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１卷　第１期

　２０１６年２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１Ｎｏ１

Ｆｅｂ．２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６．０１．０２０

《中国好声音》的模式创新 

蒋军凤，刘　洋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中国好声音》的成功播出使国内音乐类选秀节目走向一个新纪元。《中国好声音》模式的创新之处，包括节目播
出方式的创新，节目评委的创新和节目价值的创新。以《中国好声音》取得成功的案例思考我国音乐选秀类节目未来发展并

提出一些建议，以期我国音乐类选秀节目可以走的更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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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浙江卫视凭借一档全新的节目《中国
好声音》，继２００５年的《超级女生》后，重新掀起了
全民娱乐的风暴。《中国好声音》凭借其特殊的节

目制作模式、优秀的团队制作、独特的营销模式等

向中国社会传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和全新的音乐

选秀模式，进而以其全新的播出模式、独特的评委

机制、精准的节目定位使其成为我国音乐选秀类节

目的具有跨时代的电视实践意义。《中国好声音》

所创造的的节目价值已经远远超过节目自身的内

容，它正以其独特的创造性颠覆了我国音乐类选秀

节目的固定模式，影响和改变着音乐类选秀节目的

格局，成为中国音乐选秀节目新的里程碑。

　　一　国内同类音乐选秀节目的模式

曾经火遍中国的《超级女声》为电视选秀类节

目打开了一扇大门，刮起了一股席卷全国的“超女

风暴”，巨额的广告利润和选手一夜成名诱惑使各

大卫视意识到了选秀类节目的利益和魅力所在，之

后音乐选秀类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遍地开

花甚至泛滥成灾了，观众由最初的新鲜感转变的麻

木到厌倦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笔者从以下两点

总结其原因。

（一）同类音乐类选秀节目程式化严重

音乐类选秀节目在开始有着较高的收视率，但

是现在如此低迷的原因在于节目的程序化严重。

节目在选秀初期一般通过海选的方式进行，由于海

选环节的对选手参赛条件设置条件很低，各个年龄

各个阶层的选手都能参加，通过海选对选手进行筛

选，实力较强的选手会脱颖而出，为下面的环节增

加看点，也会有千奇百怪的选手制造笑点，全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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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都可以被激发出来。

节目实行选手相互 ＰＫ的比赛机制，增加了比
赛的残酷性，增强了节目紧张的气氛，让比赛充满

悬念，调动了观众的好奇心理，促进了观众的观看

欲望，这样使得节目更加有看点。节目在 ＰＫ的基
础上增加了“复活”环节，因为节目考虑到观众的对

喜欢的选手的情感，特别设置这一环节使选手可以

“起死回生”，重新回节目进行比赛，提高了节目的

戏剧性和刺激性。在比赛的同时，观众可以参与其

中，决定自己喜欢的选手可以继续留在舞台上，当

然决定权是通过手机短信票等需要收费投票方式

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使观众有了一定的权利，增加

了节目的可看性和收益。［１］

评选还是节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评委一般

分为专业评委，大众评审和观众评审三部分，专业

评委邀请歌唱界的明星，比较具有权威性，他们对

选手的比赛做一些点评，言辞犀利麻辣博取观众眼

球：大众评审是来现场参与节目录制的一些人，主

要用来暖场；观众评审是根据自己对比赛和选手产

生的好恶情感用短信或者网络投票决定选手去向

的场外观众，他们决定着选手的幕后走向。最后是

节目的感情渲染，感情的渲染包括主持人煽情的主

持台词，选手对梦想执着追求的感人故事，评委与

选手之间产生音乐上的共鸣等，加上舞台特别设计

的灯光和音乐，都在向观众渲染感情。感情渲染虽

然是设计出来的，但还是有真实感情在里面的。不

过节目制作者往往过分的追求收视率，过分煽情博

取观众感情，就会得到事与愿违的效果了。

（二）同类音乐类选秀节目存在缺陷

电视台花费人力物力制作出的节目惨遭失败，

收视率暴跌是因为存在着太多的缺陷。首先节目

模式雷同。看到《超级女声》火了，青海卫视的《花

儿朵朵》，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也相应的出现

在电视荧幕上，但他们的节目环节设置，灯光音效

设计甚至主持人的台词都很相似，很容易让观众产

生审美疲劳。节目雷同的后果就是电视台为了追

求收视率，不惜通过选手的背景造假，评委的恶毒

点评或过度煽情来抓观众眼球，为抓住观众眼球不

择手段。最后的结果不是看选手的能力，而是看谁

通过绯闻提升知名度受观众认知；不是听哪个评委

的点评更专业，而是听谁的点评更犀利更恶毒。这

样在短时间可以提高收视率，时间长了，观众不免

对这些产生抵触，进而扩大为厌恶。这些夸大，扭

曲的负面报道也对了社会正确的价值观进行了冲

击。在２００７年，广电总局为了防止选秀节目日趋
庸俗化，禁止省级卫视在黄金时段播出选秀

节目。［２］

　　二　《中国好声音》的创新之处

从２００５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到今天的
《中国好声音》，音乐类选秀节目多大十几个，为什

么除了《中国好声音》之外其他音乐类选秀节目发

展颓废甚至停播呢，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创新，无

法满足观众的口味。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凭

借其新颖的制作模式，精良的制作团队，健康向上

的价值观再次掀起全民娱乐的狂潮。《中国好声

音》的节目完全颠覆了普通选秀类节目传统的模

式，音乐选秀类节目正在走向一个新的纪元。下面

从这几点分析《中国好声音》对比传统音乐真人秀

节目的创新之处。

（一）《中国好声音》播出模式的创新

《中国好声音》是引进荷兰的《ＴＨＥＶＯＩＣＥ》，
并且按照中国人的收视习惯在原版的基础上进行

改造。《中国好声音》节目制作组考虑到中国的观

众不仅有听歌，还有听故事的习惯，创新的对选手

背后故事的进行挖掘，使节目的模式设置更符合中

国观众的口味。节目的模式与传统的音乐选秀类

节目不同，取消了海选，由导演组去全国各地直接

挑选有实力的歌手，进行层层选拔后参加比赛，保

证选手的演唱实力，在节目播出过程中学员凭借高

水准的演唱表演直接征服观众。

国内一般音乐类选秀节目都是评委选参赛选

手，《中国好声音》颠覆了这个模式，创新为选手评

委互选，并且为了配合广电总局发出的选秀类节目

禁止进入黄金档，把节目称为“大型励志专业音乐

评论节目”，选手统称学员，评委统称导师，与广电

总局的禁娱令打了擦边球，成功的与相类似节目错

开了播出时间，为高收视率作保证。节目的名字突

出“好声音”，可见好的声音是这个节目的唯一评选

标准。由于一般音乐选秀类节目都是评委直面选

手，选秀进入了一个怪圈，声音不是评判歌手的唯

一标准，相貌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分数，《中国好声

音》打破这一怪圈，节目是以声音为比赛的唯一标

准，寻找与众不同的一流好声音。

在导师选择方面进行创新。由于选手的音乐

实力强，节目组要选取在音乐方面有一定权威，带

得了学生的音乐巨星当导师，为此，节目组到处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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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想尽各种办法获得中国两位重量级的歌唱家刘

欢和那英担当评委，加上在音乐方面独具个性的歌

手庾澄庆和杨坤，四位评委在凭着在各个音乐领域

的成就和本身的知名度也能引观众收看。节目开

播后刘欢对学员用心和淡定的性格，而那英对学员

却是一种热情和率真的表现，庾澄庆导师则偏爱夸

张和搞怪个性的选手但是却成功带动全场的气氛，

导师杨坤对音乐的用心和煽情成为现场独特的风

景，并且提升了节目的权威性和制作水准。

节目首次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制播分离，由制

作方和电视台共同投入资金，共同承担风险，利益

分配不设限，典型的利益捆绑营销手段。为了达到

最好的效果，该节目一次性投入就近一个亿，平均

每一期投入的费用达数百万，如此巨大的投入目的

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质量上达到最好的效果。节目

组采用了国内最先进的技术，学员的伴奏乐队是一

线明星御用的伴奏乐队，乐队不仅负责学员的每一

首歌还针对每个学员的个性和特点对歌进行改编，

使之达到最完美的演唱水平。节目的调音师是在

北京奥运会上的总音响师，被称为是我国第一调音

师。顶级的设备和工作人员，最终给我们呈现出无

与伦比的视听盛宴。灿星传媒与浙江卫视共同对

《中国好声音》进行精准的节目制作，最终实现了经

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的结果。［３］

（二）《中国好声音》节目评委的创新

观众看惯了以前音乐选秀类节目中评委的麻

辣毒舌点评，而《中国好声音》则拒绝恶意的点评和

炒作，把评委变为导师，邀请刘欢，那英，庾澄庆，杨

坤四位一线歌星作为学员们的导师。刘欢是中国

家乐坛的老歌手，有“中国歌王”之称；那英是华语

乐坛的实力天后；庾澄庆和杨坤在音乐界也是首屈

一指的实力歌手，他们掌握较多的音乐知识，对各

个类型的音乐也很有研究，他们在音乐界的权威地

位足以充当在音乐方面的“意见领袖”。

《中国好声音》导师选人的方式与其他选秀类

节目选人的方式不同，导师最开始是背对学员，根

据歌手的声音转身而不是歌手的长相选择自己欣

赏的学员，转身的动作就是对学员音乐上的肯定，

学员从转身的导师那里获得他们虽自己音乐的欣

赏和认可，在转身那一刻镜头捕捉到导师对学员的

惊讶和震撼，学员的惊喜，亲友团的喜极而泣的表

情，全被收入镜头中呈现给观众，带来满满的正能

量。正是这样只关注声音的舞台，许多因为外貌不

佳但声音有特点的歌手，都被导师们留下，如台湾

的盲人女歌手张玉霞一曲邓丽君的《独上西楼》征

服了导师们的耳朵，最终和那英合唱《征服》来到了

那英的队伍。

值得关注的是，在背对学员听音乐的时候，导

师们的表情和动作全被收入在镜头中，他们或者交

头接耳比划选手的歌唱特点，或者闭上眼睛静静聆

听，或者伴着歌曲的调子在手舞足蹈，或者要按按

钮的时候忽然停住紧皱眉头思考，他们的每个动作

都在牵动着观众的心。亲友团焦急又盼望的表情

让观众不由沉浸在节目中。

在学员反选的时候，他们不顾及身份和形象，

用尽各种办法，绞尽脑汁耍赖，笑料百出，只为争得

喜欢的学员加入自己的队伍中，最著名的是杨坤对

每个看中的学员说“我有三十二场演唱会”，邀请他

们来自己的演唱会借此机会将学员纳入队伍中，观

众也亲切的称他为“杨三十二郎”。通过这种方式

增进导师与学员的距离，导师并不是高高在上的，

相反给人带来很有诚意的感觉，同时也包含着人与

人之间平等的关系，使观众在观看的同时也带来内

心情感的升华和满足。

当导师与学员的互选结束后，就开始各位导师

学员之间的ＰＫ战，实际上是学员之间的 ＰＫ战，也
是对导师教学成果的一次集中的展现。比赛规则

是先导师内部学员两两进行比赛，由导师根据学员

的基本风格两两组队 ＰＫ。比赛时打分制，分别从
音域的宽广、对音乐的把握程度以及音乐的感染力

分别打分。每个导师留下四个学员。在从四个学

员里面通过ＰＫ选出最好的，通常是又两两比赛，导
师选出自己中意的学员，剩下的三个 ＰＫ，由另外的
三个导师以及大众评审选出一个学员与导师最先

选出的学员比赛，由导师选出优胜者代表导师与其

他导师学员进行比赛。这个环节是学员们表现自

己实力的重要环节，导师选出的学员也代表着自己

的教学水品，所以导师们会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倾

囊相授，让选手们的音乐水平在短期有质的飞跃。

其中的特别擅长改编歌曲，他总能将歌曲改编成另

一首新歌，并且配合学员们的个人风格和特点，听

来来朗朗上口。庾澄庆导师为《中国好声音》奉献

了一首又一首的新鲜歌曲。

导师们确定了自己最终学员后，《中国好声音》

会为所有的学员开一个大型的演唱会，他们会和喜

欢的明星共同演唱在好声音的舞台上唱过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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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华丽的舞台上接受检验音乐成果，这是对导

师教学成果的集中体现。学员们以开演唱会的方

式评出年度好声音，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想，拿到

了通往音乐之路的金钥匙。

（三）《中国好声音》节目价值的创新

《中国好声音》区别于其他节目的最主要的创

新模式是节目价值的创新，以往的音乐选秀类节目

为了抢占收视率，不惜炒作选手绯闻，引起社会不

良传播，冲击着社会的正常价值观。《中国好声音》

不论是从激起观众的情感还是正确的引导社会价

值观和正能量上都有创新之处，具体表现在下面两

个方面。

以往选秀节目中评委处于高高在上的位置，参

赛选手面对评委容易产生距离感，有些有实力的选

手因紧张没有正常发挥，失去了宝贵的参赛机会。

《中国好声音》将评委称为导师，这个称谓无形之中

拉近了学员到导师之间的距离，在选手表演中导师

背对着选手，只听声音，不注观外貌，遇到喜欢的声

音按按钮转身也是对选手声音的肯定。在争抢心

仪学员的时候，导师之间相互的调侃甚至相互的攻

击，真正的展现出了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四位导师

在点评学员的音乐的同时，不断的用自己对音乐本

身的理解，对自己学习音乐经历的感受，告诉学员

什么才是音乐以及如何做一位合格优秀的音乐人。

在充满炒作，毒舌黑幕的选秀节目中，《中国好声

音》用一种公平的方式，给参赛者给予尊重，给节目

观众带来一个真实的充满正能量的好节目。在这

种公平宽松的环境中，学员充分的展示自己的实

力。导师和学员之间这种真切平等的互动，是《中

国好声音》的成功所在。

《中国好声音》的学员有着不同的职业和社会

地位，但有着相同的热爱音乐的心来到这个舞台

上，向导师和全国观众展示他们对音乐的理解和对

音乐的执着，用实际行动完成他们的音乐梦想，用

自己的亲身经历凝聚成优秀的品格和主流价值观，

用对音乐的真诚打动观众，使观众产生认同感。

来自东北的姑娘吴莫愁在好声音的舞台上唱

的《ｐｒｉｃｅｔａｇ》，情绪饱满张力十足淋漓尽致，十足
的欧美摇滚范儿，获得了导师庾澄庆的青睐，吴莫

愁从此被冠上“摇滚小魔女”的称号。第二季中来

自沈阳的李琦，留着可爱的蘑菇头，以一曲《趁早》

征服了四位导师，李琦的演唱深情又充满技巧，磁

性的嗓音一开口便征服了在场听众，那英、庾澄庆、

张惠妹、汪汪峰四位导师仔细倾听。几乎是刚唱到

第一段副歌部分，张惠妹便率先旋转座椅，之后，那

英、汪峰几乎同时转身，庾澄庆再也忍耐不住，也按

下按钮转动座椅，眼见台下四位导师先后转身，后

台观赛的李琦母亲流下了热泪，现场的气氛也被推

向高潮。这样的选手还有很多，最终汇聚成节目的

价值观，对音乐的坚持、对梦想的不懈追求还有对

生活的无限热情。

　　三　中国音乐类选秀节目未来发展

从２００５年的《超级女声》到现在的《中国好声
音》，期间音乐类选秀节目把培养平民偶像的平台

变为一个充满毒舌评论，虚假炒作的摇篮。这样的

节目缺乏深度性，久而久之很容易让观众产生心理

抵触。针对这些问题，中国音乐类选秀节目未来应

这样发展。

（一）平民选秀的专业性继续提升

综观以往的音乐选秀节目的节目形式，首先过

多的注重选手的外在条件、炒作热点和收视点等，

并没有将所有的选手从歌唱的角度进行比较，忽视

了声音在节目当中的重要性；再而，在选择参赛选

手上较为单一，只要求男性或者女性；最后，节目参

选条件涵盖大多数人群，只有符合年龄和性别的要

求就可以参加，对音乐的专业性并没有要求。但是

随着这类选秀节目的泛滥，加之观众的欣赏水平逐

渐提高，这种模式的弊端渐渐显露，海选奇葩不断，

节目模式冗长，造成观众的视觉疲劳。

针对上述原因，在挑选参赛选手时应该有一定

专业性的限制条件，使得平民选秀节目成真正选择

好声音的舞台。同时，在初选时对选手的音乐素养

进行初次筛选，取消海选或者不给观众展示海选，

给观众呈现的是导演组已经筛选好的有较高音乐

素养的选手。经过一轮筛选过后，选手们无论从歌

唱的实力，还是舞台的表现力都会较高与一般的参

赛选手，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就缩短了节目的制作时

间和播出时间，同时提高了选手参赛水准和节目的

档次。

（二）保证选手背景的真实性

尽管《中国好声音》强调真实性和选手的演唱

水准，可还是有不和谐的事件发生。如唱功优秀的

吉克隽逸被曝光微博晒奢侈品，这与在介绍背景环

节中描述生长在四川大凉山的那个质朴农家女不

像，而且网上曝光吉克隽逸黝黑健康的皮肤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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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进行“美黑”的。一个唱功优秀的歌手即使没

有这些所谓的包装，也会凭借自己的实力完成自己

的音乐梦想，但通过负面新闻的曝光，观众对她的

好感度下降，再加之有其他唱功优秀的学员，吉克

隽逸带给我们歌唱上的经验随着这些的负面新闻

也一同远去。

不容否认在选秀的过程中国人爱听每个选手

背后的故事，通过对选手的包装获得观众的关注和

节目的收视率。但是对选手背景进行过度的包装，

随着网媒负面新闻的爆料，会造成观众的反感，从

而影响歌手本身的发展和节目的收视。因此节目

制作方要通过提高节目品质和水准使观众忘掉听

故事的环节，忽略选手的背景，使其真正成为一个

选择好声音的舞台。

（三）网络营销不可或缺

通过观察《中国好声音》的传播模式，我们不难

发现，在平时刷微博，上视频网站的时候会有大量

的“好声音”相关信息。该节目与新浪微博建立合

作关系，将节目的最新消息第一时间发布在微博

上，保证该节目的相关信息可以在热门话题榜中高

频率的出现，大Ｖ姚晨，冯小刚，范冰冰等“意见领
袖”发布的关于《中国好声音》的信息中，转发和评

论量达到几十万条，不仅满足了观众观看节目的满

足感也获得挖掘与创造的空间。同时推出了《酷我

真声音》，《好声音成长教室》等子节目让观众更加

全面的了解好声音，提高好声音学员的曝光度。

音乐类选秀节目可以借鉴这一方式，利用新媒

体传播节目的内容，在录制节目的过程中，节目组

可以通过各大网络媒体在进行预告和同步报告，并

且邀请在网络上有一定影响力媒体人，娱乐明星同

步收看，在网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感受，充分利用

“意见领袖”的传播效应，迅速形成口碑传播和聚集

效果。

《中国好声音》的播出开创了音乐类选秀节的

新纪元，在成功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不足之处。

首先电视节目制作者什么时候能做出中国本土的

音乐类选秀节目而不是通过引进国外版权的成熟

模式而获得成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却没有我们土

生土长的音乐选秀类节目是遗憾的。其次选秀节

目屡报黑幕，观众容易产生厌恶感。《中国好声音》

等其他音乐类选秀节目都属于真人秀，我们不要求

真人秀能像纪录片那样的真实，但是要有目的有底

线的报道事实，不能欺骗观众。

《中国好声音》的热播让音乐类选秀节目达到

一个新高度，我们应该珍惜这一切，不要盲目追求

收视率也要防止过度炒作，从而更好的引领我国音

乐类选秀节目健康向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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