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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论坛

近日，由浙江省广播电视局、浙江省广电学

会组织的2022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少儿节目奖

评选工作圆满结束。本次少儿节目奖电视组评选

共有系列节目及专题、文艺 （综艺）、活动、栏

目4大类别的59件作品参评。经专家评审、公示

无异议，嘉兴市广播电视台的 《多多“穿越”

记》、浙江电视台少儿频道的 《放学后别走!》、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的《“迎亚运”大型青少季播

活动<亚运少年说>》等28件作品获得一二三等

奖，集中展示了2022年度我省少儿电视节目的

创作水平和制作成果。

近年来，浙江省广播电视局持续加大对广播

电视少儿节目的重视和扶持力度，积极鼓励少儿

节目参与媒体融合，强化内容原创，在融媒发展

中提升传播能力，扩大传播范围。尤其是省局的

政策和扶持，不仅成为少儿节目创作的重要风向

标，还促进了更多的创作团队和平台加快与新媒

体融合的步伐。此次参评和获奖作品较好地反映

了融媒时代全省少儿电视节目呼应时代、观照少

儿、形式多样、传播多元的发展景象。当然，一

些节目也存在着较大的进步空间，其中一些代表

性的问题值得反思和总结。

一、参评电视少儿节目的主要特点

（一） 深挖本地资源，讲述儿童喜闻乐见的

主题主线故事

我省各级广电媒体积极承担起主流媒体的责

任，倾听少儿心声，挖掘重大主题的微观视角，

让宏大主题进入少儿话语体系，引领少年儿童感

知祖国的发展变化，感知时代的进步。

2022 年，全国人民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我省广电媒体精心策划，从少儿的视角选取

富有浙江特色的鲜活事例，以小故事承载大情

怀，以小人物见证大时代。浙江电视台少儿频道

《我们@新时代》系列专题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给小记者们来信18周年为契机，回访当

时的少年，讲述他们在新时代科技、生态、体

育、艺术等不同领域的成长故事，呈现浙江的时

代之变和人民群众获得的幸福感。穿插回放孩子

们昔日大量的影像资料，将少儿视角与时代主题

完美结合，为当下的少年树立身边榜样。该台的

《云上思政课》设计了“浙十年”美好专列，虚

拟数字人“谷小雨”带孩子们沿着习近平总书记

的浙江足迹，见证浙江在绿色生态发展、数字化

改革、文化传承和共同富裕等方面的辉煌成就。

其中的现场互动、场景课堂、研学寻访、对话榜

样等多样的电视表现手法，让思政课跳出“你讲

我听”的模式，在互动参与中帮助大家收获感

悟，引发思考。

2022 年，浙江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各级广电媒体纷纷俯下身来倾听

少儿声音，从少儿的视角观察和解读共同富裕的

城乡实践。新昌台的 《小梦白解锁家乡共富密

码》让孩子们走近非遗文化、家乡农特产品和回

乡创业的大哥哥大姐姐，零距离感受家乡从经济

共富到文化共富、精神共富的变化发展，在孩子

们心中播下热爱家乡建设美好家园的希望种子。

（二）注重原创，不断拓宽节目题材

各级广播电视台深入少儿的生活、娱乐和学

习，从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选取素材，多元表现新

时代少年儿童爱学习爱劳动的精神风貌和丰富多

彩的生活状态。

嘉兴台《多多“穿越”记》讲述的无人机竞

速是一项新兴科技运动，题材新颖，贴近时代潮

流。其关注少儿心灵成长和亲子相互尊重的思想

内容引人深思，节目叙事脉络清晰，层层递进，

受到评委们的一致好评。

建德台《高价文具，你如何看待》是少儿节

目中难能可贵的舆论监督类题材。该报道深挖校

园热点话题“文具刺客”，通过微班课的交流互

动和观点碰撞，启发学生反思，引导少年儿童树

融媒语境下少儿节目如何提升质量融媒语境下少儿节目如何提升质量
——2022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少儿节目奖电视组评选综述

郭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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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正确的消费观；同时给家长、学校和市场监管

部门以警示，呼吁大家共同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

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杭州筹办亚运这类重

大新闻题材在各级广播电视台的少儿节目中也得

到巧妙地体现。杭州台《“迎亚运”大型青少季

播活动<亚运少年说>》 通过参赛学生讲述自己

的亚运故事，宣传亚运精神，营造全民迎亚运的

浓厚氛围。青田台《我是南方热“雪”少年》节

目持续跟踪浙江省第一支中小学生滑雪队——青

田县高市乡学校红领巾滑雪队，以南方山里娃冰

雪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展示我国“带动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的国际承诺和现实成果。

第二课堂的参评节目题材丰富。教育部

2021年5月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要求中

小学开设独立的劳动课程。乐清台的《感受生物

多样性之美 走进雁荡山国家森林公园》、安吉台

的《乡村里的“智慧大脑”主题研学》、三门台

的《风吹稻浪收割忙 田间劳动促成长》等作品，

分别从探究生物多样性、体验美丽乡村智慧生

活、水稻收割劳动课等角度，记录孩子们的课外

拓展活动，展现孩子们强烈的未知欲和探索欲。

素质教育成果展示是各级广播电视台少儿节

目的重要内容。这些作品多元展现了浙江少儿的

艺术才华，反映新时代少儿多姿多彩的生活。台

州台的《喜迎二十大“首届台州市少年儿童艺术

大赛颁奖晚会》、松阳台的《追风少年》、萧山台

的 《“走进春天”2022 新年晚会》 等节目策划

精心，制作精良，在同类题材中脱颖而出。

（三）创新节目形式，加强新媒体推广

一些节目以灵活多变的内容呈现，丰富的视

听语言表达，走在前沿的技术手段，探寻少儿题

材表达的更多可能性。浙江电视台少儿频道《研

学浙江》栏目带领同学们游学浙江山水，在大自

然中学劳动，学传统文化。节目组无人机和多机

位跟踪拍摄，记录孩子们天性释放的快乐场景，

情感饱满，画面美丽。宁波台的《给流浪猫找个

家》 以纪实手法呈现儿童的爱心故事，节奏明

快，悬念迭起，声画和谐，富有感染力。绍兴台

《阿基米德与皇冠》则以舞台剧的形式，让孩子

们演绎书本上的物理知识。

参评和获奖作品纷纷在全媒体传播上发力，

在“两微一端”新媒体平台二次传播，让小朋友

们积极参与互动，提升节目的传播效应。宁波台

《七色花开》栏目把短视频投放到公众号、视频

号、抖音号、快手号等平台，让节目传播发挥增

量效应，其中2022年教师节主题系列短视频在新

媒体播放量达200万+。嘉兴台《阳光伙伴》栏

目在节目播出中推送微信和视频号二维码，节目

多屏分发，形成拥有25万粉丝的禾点点微信公众

号、视频号、禾视频、抖音号等媒体平台矩阵。

二、可改进和提升的空间

（一）需进一步突出少儿的主体地位

在2022 年度的一些送评节目中，少儿节目

成人化倾向仍然存在。有的节目名义上是少儿活

动，但大人成了主角，孩子居于配角地位，有的

甚至沦为道具和摆设；有的节目虽然主持人神

情、装束力显“幼稚化”，但讲道理生硬直白，

说教意味浓厚；有的虽然少儿出镜主持，但只是

机械背词，大人幕后操纵的痕迹明显；有的节目

输出单向，孩子与大人之间、孩子与孩子之间，

孩子与环境之间缺少互动，节目缺乏说服力和生

动性。评委们认为，少儿节目只有把握少年儿童

的理解能力和心理特征，用少儿的思维讲述少儿

故事，才能引发共鸣，增强节目的感染力。也有

评委认为，在当前融媒体传播背景下，少儿视

角、少儿思维的不足其实是缺乏用户思维，需要

及时调整和转变观念。

（二）内容策划要进一步加强全媒体意识

在参评作品中，有的只是简单地把学校或培

训机构的活动剪辑一下做成节目，而不是事先介

入，根据节目架构选择表现角度和拍摄手法。评

委们普遍认为，媒体融合时代，观众收视趣味发

生变化，加强作品传播力必须更加注重策划，从

节目选题之初就要进行全媒体流程传播的策划，

从有利于新媒体传播的角度设置选题和议题。此

外，有的参评作品制作不够精致、节奏拖沓等问

题，也能通过节目的充分设计和构思加以克服。

（三）节目的思想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此次送评作品中，劳动实践课等第二课堂和

少儿才艺展示两类题材出现“撞车”现象，数量

分别为15件和13件。县级台受地域和条件限制，

客观上存在题材与制作能力不足等短板。校园新

闻、第二课堂及素质教育成果展示等题材，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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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摘要：党员教育电视片是党员教育的有效

载体，也是数字化信息化时代，开展党员教育的

重要形式。随着媒介的不断发展，受众对电教片

可看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党员教育电视片也逐步

走上了专业制片的路径，与电视台合作是比较常

见的一种形式。本文以 2022年浙江省党员教育

电视片观摩交流活动纪录片一等奖作品《向海而

生》为例，探讨在主题先行的情况下，作为编导

如何运用电视艺术的思维，让党员教育电视片鲜

活起来，达到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关键词：党员教育电视片 编导思维 思

想性 可看性

党员教育电视片的直接功能是对党员进行党

性教育、主题教育和先进性教育，它的可看性对

教育作用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实践中，党员教育

电视片所反映的人物或事迹往往是各级党组织推

荐或评出来的典型，这就决定了编导在选题上是

被动的，掌握的资料也多以汇报材料为主，很容

易陷入模式化，造成千篇一律、照本宣科的局

面。与此同时，受众的审美意识和视觉心理期待

却在日日新、时时新，如何才能适应受众日益变

化的需求，增强作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达到良

好的教育效果？作为电视专题片的一种，党员教

育电视片本身也遵循着视听语言的传播规律，做

好选题解构、加强前期策划、深入基层采访、把

握文稿组织仍是值得着力的几个点，最后运用电

视艺术的手段形成合力，将需要宣教的主旨立体

呈现出来。

一、做好选题解构

刚接到拍摄《向海而生》这个任务时，委托

方的要求是要做一个关于基层党组织如何引领嵊

山海岛走向共富的纪录片。共富是大主题，海岛

是特色，纪录片是它的类型。按照传统的定义，

纪录片需要有时间的跨度，有素材积累的厚度，

要展现某个目标的持续变化，这无疑需要一定的

时间沉淀。而本次任务时间较紧，沿用传统纪录

片的拍摄手法显然不现实。于是我们把对类型的

纠结放在一边，开始研究主题“共同富裕”。扎

实推进“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

也是人民群众的时代新期盼。它是一个总体概

念，如何把这个抽象的概念诠释出来，落脚点或

者说载体还是在“人”身上。基层党组织、党员

干部是确定的“角色”，那么“对手戏”该找谁

来搭，这就又得回到特色层面来考虑。劳动创造

财富，走向共同富裕离不开人民的生产劳动。劳

编导思维让党员教育电视片鲜活起来编导思维让党员教育电视片鲜活起来
——省党员教育电视片观摩交流活动纪录片一等奖《向海而生》创作有感

方 芳 陈 佳

县域教育的需求，也深受学生、家长、老师的喜

爱，自然成为县级少儿节目的主要内容。但是，

怎样在同类题材中寻找你无我有、你有我优的亮

点，需要对主题进行充分地挖掘和提炼。评委们

提醒，节目主题既不能缺乏思想性，流于表面，

又要防止用力过猛，拔得过高，显得刻意和牵

强。要在节目中展示少儿身心特点，将深刻寓意

包含在有趣生动的情节之中。

总体来看，2022 年度浙江省电视少儿节目

的进步是明显的，省广电局多年来对少儿节目持

之以恒的扶持也是卓有成效的，尤其是县级台少

儿节目生产制作水平提升明显，节目栏目丰富多

彩，涌现出了一批质量上乘的作品。据统计，此

次评选中，县级台参评率和获奖率分别达55.9%

和57.1%，成绩喜人。评委们同时认为，对照浙

江电视台少儿频道和设有电视少儿频道的杭州

台、宁波台，县级台少儿节目队伍和人员也应相

对固定化，只有在相对固定的基础上，才能更好

地实现专业化。进一步稳定和壮大县级台少儿节

目的创作队伍，有利于我省少儿电视节目生产水

平更上一层楼。

（作者单位：浙江省广播电视监测评议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