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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节目创优的重要性、问题及有效路径
李果夫

长春广播电视台，吉林长春    130061

摘   要 当前，我国经文化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关键阶段，电视台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压力与挑战。只有积极开展

节目创优工作，通过强化优化意识、加强团队建设、完善优化机制等策略，才能使电视台实现自我提升、自我完善、

自我发展的战略性发展，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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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事业进入蓬勃

发展的关键阶段，包括电视台在内的各传媒机构之间的竞争更

为激烈。优秀电视节目的生产状况，是衡量电视台核心竞争力

和发展潜能的重要标准。只有从电视节目创作实践出发，充分

强化电视节目创优意识，不断丰富电视节目的内涵，坚持创新

节目的艺术形式，切实提高节目的审美层次，打造出更多富有

区域特色的精品电视节目，才能为其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取得

长远发展。

1 电视节目创优是实现电视台创优的有效路径

“观众所看的并不是电视，而是电视节目。”电视节目是电

视台艺术生产的重要产品，综观各级电视机构，无论制定了怎

样的发展战略，都始终围绕着如何提高节目质量，打造精品电

视节目，吸引广大观众这一关键点。可以说，以节目创优带动

电视台艺术创作水平的全面提升，是电视台提升竞争实力、扩

大观众市场的战略性选择：首先，节目创优是提高电视台影响

力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文化媒体市场已经初步建立，电视

台面临着与境内外其他媒体机构竞争的巨大压力，要想在如此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就必须在做好节目创优

工作、提高节目质量上下功夫；其次，节目创优是打造本土节

目精品的重要前提。对于一些地方电视台来说，提高电视节目

整体制作质量虽然十分重要，但要想把每一个电视栏目都办的

精彩纷呈，却是十分不现实的。可选择贴近本土的题材，整合

本台优势资源，做深、做透、做好几个富有特色的节目，打造

本地精品节目，反而能够以优取胜；最后，节目创优是电视台

在竞争中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开展节目创优，能够有效提升

电视台综合实力、提高其知名度和美誉度、吸引广告投资，进

一步开发电视台市场潜能。节目创优对于电视台发展有着重要

的意义。

2 电视节目创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电视节目创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电视台管理层找准定

位、优选题材、精心策划、精细加工，最终方可修成“正果”。

也正因为如此，在电视节目过程中，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以下

问题：

1）节目定位模糊化

节目定位模糊化，是影响电视节目创优的一大障碍。“众

口难调”，目前，我国电视媒体发展已经进入收视群体分流时

代，想要烹制出一道能够满足全体观众收视需求的“大餐”，

是不可能的。如果节目定位模糊，节目选题缺乏针对性、节目

内容流于宽泛、节目形式有失精当，就很难创作出精品电视节

目，也将消耗掉观众的收视热情，损失应有的观众群，最终导

致电视节目收视率滑坡。

2）节目类型同质化

节目类型同质化，是电视节目创优亟待破解的一道难题。

多年来，一些电视台缺乏创新意识和创优能力，对于那些收视

率高、社会影响大的电视节目，盲目“克隆”和“模仿”甚至

已经成为他们开展节目制作的“必杀技”。这样，广大观众在

调换电视机频道时，所看到的就是那些内容雷同、形式跟风、

品种单一的电视节目，必将丧失收视热情。在这种恶性循环的

创作与竞争中，电视台艰难前行、步履蹒跚，难以实现创优目标。

3）节目格调媚俗化

节目格调媚俗化，是电视节目创作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普遍

乱象。随着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型，党的文化路线积极倡导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要求电视媒体服务广大民

众、服务百姓民生。但一些电视媒体在进行节目创作时，往往

从“通俗”流于“媚俗”，从贴近群众走向“谄媚”群众，难

以满足广大观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必将受到观众的

厌弃。

3 实现电视节目创优的具体策略

创优电视节目是电视台谋求发展的有效举措。在媒体竞争

时代，面对广大观众不断变化审美习惯，面对新媒体飞速发展

带来的巨大压力，电视台应明确自身定位，积极探求电视节目

创优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

1）意识强化——节目创优的观念保障

意识是行动的先导。节目创优，首先要做到强化创优意识。

一方面，电视台管理者要以将节目创优作为电视台发展的重要

战略，在工作计划中坚持贯彻这一方向，为节目创优营造良好

的环境；另一方面，要培养电视台全体员工的创优意识，将创

作精品、打造品牌这一意识真正“刻”在每一名员工的心上，

鼓励他们在日常工作实践中，始终以“优”的标准去衡量每一

个节目制作细节，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力争全面提升电视节

目质量。

2）团队建设——节目创优的人力保障

人才是节目创优的人力保障。节目创优，应打造一支素质

过硬的创作队伍。一方面，要建立良好的用人机制，广泛吸纳、

大胆聘用有能力、有责任心、有活力的优秀人才，为他们创建

能够发挥个人优势、不断发展的重要平台；另一方面，要为他

们提供学习和进步的机会，聘请有关专家，请权威人士对节目

进行会诊和点评，使全体创作人员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差距

和不足，进一步得以提高。

3）机制完善——节目创优的制度保障

机制是节目创优的制度保障。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科学、

客观的节目评价体系，从收视率、覆盖率、观众反馈等相关数

据对创优工作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以便为节目创优工

作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公正、活力

（下转第5页）

1月上改后v2.indd   7 2014/1/15   14:31:14



《科技传播》2014•1（上）5

科技传播

4）要根据新闻生产流程构建新型管理流程。要通过搭建

全媒体数字技术平台，对内容生产流程进行重造，实现总台所

有编辑、记者对新闻信息资源的实时共享和互动，其生产流程

应该按照新闻信息采集、制作、编辑、报审、播（刊）出等一

系列功能来划分，如设置新闻采集管理中心、制作管理中心、

审查管理中心、播控管理中心等，扁平化的管理更有利于资源

共享、多媒体协作、形成合力；

总之地市级电视台在网络条件下发展必须借助网络手段，

通过媒介融合充分认识自身条件，扬长避短，积极学习研究新

媒体的运作模式，大胆开展合作向外探索发展，同时国家应该

给予相应的制度设施方面的支持，使地市级广播电视台在新的

网络条件下仍旧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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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负面情感元素泛滥

由于信息来源多是满腹牢骚的倾诉者，因此，负面情绪的

报道十分集中。如涉及离婚、婚外情、家庭暴力、一夜情、赌

博、嫖娼等等。容易对受众的心理产生不良的影响。造成“爱

情无望”的刻板印象；对非常态的情爱观从排斥、憎恶、不齿

到接受和麻木不仁，造成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尺度下滑；窥私心

理决定了受众对隐私话题的关注，长期流连于负面情绪中，容

易有饮鸩止渴的快感。

4 《东南商报》情感专栏的趋向   

增加新闻性与实名倾诉。这样能够很大程度地弥补情感栏

目先天性的缺陷。它使得倾诉者对自己所讲内容负责，不再是

路人甲、乙均可替代的角色。虽然实名倾诉在操作上仍存在很

大难度，而且只局限于喜剧故事。但已经可以从现有的情感故

事中找到愈来愈多的趋向。

在“大情感”的语境下，多种题材的情感故事都应是记者

涉猎的内容。除了情感类别还可增加同事情、同学情、战友情

等，在题材上也应有立体化的呈现。比如当下突出的情感话题

的谈论，心理专家在接诊过程中遇到的情感案例介绍、名人专

家的情爱轶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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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内容，让读者感觉很浪费版面。从环保角度讲，这也是

浪费资源。

举例来说，有一些编辑使用很大尺寸的箭头或是感叹号等

符号来冲击读者眼球。但往往这些符号太过粗犷，不能传达更

多内涵。读者一般看过就会抛之脑后。

好的版面设计应该更注重图案与文字的配合，而不是单纯

追求花哨。有很多报纸也强调视觉感染力，但无论插图还是图

表都是对文字更直观的解读。不会让图形符号喧宾夺主。长期

刺激读者的视觉神经，后果只能是让读者越来越麻木。好的版

面不应当盲目讲究形式主义，而是在美观的同时让读者感受到

新闻背后的力量。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版面风格同质化日趋严重的

时代，如何形成自己稳定而独特的风格，是每个编辑应该考虑

的事情。一旦确定某种版式风格，应当基本保持不变。如果每

天都刻意求变，风格太多，最后的下场就是没有风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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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上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潮流和趋势，贴近生活，创造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内容，更应该在节目形式方面进行开拓和

创新，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节目制式、制度来丰

富我国电视节目的表现形式，同时注意做好节目移植的本土化

工作，充分做到取材本土，打造受国内观众喜爱的电视节目。

总之，我国电视节目要想具备传播价值，必须在以上五个

方面做足功夫，只有让电视节目具备了思想性、时代性、艺术

性、实用性、创新性这几个特征，才有可能创造出既具传播价

值又具有收视效果的好的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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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目创优激励机制，对于在创优中表现突出的员工给予应有

的肯定与鼓励，激发他们的创优热情，使整个创优工作有条不

紊地开展下去。

节目创优，是电视台实现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的战略性举措。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步，电视台面临着更加

激烈的压力与挑战，应通过强化优化意识、加强团队建设、完

善优化机制等策略，积极开展节目创优工作，走出一条“以优

带弱、全面开花”的强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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