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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导演竞技类网络综艺的节目策划模式分析
范靖雯

（南京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2）

摘要：从 2014 年网络综艺元年开始，网络综艺节目已经从小

成本、小作坊式的策划模式，发展为大制作、大投入的节目策划

新阶段。近年来，在网综的诸多节目类型中，竞技类因其丰富的

竞技形式、多元化的表达方式，成为了市场占有率较高的节目类别。

本文遵循网综节目的分众化规律，以导演竞技类网综为例，对该

类型的节目进行策划模式的分析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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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演竞技类网络综艺节目的审美特征

（一）深挖影视行业，表现精分领域专业性

近年来，随着节目的网络化延伸，对于网络综艺节目而言，

做好观众的分众化管理，精准定位专业领域，做好挖掘和提纯，

是实现节目创新化探索的关键。比如《导演请指教》《开拍吧》

等聚焦影视导演这一专业性极强的领域，以熟悉的陌生领域作为

节目的亮点，以导演、制片人、演员、观众、学者、影评人等的

共生关系为节目的情节推动力，衍生出无数的舆论爆点。

（二）融合多样元素，展现电影微缩流程

以《导演请指教》的嘉宾选择为例，四位制片人，代表了不

同类型电影的价值取向。如一跪成名的艺术片监制方励、以粤语

商业片之王著称的制片人王晶、演而优则导的类型片制片人郝蕾、

屡屡创下票房奇迹的制片人李祗希等，他们都从某个侧面体现了

中国电影的制作模式——“制片人核心制”，用他们的价值取向

投射出中国电影市场的价值观。

网综《开拍吧》更是在四位投资人的选择上下足了功夫，作

为现场最有话事权的四位嘉宾被称为绿灯会，分别为作家代表刘

震云、导演代表陈凯歌、演员代表舒淇和监制代表陈思明。这一

设计无疑为观众提供了导演、监制、编剧和演员四个角度和层次

去关照影视行业及作品。

而两档竞技类综艺，都通过 N 轮拍摄不同主题的拍摄，与线

下影院的观众互动等环节，为观众呈现出一个电影微缩的制作流程。

（三）扶植新人导演，体现导演的不同职业生存状态

无论是《导演请指教》抑或《开拍吧》，并没有将名气作为

选择导演选手的依据，反而是选择一些冉冉升起的未来之星，他

们有才华、有拼劲，但是缺少一个让观众知道他们的机会。也为

整个影视行业青黄不接的现状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让观众对影

视业的寒冬有了期待与支持，通过节目认识了解这些新人导演，

并在后续的节目或影视作品中支持他们。

两档综艺都不约而同的在参赛导演的选择上下足了功夫，毕

竟这是一档导演拍电影的竞技节目，还是要看导演拍作品的。如《导

演请指教》的 16 位参赛导演，兼顾了导演作品的品质和话题度。

有已经成名的大导演关锦鹏，当然，关导的出席并不为参赛，只

是表达了他对新人导演的支持，从而提升了该当比赛的级别；有

学院派代表北京电影学院教师及学生相国强、曾赠、德格娜，他

们都是专业技巧过硬、在许多电影节获得过一定认可的新人；演

员跨界导演吴镇宇、包贝尔、 韩雪，如果说演员跨界执导已经不

是新闻的话，那么歌手梁龙、主持人蔡康永的跨界参赛确实能为

节目带来一定的话题度；其中，最受争议的恐怕是曾被网友打出

2.2 分的博士导演毕志飞了，在首轮比赛已经被淘汰出局，也许他

的出现本就是节目组的一场策划；除此以外还有野生新人导演吴

中天、王一淳、宁元元、钱宁黄、王文也、王旸，其中也不乏专

业能力极强者。丰富的参赛阵容，让竞技比赛的火药味更浓，这

就是竞技类节目本身的魅力。

《开拍吧》因参赛导演只有六位，因此选择更加挑剔，尽可

能多的覆盖各种类型，如喜剧片导演 《万万没想到》《沐浴之王》

的导演易小星、被称为十年难得一见的性格导演沙漠，科班出身

于北京电影学院，并且已经有了票房和口碑都不错的电影《我要

我们在一起》等；彭宥纶，某卫视视觉总监，擅长电视片、宣传片；

怪才导演郝杰， 擅长艺术，多次凭借原创作品在 FIRST 电影节获

得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奖；胡国瀚，网大高分电影导演，网络电

影作品《法医宋慈》等；除此之外，节目组还邀请了一位导演经

验为零的新人导演，但是同时又是具有一定影视知名度的跨界演

员王珞丹，这一点可谓是节目组的一个精巧设计，从策划的角度

说，既然必须要有一位经验为零的新人导演，那么不如选择一位

具有知名度的演员更具有话题度，更能与其他五位导演势均力敌，

而不会显得过于羸弱。

二、导演竞技类网络综艺节目《导演请指教》的创意分析

《导演请指教》是一档由腾讯视频出品的国内首档影视导演

真人秀节目，制作以导演的影视创作功能为特色的导演竞技类网

络综艺节目。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首播，共 10 期。

《导演请指教》节目为国内首档导演选角节目，从导演视觉

出发，以全影视化拍摄为呈现形式，完整呈现了影视行业从选角

到成片的工业全貌。节目在“影视寒冬”背景下，强调影视行业

要靠实力和品质取胜，对当下影视行业突破困境具有启迪价值。

（一）好的网综节目离不开精准定位

1. 立足影视行业，将注意力围绕在核心成员

影视行业一直是很多观众心目中的象牙塔，除了演艺明星的

无限魅力之外，因其幕后的专业性，以及为无数观众造梦的神奇

手段，让观众对影视行业充满了好奇与憧憬。而导演类竞技节目，

让导演与演员、制片人这三个互相成就的职业走下神坛，创造性

的将这一行业的横切面展现给观众，揭开了影视行业的神秘面纱。

2. 遵循导演评价的现实规律

严格来说，导演是一个幕后工作者，虽然近年来许多综艺现

场出现了导演走向幕前的情况，但在实践环境中，导演属于一个

拿作品说话的幕后英雄。对导演的评价标准多半是看他的作品，

包括艺术价值、商业价值和社会口碑这几方面。

3. 贴近影视行业的实际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影视行业已经从“导演中心制”逐渐

过渡到“制片人中心制”，这种来自好莱坞的电影制作模式能够

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提高制作效率，降低投资风险。尤其对于

新人导演来说，因导演用作品说话这样一个特殊性，更需要老练

的制片人为其出谋划策、弥补导演新人阶段的不足。《导演请就位》

立足影视制作行业的现状，选择了四位不同风格的制片人作为导

师，正是处于这样一种考虑，不仅能从四位制片人的评判标准上，

更加能从他们的本身的要求上，为观众提供更为专业的评判价值，

也能从他们苛刻的选择中窥探影视行业的秘密。

（二）好的网综不能没有创新

1. 以制片人和导演的双视角贯穿节目的始终

节目以制片人和导演双视角贯穿始终，展现导演竞技和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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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互动的双重景观，透视出影视行业生产链条的运作过程。使得

节目在制片人的引领下，为观众提供观察与审视节目和影视创作

全环节的视角。

2. 以嘉宾类型的差异化形成节目看点

首先，四位风格迥异的制片人本身就是节目的看点，有曾经

为《百鸟朝凤》一跪成名的艺术电影制片人方励；有票房奇迹《你

好，李焕英》的制片人陈衹希，演员出身的郝蕾，以及商业电影

的代表人物王晶；他们代表了不同的电影市场需求。

其次 16 位不同背景的参赛导演也让观众充满了期待。这当中

有已经非常有名的导演关锦鹏、有专业扎实的学院派代表、有初

出茅庐的新人导演、更有如包贝尔、吴镇宇、蔡康永、白雪、二

手玫瑰的主场等跨界选手，他们代表了如今导演群体中的多种欲

望与现实。如果不是这场综艺秀，很难让人想象出这些人可以在

一起同台竞技。

再次，各种性格迥异的演员也成为了素人以外的明星亮点元

素。其中以性格鲜明、爱恨分明的李诚儒为代表，增加了节目的

话题度。

最后，不得不说一下该节目的专业评审团，包含了大量专业

的影评人和学院派教授。学院派与市场派的理论争锋，让场上的

讨论一度先入白热化。他们身上所折射出的对视听语言、影视行

业的不同行业规则及矛盾点，增加了观众的看点和话题度。

3. 以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考核展开导演竞技

节目创新采用四个阶段的建制来呈现演员的竞技过程，第一

个阶段，通过改编经典名作来展示导演的工作过程及能力，对场

上的 16 位导演进行首轮淘汰赛；第二个阶段，制片人开始加入到

影视制作的过程中，观众看到了更加真实而全面的现实场景，制

片人和导演之间互相补位、互相支撑的关系；第三个阶段，节目

加入了线下展映环节，让导演作品接受市场的真实反馈，通过上

座率、观众口碑等真实调研来决定导演是否晋级，将作品还给观

众来进行评价，毕竟最终这些导演还要回到市场和观众中去。

三、竞技类网综的策划模式探索

（一）以互联网用户为主要受众群体

因为互联网的主流用户是 80、90、00 后这一批网生代，因此，

网综的策划需要在体现网络特点的基础上，聚焦网络上年轻人的

喜好和口味，并进一步以综艺的方式引领网民的审美风尚。

突破了传统综艺节目的类型限定，使娱乐和纪实的边界逐渐

消失。在《导演请指教》网综节目策划中，融合了导演这一职业

的竞技、娱乐化的综艺现场、导演的拍摄过程的真实记录、短片

本身包含喜剧、情感、公益等多元化的内容与元素，越来越难用

一个类型来界定一档网综节目。这既体现出网综追求丰富样态和

视听体验的诉求，又体现了互联网空间融合传播的突出特征。

（二）立足影视专业领域，充分满足观众好奇心

如今网综已经进入到一个自主原创的全新阶段，但是这不意

味着“闭门造车”。网综策划要以全球视频类综艺发展的前沿动

态为参照坐标系，善于从世界著名节目模式中吸取精髓，或者在

模式引进的基础上展开本土化创新，以适应新环境的新需求。

对国内观众来说，影视行业一直是一个神秘而精彩的世界。

对于网综策划来说，当下的一大趋势是做好分众化，也就是深挖

垂直领域，把一个细分领域的受众需求高度提炼、加以满足，以

此来不断展开对新样态、新形势的探索。

（三）直面影视行业痛点，借力打力

我们的策划创作永远不能脱离社会、脱离时代，否则也就意

味着脱离受众。由于社会转型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都是受众最广

泛关注的焦点，如婚恋、育儿、代际、职场、社交等相关问题都

是现代人生活的“痛点”“痒点”等。在网综策划中，要提炼出

这些社会问题的综艺化、影像化的表达方式，才能切中时代的脉搏，

得到受众欢迎。

（四）规范影视行业价值观，传递社会正能量

网络也不是一片无人区，网综发展到现在已经相当规范，并

不是“大尺度”“无禁区”的代名词，网综策划依然要坚持底线意识，

坚守社会主流价值观，不能一味逐利、迎合市场，要不断提升内

容品质、文化品位和审美品格。

《导演请指教》节目中，将影视文化中的多种现实问题做

了一次集中的展示，观众通过对于导演、制片人、演员以及整个

团队之间的共生合作关系，折射出影视行业的真实图景。有艺术

价值与商业价值之间的矛盾、有学院派与实践家们的争论，但最

终我们透过节目本身看到了它所传递出的行业价值观及观众的期

待——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不矛盾，总有好的导演可以二者兼顾；

学院派与实践家也可以同台竞技，在真刀真枪的切磋中，市场自

然会有答案。

（五）以人为本，引发心与心的共鸣

其实任何节目策划中，都应该以人物为核心。网综常突出节

目中的人物，以纪实化、故事化的方式体现人物的特点。要在策

划中从人物关系入手，凸显人物的鲜明特质，探析人物内心世界，

传递人物核心价值，才能进一步引发受众情感共鸣和精神共鸣，

从而增强用户的粘性。

网综嘉宾的设置上，明星和素人的比例、人物关系要配合适

当。首先，明星的风格要与节目调性一致，或着力培养自有明星，

使其和节目共同成长，并形成良性互补；其次，素人不能成为明

星陪衬，要让素人真正参与节目，推动节目的进程，并且成为节

目亮点。

（六）视听语言的融媒体化表达

如今的网综，已经从传统小作坊式的制作阶段，转变为了追

求制作品质的阶段，网综的核心竞争要素还是内容质量。所以，

在策划中，我们要把我好视频传播的规律特点，进一步细化镜头

语言，增加对细节和情节的呈现，增强节目的可视性，已经成为

推进节目进程、反应人物关系、凸显画面质感的关键动力。

《导演请指教》节目中，正是引起创新化的融入了导演竞技

短片的方式，无形中增加了节目的看点。使观众既可以从综艺节

目中获得娱乐体验、放松身心，亦可以在导演们专业的短片艺术

中获得高品质的艺术享受。

（七）用产品思维，与受众建立交流与沟通

交互性是网综的一大特征和优势。网综策划应充分体现受众

的参与感和主动性，借助社会化媒体平台的交互性，进一步发挥

粉丝效应，提升传播效果。

网综的宣推策划要遵循互联网非线性的媒介特征，打造多介

质、多平台的矩阵式宣推格局。一方面，整合内部资源以实现产

业链的优化重组；另一方面，借力于外部资源以实现传播优势的

有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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