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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智类电视节目的创新途径

时间:2013-06-03 16:41:00  作者:毛慧敏  来源:青年记者

——以《一站到底》为例  

  ● 毛慧敏 

  益智类电视节目通常是指以提升观众智力水平为目的的节目样式。自20世纪80年代在

我国出现以来，其发展几经波折。随着央视《幸运52》、《开心辞典》、《三星智力快

车》等风格相异、自成一家的节目淡出荧屏后，益智类节目遭遇瓶颈，影响力和收视率逐

渐削弱。 

  2012年3月，当婚恋交友类、求职类、选秀类栏目占据电视荧屏之时，江苏卫视推出

了一档全新的益智竞技节目《一站到底》。在益智类节目并非收视主流的形势下，《一站

到底》重新开创了新颖的节目格局，成为益智类节目实现突围的先行者。厘清其节目的成

功和不足之处，对我国同类电视节目的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站到底》的节目特点 

  1.主持风格的首创性 

  益智类电视节目的主持人通常扮演主考官角色，这对主持人的控场能力、流程把握能

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站到底》的主持人李好夫妇不仅有丰富的主持经验、配合默契，并且是国内首个

夫妻档主持。在激烈的答题赛场上，夫妻二人有唱有和，角色分工明显，增加了“主考

官”的贴近性，使节目的人情意味更加浓厚。作为节目品牌的载体，他们无疑为《一站到

底》加上了“夫妻主持”的标签，客观上增强了节目的辨识度和传播力。 

  2.参赛选手的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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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站到底》的参赛选手各有一个鲜明的身份标识，或以自身职业直接显示，或冠以

特殊称谓表述。选手职业千差万别、所属领域大相径庭，但节目极大程度地模糊了职业区

别，让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选手同台竞技。一方面能够增强节目的平民性和普适性；另

一方面能够借助选手出众的答题表现与观众对其职业的刻板印象形成反差，增强节目的趣

味性和新奇性。 

  《一站到底》的选手在语言修辞上较为直白，临场表现多呈现出自信乐观的状态。诸

如“你要相信，世界上就是有过目不忘的人”这类语言频频出现在节目当中。对同台竞技

的双方而言，是参赛时使用的心理战术；而在普通观众看来，公开“叫阵”展露自己的强

势是一种独特的观看体验。 

  3.问题设置的通俗化 

  《一站到底》的问题设置涉及天文地理、娱乐八卦等多方面，偏重于常识性、趣味

性，题目意在考量选手的知识广度而非深度。相较于此前的益智类节目，选手更体现出从

专业精深型向博闻强记型转变的趋势。 

  题目尺度上的平民化、通俗化甚至娱乐化，既为观众扩充知识面打造了平台，减少了

由于问题冷僻深奥带来的乏味感，也缩小了节目和观众之间的距离，使观众主动参与到答

题中，在普及知识的同时保证节目的观感质量。 

  4.竞技形式的残酷性 

  竞技过程悬念丛生、扣人心弦，才能增加节目的可看性。《一站到底》以高额奖品刺

激选手和观众的博彩心理，充分体现了“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竞技特征。 

  从《一站到底》的赛场布局来看，攻擂者位于中心位置，守擂者绕其一周。攻擂者通

过一对一的闯关式PK答题获得对方的奖品。在此过程中，攻擂者和守擂者的身份并非固定

不变，守擂者之间也不是团结协作关系。而无论攻守，只要答题失败都会直接落入选手脚

下的“陷阱”，同时所获奖品也一并取消。战败选手“垂直落体”的瞬间，语言、表情、

体态等细节都被如实呈现在电视屏幕上。节目通过施行惩罚机制强调了利益追逐的不确定

性，渲染了失败退场的窘迫性。 

   

  《一站到底》的缺陷与不足 

  1.娱乐功能偏强 

  电视节目娱乐化是普遍现象，尽管《一站到底》问世于“限娱令”颁布之后，但仍难

出娱乐化的窠臼。 

  就《一站到底》益智类节目的定位而言，应该本着寓教于乐的制作目标，而其娱乐性

和教育性尚没有实现平衡。就问题设置来说，其趣味性超过了知识性；从惩罚机制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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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惊险刺激的形式远胜于内容。过于强调娱乐功能，就会消减节目的文化内涵，甚至失去

节目的格调。益智类节目毕竟是电视文化的产物，其娱乐倾向不可避免，但如何使娱乐性

服务于教育性，是其谋求长足发展应探讨的题中之义。 

  2.设计痕迹过重 

  《一站到底》杂糅了真人秀的元素，因而“秀”的成分较多。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每一期节目都会出现有故事、能制造话题的选手。但这些选手并

非随机挑选产生，而是经过节目组精心选拔。越能出人意料、越有现场感染力的选手，越

有登上赛场的可能，留在场上的时间也会更多。诚如《一站到底》的执行制片人薛巍所

言，“每一期我们都会根据参与选手的个人特点而进行有意识的偏向，比如这个选手擅长

哪一方面，我们就会相对地有所侧重”。就此来看，节目并不能实现参与的全民性，也无

法切实保证公平、公正。 

   

  《一站到底》对益智类电视节目的启示 

  从我国益智类节目的发展历程上看，始终没有走出模仿国外的路径。在原创力不足、

内发力不够的情况下，促进移植节目的本土化成为此类节目实现突破的关键点。《一站到

底》同样引进了国外最新节目模式，在本土化进程中走在了前列。对此，我国益智类节目

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1.注重内容，以“智”取胜 

  当前，我国娱乐节目风行，数量繁多但千人一面、类型不清。这反倒为益智类节目的

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因为相较于其他电视娱乐节目形态，除娱乐功能之外，益智类节目

所承担的教育功能、审美功能更强。为此，益智类节目应进一步明晰定位，突出“益智”

功能；坚持知识性和娱乐性并举，注重娱乐伦理。一方面，要重视吸收国内外同类节目的

经验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从提高节目质量入手，调度好主持人、参与者、现场布局等多

种要素，以栏目制作者的智慧和益智节目的知识性赢得收视率。 

  2.关注受众，以“贴近”见长 

  电视节目能够聚集观众在于制作者满足受众的收视需求。通过分析《一站到底》可以

看出，该节目迎合受众心理需求，重视观众体验。在此基础上，益智类节目应进一步打破

壁垒，坚持“草根化”路线。这既符合电视文化的平民性，也能为吸引更多参与者创造条

件。另外，在题目设置上，应更加贴近百姓生活，保持趣味性之外注重实用性，真正做到

寓教于乐。 

  3.把握反馈，以创新求发展 

  互联网时代观众的反馈更加迅速、多元，为节目制作方获取建议增加了渠道。事实

上，《一站到底》所受到的争议并非只有前文提到的两点，多数问题是由其官方微博和论



坛披露。如节目开播不久，主持人念题耗时引起了热议，另有观众对节目规则提出质疑。

对此，《一站到底》节目组及时做出了回应和改进，调整了参赛双方的题目长度、难度。

即使改进效果不能人尽满意，也在客观上树立了重视反馈、积极改过的形象。此外为创新

求发展，《一站到底》还把握时机，推出了由“高考状元同台竞技”和历期“站神”参加

的“诸神之战”等特别节目，这对于益智类节目的发展，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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