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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国学文化在电视综艺节目中的复兴

◎商冉冉
摘要：近年来，以我国传统文化为宣传热点的一些节目，例如：《中国诗词大会》《汉字听写大会》等在社会上引起

了广泛的讨论，因其极具趣味性的节目形式得到许多观众的喜爱，迅速在我国社会上形成一股“国学热”的氛围。这些节

目以国学文化为节目内核，加以半娱乐半竞赛式的节目包装，为我国国学文化的发展注入一股新的活力。但是随着电视节

目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节目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节目的争议也日益显现。本文通过研究国学文化复兴的背景，围绕

国学文化在电视综艺节目的复兴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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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基本实现，

各国之间的交流越发紧密，西方的思想

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对我国国民的

思想造成了较大的影响。现如今，从推

崇“过洋节”到产生崇洋媚外的心理，

其中受影响的大多是青少年，我国国学

文化发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步履维艰。

而近些年各类电视综艺在视频网站的加

持下抓住了大部分青少年的目光，其有

意无意传递出的价值导向也被观众所推

崇。因此，复兴国学文化就要将二者结

合在一起，借电视综艺的东风，趁势推

进国学文化的复兴。

一、国学文化危机及引发的社会反思

曾有这样一篇报道短时间内在社会上

引发热议，街头采访时，“癞蛤蟆”三个

字竟然难倒了将近 70% 的成年人，评论下

方有人附和，如果自己被当街问到，可能

也会犹豫很久写不出来。这一新闻让“提

笔忘字”四个字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也间接成为了央视举办《中国汉字听写大

会》节目的推动力，该节目开播短短两期

就凭借超高人气顺利入驻央视 1 套的周五

黄金档。与之同期的《中国好声音》也难

掩其锋芒。

之所以会产生如此效果，主要是因

为观众在观看过节目之后，会有很强的

共鸣，明明是看着认识的字，但是提起

笔就是会忘了怎么写，哪怕是日常会用

到的，因为通讯设备的长时间使用，也

会忘了怎么写。看完节目后，大部分人

打趣到，学过的知识全还给老师了，甚

至一些中文系的大学生在跟着节目听写

的同时，也在自嘲是“文盲”。

二、国学文化类节目的发展策略

（一）实现节目视角的少儿化

基于当前“提笔忘字”的社会背景，

我国政府多次表示，要从小注重学生的国

学文化教育，强化学生的语言书写和使用

能力，并将这一决策整理归纳为中国梦的

一部分。由于青少年肩负着我国社会发展

的使命，是我国发展壮大的基石，因此，

我们要注重培养青少年国学文化的学习能

力，真正从娃娃抓起。因此，作为节目制

作人员，应该真正沉下心研究青少年的兴

趣爱好，学习他们的语态，从他们感兴趣

的视角出发，以吸引更多的青少年自发地

观看，培养他们热爱汉字，热爱传统文化

的学习心态。有相关专家指出，通讯工具

的产生让人们更加依赖输入法键盘进行交

流，目前双语教学中大部分学校家长也更

加注重英语教学，这使得汉字的地位频频

下降，因此如何提升中小学生的书写能力，

也逐步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教育问题。

（二）要做到寓教于乐

我国学文化包括了汉字、诗词歌赋、

琴棋书画等，是中华民族在上千年的传承

中留下的精髓。但随着近年来西方文化的

渗透，许多青少年被其新奇的外表所吸引，

西方文化在中华大陆迅速生根发芽，备受

推崇。事实上，大部分青少年对于国学文

化的厌烦主要由于国学教育在青少年的认

知中过于枯燥，无论是汉字，还是诗词，

都是读背写这样无聊的流程。因此，要想

从根本上扭转青少年对国学的固定认知，

提高其地位，就需要强化国学教学的趣味

性，做到寓教于乐。例如，在 2014 年，

一档少儿文化栏目《拼吧，小伙伴》上线，

该栏目从少儿的角度出发，以生动有趣的

节目形式激发了少儿的学习兴趣，其“拼

写”“拼学” “拼快乐”的口号也深入人心。

这档节目独特的形式在引发少儿关注的同

时，也吸引了不少成年人的注意。节目中

通过设置智力问答题目，帮助学生趣味理

解汉字的字音字形，在游戏中培养学生识

字、写字的能力。通过问答比赛的形式，

让学生体验到汉字比赛的快乐，体验成功

的喜悦，了解汉字的重要性，从而激起他

们学习国学的兴趣。这种比赛的形式也能

够丰富节目效果，让观众更有兴趣观看，

提高节目收视率的同时弘扬国学文化。

三、结语

当前国学文化在社会上处于发展困境

的阶段，电视综艺节目作为当前社会价值

输出的重要渠道应当为国学文化的复兴提

供良好的平台，让更多人在观看综艺节目

时体会到国学文化独有的中国魅力，从而

投身国学文化的学习中。国学文化类综艺

节目的出现正是符合时代发展进程的，而

这类节目的发展方向也是要立足于青少年

国学发展现状，以少儿角度来进行节目升

级，强化节目的趣味性。这样才能够使国

学文化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从而促进国

学文化的传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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