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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讲啦》节目评析 
◆辛  颖  郑晓燕 

（南昌航空大学  330063） 

 
摘要：电视公开课这一独特的节目形式出现在中国电视荧屏 ，始于央视
一套的《开讲啦》节目 ，这档节目自 2012 年 8 月开讲至今，不仅收视
率表现不俗，同时在广大观众和互联网上赚足眼球和好口碑，被盛赞为
“中国思想好声音”“观众正能量加油站”。本文试图以《开讲啦》从节
目内容、节目定位、节目形式特征和主持风格等多个角度对《开讲啦》
节目进行分析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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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综合频道的《开讲啦》节目在娱乐化各类选秀节目充斥
荧屏的当下，脱颖而出，受到观众普遍好评。选择的话题贴近青
年人生活，主讲嘉宾从自己的角度，以叙述自己的切身经历为主，
不仅使节目更加真实生动，贴近观众，也能让青年人观看节目后
产生强烈的共鸣，让青年人充满正能量，在人生迷茫期能够有所
指引，走好脚下的路。本文试图以《开讲啦》从节目内容、节目
定位、节目形式特征和主持风格等多个角度对《开讲啦》节目进
行分析和把握。 

一、《开讲啦》节目内容概述 
由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CCIV－1）和唯众传媒联合制作的

《开讲啦》是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每期节目由一位知名人
土讲述自己的故事，分享他们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感悟，给予中国
青年现实的讨论和心灵的滋养。讨论青年们的人生问题，同时也
在讨论青春中国的社会问题。 

节目毎期有八至十位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青年代表，向演讲
嘉宾提问互动，300 位大学生作为观众现场分享这场有思考、有
疑问、有价值观、有锋芒的思想碰撞。他们对人生有思考，对未
来有疑问，他们思想新锐，观点先锋，是中国未来的中坚力量。
毎期演讲嘉宾选择的主题，物为当下年轻人心中的问号，讲述青
年 关心、 困惑的话题。 

播出频道及时间：CCTV1，每周六 22：38（首播）、CCTV2，
每周五 12：30 重播）。每期时长 45 分钟。 

二、《开讲啦》节目定位：青少年的公开课 
“定位 早是在艾•里斯和杰克•特劳特在为美国《广告时

代》杂志撰写一系列与广告有关的文章时出现的，二人对其进行
不断的深入与研究之后，提出了定位理论，并不断对其进行扩展，
使其得到了 为广泛的应用。艾•里斯和杰克•特劳特认为定位是
你对你的预期的客户所要做的事。”[1]定位理论的主要特点是从需
求的角度出发。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人们若想获得预期收益，就
必须从需求角度出发，对产品进行定位。  

电视节目的准确定位，能够使节目的传播效果 大化，这是
电视节目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开讲啦》的节目定位为中国首
档青年电视公开课，将目标受众定位为 70 后、80 后、90 后为
主体的青年人群。演讲嘉宾演讲题材的选择，与青年群体的兴趣
点相吻合，节目吸引了大批青年观众的收看，做到了传播知识与
传播新观念的巧妙结合。 

《开讲啦》节目是泛娱乐时代非娱乐节目的有益尝试。《开
讲啦》节目在内容上摒弃了传统脱口秀节目将嘉宾打造成高大全
形象的做法，而是让嘉宾回归现实，把嘉宾还原成舞台背后真实
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可能经历过一些
挫折，也可能有着各种心酸的心路历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是，他们从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经过磨难的洗礼之后，他们
知道应该如何面对重重困难，并且知道如何指引在前进道路上迷
茫的青年人。 

三、《开讲啦》节目形式特征分析 
（一）“演说”的形式，凸显深度价值 
“演说”区别于真人秀节目中常见的文艺形式,以口语作为

其展现的内容。这就使节目在形式上具备了显现深度价值的可能
性。与唱歌、跳舞等文艺形式相比,“演说”的语言形式使信息
传播的内容更具有反思性。它能更直接对受众产生思维层面的影
响,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直观审美的层面。于是,《开讲啦》具备了
“课堂”的基本功能。演说的形式使大部分的节目都能表达一个
思维层面命题,对其受众具有行动决策的指导意义。例如往期节

目“学校是什么？”、“创造力从哪里来？”、“世界的变化与中国”
等等演讲话题涉及知识、方法、情感等等各个思维的层面。这是
语言之外的任何形式都无法实现的。 

（二）注重互动的节目理念，坚持形式创新 
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媒体与受众的互动越来越多。对于

一档电视节目来说，他在制作过程中的开放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
了这档节目的接受程度。节目制作团队在节目制作前期就走进高
校“想见哪些嘉宾，想听哪些话题”进行调研，同时节目组还以
“你想听谁讲，我们就请谁来”为口号，在网上征集演讲嘉宾。
节目的另外一个互动体现在嘉宾与观众互动的环节。在聆听嘉宾
的演讲之后，节目组更渴望观众能把内心的感受以及疑惑回馈给
演讲嘉宾。节目设置了通过小纸条传递问题和现场青年代表提问
两种方式。问题没有限制，更大程度地表现青年独特的创造性。
这种“问自己想问的”的方式能够更大程度调动观众的参与度，
也增加了节目的不确定性，增加了节目的看点。嘉宾和观众在这
一问一答中，都能更加深刻地认识问题。这样一来，思想就出来
了，真理就出来了。 

四、《开讲啦》主持风格分析 
（一）运用贴近青年个性的表达方式 
文化修养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在长期的学习生活实践中，逐渐

培养起来的。主持人的文化知识和人生阅历，能够积累成一种潜
在的独特气质，它会影响到节目主持人主持风格的形成。《开讲
啦》节目的目标受众以青年人群为主，这就需要主持人、演讲嘉
宾与青年之间建立平等的关系，而不是一味的宣讲说教，主持人
撒贝宁清楚地知道，贴近青年个性的表达方式更容易传达自己的
观点，也更容易被青年人接受。 

（二）语言幽默风趣彰显理性内涵 
语言幽默风趣能使个人具有迷人的魅力，幽默的语言也时常

饱含着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会对节目起到很好的催化作用。节
目主持人的良好性格气质影响着节目风格的形成。撒贝宁无疑是
这种好性格的代表，在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撒贝宁能
够放下身段，为整个节目的走向服务，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运
用多种幽默手段，和演讲嘉宾、青年代表唱情歌、掰手腕等等，
充当演讲嘉宾与现场观众之间的粘合剂。  

（三）传递正能量承担社会责任  
主持《开讲啦》节目时，对节目的定位有着深刻地认识，为

了使节目发挥应该具备的社会功能，用正能量的话语将节目的各
个环节串联起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主持风格。在节目开场时，
撒贝宁用具有温度的话语暖场，进一步引出这期节目的演讲嘉
宾。在节目当中乃至节目结尾需要做总结的地方，作为主持人的
撒贝宁总能找到一些充满力量的话语，构筑起演讲嘉宾和观众之
间沟通的桥梁。 

《开讲啦》在节目定位，内容，形式特征，主持风格等诸多
方面进行了创新，在娱乐节目“一统天下”的窘境中杀出了一条
血路，也是作为一档人文类节目在传播精英文化上的一次成功探
索，这无疑是近年中国电视荧屏 具冲击力、感染力的创新之作。
通过与青年领袖平等的交流，而不是刻板的说教，达到了“随风
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只要紧贴受众，坚持创新，相对
“安静”的人文节目也大有可为，以独具创新的方式传递青春正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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