的状态”，也就是说

话的方式。在广播少儿节目中，所谓的语态就是

指按照少儿的接受特征采取种种“特殊”的表现

形式，让节目的传播更具贴近性，让节目的影响

力更能深入少儿的内心，也就是指少儿节目的表

现形态上有没有“说人话”，有没有采取少儿喜

闻乐见的表现方式。从参评的节目中观察，有相

当一部分少儿节目并没有按照孩子们的语态进行

传播。这些节目是以成人化的认知方式和接受习

惯进行表现，甚至少儿主持人也已经表现出非常

强的成人语言表达特质。这些都是节目当中语态

存疑的表现。

（三） 节目有硬伤，在知识传播上存在错

漏，误导少儿听众

一些参评少儿节目存在硬伤，主要表现为在

核心知识传播上存在较多的错漏。例如，节目在

谈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却误作“中国成立70

周年”，很明显这两个概念在意义上存在很大的

差异。少儿节目在传播过程中如果对这些知识性

的内容没有经过仔细的检查，就会给少儿受众的

知识积累带来较大的隐患，节目出现明显硬伤。

还有一些节目在处理声音插件时缺乏对人名、地

名的必要介绍，多声音叠加时引发听众理解上的

混乱。还有一些少儿节目在总体结构设计上主题

切入比较缓慢，节目的设计不够合理。这些都需

要引起注意。

三、发展建议

广播少儿节目的传播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新

闻资讯、知识科普、竞赛游戏、音乐短剧、文艺

综艺等，各题材类别栏目节目都有着比较丰富的

表现空间，融媒时代媒介环境更趋复杂，而青少

年的成长面临更具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状况，时代

需要全社会积极投入、加大力度关注青少年的成

长和培养，传统广播节目必须承担历史文化传承

的重担，积极涵化育人。

（一） 融媒时代少儿节目梳理自身，清晰少

年儿童对象意识并贯彻始终

少儿节目作为我国受众对象较为特殊的一类

对象类节目，多年来已积累了颇有价值的经验，

在满足少儿的媒介需求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

融媒时代面临多方挑战，广播少儿节目更要发挥

传统媒体与互联网融合的优势，将少儿节目的对

象感和清晰的受众意识贯彻落实到位，让每一档

少儿栏目（节目）都能够得到小听众们的欢迎和

喜爱。这也是时代对少儿节目栏目提出的要求。

（二） 采制节目以孩子的接受特征作为广播

少儿节目的创作核心

孩子们对节目传播内容的接受特征除了有基

于认知的普遍特征之外，还有着较为丰富的时代

特色，以孩子的接受特征作为广播少儿节目的创

作核心，以孩子的认知特色为节目的创作底色，

落实少儿节目是办给少儿听的核心宗旨，让广播

少儿节目回归少儿，解决广播少儿节目是办给少

年儿童这一核心问题，从节目采制初创设计就要

以“童心”体现出“童趣”，让少儿节目的贴心

特征赢得孩子们的心，杜绝变成“空气广播”。

（三） 增强编辑记者的责任心，反复核对节

目内容，避免节目出现硬伤

针对上文提到的节目在制作方面的硬伤，建

议提升编辑记者的业务素质，增强编辑记者的责

任心，对播出的节目内容进行反复核对，将少儿

节目当成真正的课堂予以认真对待。另外，在制

作声音插件时尽量将人名、地名等进行简要介

绍，以增加听众的理解，在进行节目的总体设置

时尽量从孩子们的角度出发，不要采取过多层次

的设计以免影响节目的总体效果。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