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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去哪儿》是一档明星亲子旅行

生存体验真人秀节目，其前身是韩国

MBC 打造的《爸爸！我们去哪儿？》。每期

要求 5 位明星爸爸跟子女体验 48 小时的

乡村生活，爸爸单独肩负起照顾孩子饮食

起居的责任，其间节目组会设置一系列任

务由父子共同来完成。这档节目自 2013

年 10 月在湖南卫视开播以来，迅速引起

了大家的观注，成为观众街谈巷议的焦

点。据央视索福瑞公布的数据，《爸爸去

哪儿》10 月 11 日当晚全国网收视率 1.1，

城市网收视率 1.46，力压同时段其他综艺

节目，排名第一。
亲子节目，对受众而言应该并不陌

生，早在《爸爸去哪儿》之前，多家媒体也

都曾做出过尝试，这包括福建电视台少儿

频道的《石头 剪刀 布》，浙江卫视的《人

生第一次》，以及湖南卫视自身打造的

《变形记》、《我是冠军》等，但是这些栏

目的发展一直都不温不火，并没有引起观

众过多的关注。以至于《我是冠军》的制

作人龙丹妮最后无奈的坦言，“这类节目

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不服的节目，节目耗

时耗力，然而付出收获却相当悬殊，以至

于到现在回忆起来，没有一个人想回头再

做这个节目”①。那么为什么在亲子类节

目发展看似举步维艰毫无出路的时代，

《爸爸去哪儿》却迎来了受众的追捧，成

就了湖南卫视新一轮的收视热潮？与其它

亲子类节目相比它吸引受众的因素又是

什么呢？为此，笔者将着重从受众心理和

传播者的角度入手，全面解读《爸爸去哪

儿》的成功之处。
一、受众：需求动机引发接触行为

传播学者麦奎尔在“使用与满足”理

论中指出：受众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

人，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是基于特定需求

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特定“需求”
得到满足的过程②。又由于受众是一个多

元化的分散群体，他们来自于不同的阶

层，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经历，同

时有着各自的兴趣爱好，所以他们收看节

目的需求也必然不同。《爸爸去哪儿》之

所以能受到如此追捧，正是因为它契合了

社会观众的多元兴趣。
1、心绪转换———满足受众娱乐需求

不少心理学家对人们的需求心理提出

过自己的看法，美国心理学家马斯诺就认

为受众的需求从低到高共分为七个层次,

依次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与关

注的需要，尊重的需要，求知的需要，求美

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③。从这里我们能

清楚的看出，人们在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

满足后，有追求精神愉悦的心理需求。此

外，当今社会的压力常常使人感到疲惫，需

要借助一些娱乐化的节目来调节情绪。
《爸爸去哪儿》作为一档亲子真人秀

节目，其中必然充斥着大量的娱乐元素，

这仅从参加节目的嘉宾就可窥探一二。首
先是在家庭的选择上，5 位爸爸（林志颖、
田亮、王岳伦、张亮、郭涛）都是明星人物，

作为明星本身就是受众关注的兴趣所在，

在他们身上常常会引发各种娱乐话题，成

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并且这 5 位爸爸

还各自涉及不同的领域，分别为歌星、奥
运冠军、导演、模特、影星，他们聚在一起

会发生什么新鲜事，是受众很期待看到

的。其次是 5 个孩子的年龄跨度在 4—6

岁，都还处在不太懂事的阶段，他们在现

场毫不做作的表演，真可谓是萌态百出，

令人捧腹大笑。王诗龄取到食材离开时，

不忘拉着老人家的手交代“爷爷，你要好

好的”，田雨橙前一秒还哭得伤心欲绝，后

一秒就化身“女汉子”跨着两个菜篮飞奔

起来，这些场景都成为观众津津乐道的亮

点，达到了愉悦大众的目的，同时也让受

众对这些孩子产生无限的怜爱之情。
2、角色定位———提供行动的参考框架

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分

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家庭更是由几个各

自承担不同觉角色的个体构成④。但是这些

《爸爸去哪儿》热播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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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爸爸去哪儿》开播以来，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好评如潮。笔者认为节目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满足了受众寻求娱乐、
自我角色定位，窥视猎奇的心理需求，同时节目的传播者把握住了这一受众需求，并恰当地处理了“拿来”与“改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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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的

推移逐渐发生改变，一个人几年前还可能

是儿子（女儿），现在就已经是爸爸、丈夫

（母亲、妻子），家庭角色的变化对一个家

庭而言关系重大，一个家庭可能因为各自

无法正确定位自身角色而产生矛盾，甚至

造成家庭破裂。当人们想要印证自己扮演

的角色是否合理，或想要寻求改善的方法

时，公认正确的行为对象便成为他们进行

参考的标准。《爸爸去哪儿》展示了 5 位爸

爸单独与子女相处的过程，由于缺乏母亲

在场，他们必须学着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

与孩子沟通获得孩子的认同。整个节目充

满着温情，给你“笑点”的同时，也丝毫不

乏“泪点”。如郭涛在其他人都离开后，依

然坚持捞鱼以避免郭子睿产生自卑心理；

滑沙活动中，田亮为保护女儿安全，在田雨

橙单独滑下时偷偷在背后拽住滑板。电视

机前的观众，尤其是年轻的父母，看到这些

感人至深的行为时，就会自觉不自觉的拿

来与自己的表现做对比，并将他认为正确

的值得学习的部分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

则，在日后与子女、妻子（丈夫）相处的过

程中修正自己的行为，以期扮演好自己的

角色，建立和谐幸福的家庭。
3、明星效应———满足受众的窥探心理

明星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

们总是大家乐于关注与讨论的群体。各种

娱乐媒体习惯于在他们身上制造话题，甚

至将他们的隐私公诸于众。媒体的报道五

花八门，为吸人眼球制造各种噱头，极尽

娱乐之能事，这就更让受众产生想要一探

明星们褪掉光环、回归家庭后真实面目的

心理。再加之各个明星都拥有自己成千上

万的粉丝，这些粉丝是明星们狂热的追随

者，他们除了关注聚光灯下的明星形象，

更想关注私下明星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他

们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爸爸去哪儿》
这档明星父子参加的节目，一方面，在镜

头前为观众展现了作为明星的爸爸们面

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平凡生活时的窘态。
比如王岳伦多次给女儿扎头发失败，不得

不向摄像师求助，林志颖一面生火做饭一

面兑奶粉，忙得焦头烂额，这些高高在上

的明星被生活琐事所难，这着实令观众好

好“参观”了一把。另一方面，虽然镜头一

直跟随着爸爸和孩子，但他们背后的那个

女人却从未离开我们的视线，从《天天向

上》现场连线李湘，到《快乐大本营》曝

光林志颖的恋爱史，这大大满足了受众窥

探明星夫妻感情、家庭关系的心理。
二、传播者：秉持观众本位理念

1、本土化创新

随着传播科技的高速发展，全球化传

播从各方面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并呈现出

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我们只需要轻点鼠

标或滑动手机屏幕，就可以轻而易举的看

到世界各地的优秀电视节目。既然如此，

我们在引进外来节目类型时，就需要在保

留原来基本模式和规则的基础上，进行一

些本土化的创新，否则只会让受众产生审

美疲劳，节目的发展也将水土不服。
《爸爸去哪儿》虽然是从韩国引进

的，但与原版还是有很多的不同，韩国的

家庭一般都有两三个孩子，节目中也都是

爸爸带着两三个孩子，在拍摄剪辑时比较

强调孩子的表现与互动，而湖南卫视《爸

爸去哪儿》更强调爸爸与孩子之间的交

流。此外，《爸爸去哪儿》节目组安排的活

动路线极具中国特色，第一期就选在了蕴

含着浓厚文化气息的北京乡村，尔后是神

奇而充满考验的大漠，接下来是体现少数

民族特风情的云南，这些地方在中华版图

上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也只有在中华

大地上才能完成地域特色、风土人情跨越

如此之大的拍摄任务。应该说，节目组在

画面剪辑与地点选择上是充分考虑了国

内受众的需求，体现了从观众角度出发制

作节目的特点。
2、接地气的活动安排

电视节目要为受众接受，获得他们的

支持与喜爱，就需要传播者在传播内容上

下足功夫。传播与普通受众生活贴近的内

容，尽力排除他们的理解障碍，这样才能

拉近节目与受众的心理距离，获得受众的

认可。尤其是在互动型的节目中，节目的

环节设置必须是受众所熟悉的，这样既可

以大大满足受众的参与心理，同时还使受

众获得了在节目现场的心理体验。这一点

上，笔者认为《爸爸去哪儿》做得十分成

功。以往节目中的明星嘉宾，总是被各种

光环所笼罩，往往容易给受众一种高不可

及，不食烟火的感觉。而《爸爸去哪儿》节

目组恰恰反其道为之，通过一系列的活动

环节来揭示明星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让受

众了解到他们作为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如
要求每对父子用 50 块钱购买两人的食

物，这样的安排必然会引出逛菜市场、砍
价、做饭等为我们所熟知的事情，看到星

爸们或轻车熟路或束手无策，大大愉悦了

我们的心情。可以说，这样的任务是完全

接地气的，我们在观看过程中可以直接体

验整个过程。
总的来说，《爸爸去哪儿》之所以能

获得极高的收视率，引发一轮新的收视热

潮，正是因为它满足了受众的各种心理需

求，贴近了受众的日常生活。这种新的节

目模式也定会为我国同质化严重的电视

真人秀节目注入一股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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