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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视域下中美体育真人秀节目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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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比较分析法，从传播学的视角，对比分析中美体育真人秀节目在拍摄题

材、创新意识、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异同。指出，相对于美国体育真人秀节目，我国的体育真人秀节目

存在拍摄题材狭窄，节目类型单一，缺乏创新意识，本土品牌效应较弱以及泛娱乐化现象严重、体育

精神弱化等问题。认为，节目制作方需要不断丰富体育真人秀节目的拍摄题材与类型，增强观众互动

性，同时强化节目创新意识，打造本土品牌。政府应当加强引导作用，提升体育真人秀节目的文化内

涵，从而弘扬积极向上的社会正能量，推动我国体育真人秀节目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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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内外体育综艺节目风靡荧幕，

大量体育明星参与其中，这在提高体育明星自身

知名度的同时也普及了相关体育运动，为体育娱

乐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中体育真人秀更

引人注目，体育真人秀即以体育活动为主要内

容，借助电视、网络等传播介质，将运动、竞技

和娱乐等多种要素结合在一起的真人运动类影视

节目［１］。这种节目具有较高的环境虚拟性和过程

真实性，能够将娱乐要素和体育精神带给观众，

有效满足大众文化需求。我国体育真人秀节目最

早可以追溯到１９９８年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播出

的 “城市之间”［２］。而美国的体育真人秀始于

２０００年的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该体育真人秀节目取得

了超高的收视率，并带动西方体育真人秀节目迅

速兴起［３］。相比而言，我国的体育真人秀节目虽

然起步较早，但是在节目内容和制作、拍摄主题

和风格等方面较为落后，与欧美等体育真人秀节

目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出

发，对中美两国的体育真人秀节目进行比较，进

一步分析我国体育真人秀节目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针对性建议，旨在深入挖掘体育真人秀节目的

体育价值，从而推动其良性发展。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以中美体育真人秀节目为研究对象。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以 “体育真人秀”为关键词

检索了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５年的相关论文２３６篇，其

中核心期刊论文７８篇。又通过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外 文 数 据 库 以 “Ｓｐｏｒｔｓ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Ｓｈｏｗ” 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ＲｅａｌｉｔｙＳｈｏｗ”为关键词，

检索了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５年的相关论文３１５篇。同

时对各大网络媒体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

为本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客观参考。

１．２．２　比较分析法

在传播学视域下，对比分析中美两国体育真

人秀节目的拍摄题材、创新意识、精神文化等方

面的异同，总结我国体育类真人秀节目存在的问

题，并通过借鉴美国体育真人秀节目的优点，提

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此弥补国内体育真人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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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不足。

２　研究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中美体育真人秀节目的现状比较

２．１．１　拍摄题材比较

美国体育真人秀节目的拍摄题材丰富，节目

类型较多。经过对相关外文文献和网络资料的搜

集与整理，对美国体育真人秀节目的拍摄题材进

行分类，如表１所示。

表１　美国体育真人秀节目的拍摄题材

拍摄题材 节目简介 代表节目 归属范畴

体育对抗类 让参与者通过比赛的形式进行真实的体育运动对抗，对抗程度较为激烈 ＳｔａｒｓＥａｒｎＳｔｒｉｐｅｓ 竞技体育

体育闯关类 让参与者在规定时间内通过设定的关卡，并对通关者给予一定的奖励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ＮｉｎｊａＷａｒｒｉｏｒ 大众体育

体育表演类
主要以团队的形式进行体育表演，然后根据评委打分，进行晋级或淘汰，

并设置一定的奖励金额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ＢｅｓｔＤａｎｃｅＣｒｅｗ 娱乐体育

体育纪实类
记录体育明星的日常生活，并展示体育明星比赛时的情况，充分利用明

星效应吸引观众
Ｋｈｌｏｅ＆Ｌａｍｅｒ 娱乐体育

体育冒险类
在专业冒险家的带领下，参与者进行户外环境的冒险与生存，节目场景

刺激震撼，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ＧｅｔＯｕｔＡｌｉｖｅｗｉｔｈＢｅａｒＧｒｙｌｌｓ 休闲体育

体育电竞类
参赛者运用各种手段，进行电子产品或电子游戏的竞技比赛，并摧毁对

方的电子产品，赢得比赛胜利
Ｒｏｂｏｔ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竞技体育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体育真人秀节目的拍

摄题材分类尚不统一。王军伟认为，我国的体育

真人秀节目分为体育对抗类、普通大众类、明星

效应类和体育精英类［４］。夏芳则认为，我国体育

真人秀节目分为竞技游戏类、体育选秀类、明星

竞技类和励志类［５］。同过对大量相关文献的搜集

与整理，本文对我国体育真人秀节目的拍摄题材

作出如下分类 （表２）。

表２　中国体育真人秀节目的拍摄题材

拍摄题材 节目简介 代表节目 归属范畴

体育对抗类
一般以专业运动员为教练，对各界明星进行培训并让其进行真实

的体育运动对抗

星球大战、冰雪奇迹、星跳水立方、

来吧冠军
竞技体育

体育闯关类
让参与者在规定时间内通过设定的关卡，并对通关者给予一定的

奖励

智勇大冲关、冲关我最棒、快乐向

前冲、男生女生上高原
大众体育

体育游戏类 选取各界明星参与体育游戏，发挥明星效应，增强节目的观赏性 奔跑吧兄弟、老鹰捉小鸡 娱乐体育

体育励志类
让参与者接受专业运动员的指导和训练，并与专业运动员进行比

赛，以此发扬体育精神，磨炼意志品质
绿茵继承者、中国足球梦 体育教育

　　 表１和表２的数据显示，美国体育真人秀节

目拍摄题材较为多元，包括六大类，主要归属竞

技体育和大众体育两类。其参与群体主要是普通

大众，节目的竞技性和对抗性较强，而且通常设

置奖金吸引大众参与。目前我国的体育真人秀节

目主要包括四类题材，其参与群体主要是体育界

和影视界的明星大腕，归属于娱乐体育和大众体

育，节目的娱乐性和休闲性的特征则较为明显。

不难看出，美国的体育真人秀节目更多地是

宣传体育的拼搏竞争精神，对娱乐性和综艺性的

要素彰显不够。我国则大多注重明星效应，以追

求娱乐性和综艺性为主，对体育精神的宣传弘扬

较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泛娱乐化”现象。从

传播媒介的角度来看，美国的体育真人秀节目表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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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的是呈现型媒介，即参与者利用自身的行为

活动来表达社会意义的形式，这种节目不进行任

何的后期制作，保持着原生态的综艺效果。我国

的体育真人秀节目采用的则是再现型媒介，即利

用各种技术手段表达社会意义的形式，通过后期

的剪辑与制作，将娱乐性和综艺性元素表现出

来，为观众营造一个人为化的外部拟态环境，一

定程度上遮蔽了参与者的真实情感与态度，其目

的也是单纯地满足观众的普通观看需求，这种传

播媒介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的收视效果，但

对于塑造品牌，延长节目寿命来说还存在较大

弊端。

２．１．２　创新意识比较

创新意识是体育真人秀节目的核心竞争力，

新颖且富于特色对于体育真人秀节目提高收视率

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的体育真人秀节目近年

来在对抗性和竞技性类型的基础上，衍生出了众

多新型的节目形式，如以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ｂｅｓｔｄａｎｃｅ

ｃｒｅｗ”为代表的体育表演类，以 “Ｋｈｌｏｅ＆Ｌａ

ｍｅｒ”为代表的体育纪实类，以及 “Ｒｏｂｏｔｆｉｇｈｔ

ｉｎｇＡｌｌｉａｎｃｅ”为代表的体育电竞类等形式。同

时，美国体育真人秀节目涵盖了几乎所有体育运

动项目，并创造性地设计了体育运动与其他活动

相结合的方式，如世界大力士冠军赛，就是一档

集合了体育运动、旅游信息和全球参与等多元

素，对抗性和竞技性极强的体育真人秀节目。这

些丰富的拍摄题材和新颖的创意为美国体育真人

秀节目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宣传体

育精神和文化内涵的同时也获得了超高的收视

率。我国的体育真人秀节目虽然起步较早，但

是由于重视程度不够，一直未得到有效的开发

与运作，直到２０１６年里约奥运会前夕，各大电

视台才借助奥运契机，邀请了大批体育明星来

参加体育真人秀的表演和节目，但是从节目性

质来看，我国体育真人秀节目以体育对抗类和

体育闯关类为主，参与者大多是体育界和影视

界的明星，节目内容也相互模仿，情节设置单

一，创意不足，因此导致目前我国体育真人秀

收视率不高，难以成为高质量的现象级综艺

节目［６］。

相比较而言，美国体育真人秀节目的创新意

识较强，在传统对抗类和竞技类体育元素的基础

上，与旅游、探险、科技等多方面素材进行了深

度融合，且节目参与者趋于多元化，除了各界明

星和普通大众外，甚至政府官员都参与其中。这

些都极大地提高了节目的吸引力。我国的体育真

人秀节目则更倾向于明星阵容，利用明星效应来

提高收视率，较为忽略节目的创意和内容设计，

多数停留在体育与娱乐的单纯相加层面，未能挖

掘出体育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体育真人秀节

目作为体育运动和精神的传播者，忽略了 “体

育”本质、“真实”特色，以及 “人” （参与者）

的核心作用，单纯依靠 “秀”的手段进行传播，

造成单一肤浅，难以满足大众需求［７］。从传播学

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角度来讲就是，我国体育真人

秀仅仅满足了人际关系效用，而未能满足观众的

自我确认效用和竞争心理需求效用，难以对观众

产生持久的吸引力，观众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也无

法从中获得共鸣。

２．１．３　精神文化比较

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观众的价值观与

审美文化差异较大，所以其体育真人秀节目的主

流价值观倾向于客观呈现，即不人为干扰节目的

录制与编排，能够让参与者真正的自由发挥，通

过体育运动的竞技性和对抗性，表达出不放弃、

不屈服、勇敢拼搏、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例如

体 育 冒 险 类 的 “Ｇｅｔ Ｏｕｔ Ａｌ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Ｂｅａｒ

Ｇｒｙｌｌｓ”，参与者在主持人ＢｅａｒＧｒｙｌｌｓ的带领下，

在新西兰的丛林、瀑布、海滩及冰川进行野外大

冒险，其中节目组只负责录制而不干预节目内

容，参与者在录制过程中受伤、比拼、对抗等真

实情况被一五一十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这种节目

所带来的 “适者生存”的冲击力能够有效培养观

众勇于竞争、顽强拼搏、积极向上的心态，对观

众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２０１４年，浙江卫视引进韩国ＳＢＳ电视台的综艺

节目ＲｕｎｎｉｎｇＭａｎ
［８］而推出了一档大型户外竞技

真人秀节目——— “奔跑吧兄弟”，内容是通过邀

请各界明星，以 “撕名牌”游戏为主要活动方

式，包含了歌曲、舞蹈、比赛和游戏等多种综艺

元素，带动了购物、旅游等关联产业的发展。一

经播出后立即取得极高的收视率，引发了全民观

看体育真人秀节目的热潮。然而，“奔跑吧兄弟”

由于过度追求娱乐效果，对节目内容的包装和制

作太过商业化，无法在游戏过程中体现明星的真

实状态。同时节目所带来的积极向上、挑战自

我、团队协作等正能量的体育精神，也逐步掺入

了为完成任务而欺骗、耍诈等现象，体现出了人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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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阴暗面，对于体育运动的关注度也随之降

低，由于该节目弱化了体育精神和文化内涵，导

致了收视率一再降低。

可以看出，美国体育真人秀节目所倡导的体

育精神是一种不放弃、不屈服、勇于拼搏、团队

协作、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节目制作方更多地关

注节目带来的体育精神和文化内涵，而不是商业

利益。相比之下，国内的体育真人秀节目前期所

倡导的团结互助、拼搏努力的体育精神，在商业

利益的驱动下逐步弱化。同时加入了娱乐性的游

戏内容，对于体育运动的热衷度也逐步降低，使

得体育精神在节目中难以更好地体现。传播学的

培养理论认为，在媒介社会中，人们对于客观事

实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介所带来的拟态

环境［９］。体育真人秀带来体育精神和内涵，能够

很好地弥补象征性现实与客观社会之间的差异，

对于同龄的观众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可以让其

获得对体育精神的良好认知，进一步带动其体育

运动行为以增强体质、磨练意志。因此，提升节

目的体育精神和内涵，强化明星的示范作用，对

于提高体育真人秀节目的收视率和增强其生命力

具有重要意义。

２．２　中国体育真人秀节目存在的问题

２．２．１　拍摄题材狭窄，互动性不强

我国的体育真人秀节目无法成为现象级的综

艺作品，主要原因就是拍摄题材狭窄，节目类型

单一。大部分体育真人秀节目都是邀请明星参

与，拍摄主题仅仅针对篮球、足球、跳水和体育

游戏等项目，节目内容偏重于体育对抗类和体育

闯关类。导致多款体育真人秀节目缺少核心竞争

力，给人以重复、肤浅的印象，对观众不具吸引

力。另外，目前的体育真人秀节目缺少与线下观

众的互动，线下观众的参与性较差，这对于延长

节目生命是不利的。因为体育真人秀是一种需要

满足受众消费和需求的动态性节目，它为观众的

消费欲望培养提供了重要支撑，节目的互动性对

于引导观众的观看需求具有重要的吸引作用［１０］。

国内的体育真人秀节目需要重视对拍摄题材的挖

掘开发，努力实现节目类型的多元化，增强互

动，才能保证观众获得良好的观看和体验效果，

从而提高其收视率和知名度。

２．２．２　创新意识不足，本土品牌效应较弱

体育真人秀节目的重点在于构建良好的拟态

环境，借助多元化的叙事模式，表达节目的内在

形象，提升对观众的吸引力［１１］。目前国内的体

育真人秀节目创新意识严重不足，与本土特色体

育运动也未有效融合，品牌效应弱化现象严重。

通过对大量体育真人秀节目的观看与分析，发现

国内的节目主要有两种发展路径，一是将各界明

星参与作为节目的收视根基，将拍摄重点放在明

星的表现上，而忽略了对节目内容的制作与研

发；二是让大众参与的闯关类节目，关卡设置雷

同，节目内容重复。由此可见，国内体育真人秀

节目依然处于模仿和跟风阶段。

２．２．３　泛娱乐化现象严重，体育精神弱化

由于过分依赖明星效应，体育真人秀节目的

竞争力逐步降低，而制作方为了进一步提高收视

率，非但没有对节目内容进行改革，反而不断升

级明星阵容和增加娱乐元素。这种趋势严重弱化

了体育精神，使得体育真人秀节目的泛娱乐化现

象严重。 “泛娱乐化”是指影视节目经过各界媒

体的制作，故意添加了人为制造的笑料等格调不

高的娱乐化元素，以取悦观众，提高节目收视率

的一种现象［１２］。体育真人秀节目的泛娱乐化导

致其内容开始关注明星绯闻、赛事花边新闻等娱

乐范畴，追求各种娱乐效果，造成 “娱乐大于运

动”的局面。这种做法虽然满足了部分受众潜在

的猎奇心理，但是却导致了节目的 “去价值化”，

与体育真人秀节目传播体育价值、倡导体育理念

的宗旨背道而驰。同时，体育真人秀节目的观众

大多数为青少年群体，尚未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节目的文化品位、格调情趣等对青少年

的行为和思想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强化节目

的体育精神，打造充满健康活力、积极向上的体

育真人秀节目至关重要。

２．３　中国体育真人秀节目的发展对策

２．３．１　丰富拍摄题材与类型，增强观众互动性

丰富的拍摄题材和多样化的节目类型可以为

体育真人秀节目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针对目前

体育真人秀节目题材狭窄且类型单一的现象，节

目制作方应该充分挖掘体育运动素材，在拓展普

通运动项目的基础上，开展体育益智、体育电

竞、体育冒险、体育表演等多种类型的拍摄题

材。同时，结合我国特有的体育文化元素，不断

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真人秀节目品牌；还可

以通过定位特定参与者人群 （年龄、性别、职业

等）的方式，不断细分体育真人秀节目市场，避

免内容同质化现象。提高节目的受众体验是体育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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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秀的重中之重，制作方可以在节目中更多地

设置观众投票、评论、邀请观众参与活动等环

节，这不仅能够增强与观众的互动性，也可以更

好地展示体育运动的魅力，从而增强节目的吸

引力。

２．３．２　强化节目创新意识，打造本土品牌

为了改变当前我国真人秀节目被动模仿的局

面，就必须在节目创意上下功夫。首先，节目制

作方应密切结合我国的本土文化元素，如民族风

俗、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文化传统等，不断凸

显本土特色［１３］。特别是我国历史悠久且数量众

多的民族民间体育项目，都是我国体育真人秀节

目可资利用的丰富素材，如每一期以一种传统体

育运动为主题进行设计，有利于将我国的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成系列推广，扩大影响力；还可以在

国外成熟节目内容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嫁接中国

体育元素，对其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与创新，以更

适合我国的国情和观众的口味。这样才能构建起

具有民族特色的品牌节目，逐步摆脱模仿的发展

道路，实现自主创新。其次，就是摒弃单纯的明

星效应。没有丰富的、有深度的节目内容去吸引

受众，再多的明星也无法阻止体育真人秀走上歧

路的脚步。因此，制作方要意识到节目的生命力

来源于综合因素的持续发力，只有通过不断创新

节目内容和类型，完善群众的参与机制，提高节

目的制作水平，才能真正、持续地保证体育真人

秀节目的收视率和生命力。

２．３．３　 加强政府引导，提升文化内涵

近年来，体育真人秀节目的井喷式增长导致

了节目质量的良莠不齐，泛娱乐化现象对大众体

育精神文化的引导也产生了偏差。在这种情况

下，需要加强政府的引导作用，对节目的内容、

类型、模式进行严格的审查与管理，并通过出台

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引导体育真人秀节目的发展。

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２日出

台了 《关于加强真人秀节目管理的通知》，对真

人秀节目的策划模式、社会意义和价值引领等方

面都提出了指导意见，对节目制作起到了有力的

引导和约束作用。在此背景下，政府可以继续细

化真人秀节目的规定，以进一步抑制包括体育真

人秀节目在内的同类节目的泛娱乐化现象，尤其

应该杜绝因过度商业化导致的价值观错误和低俗

现象，传递给大众更多阳光向上、拼搏进取的体

育精神文化和社会正能量。

３　结语

与美国的体育真人秀节目相比，我国的体育

真人秀节目在拍摄题材、节目类型、体育精神宣

扬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的问题与不足。体育真人秀

节目承担着普及体育运动、宣传体育精神与文化

的重大责任，节目制作方应该以高尚的精神追求

和高雅的文化趣味为引领，不断丰富节目的拍摄

题材，提升创新意识，增强观众互动，打造自身

品牌。政府要切实履行好对体育真人秀节目的监

管职能，保证节目正能量的充分发挥，为我国社

会主义文化事业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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