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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品、文化产品既是对社

会现实的反映，也会对社会发展产

生一定的影响。文化类综艺节目的

热播，也对当下的社会文化建设产

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几年前，为了让更多人接触书、

多读书，关正文发起了文化类综艺

节目《一本好书》。节目被他形容为

大众阅读的“试衣间”，以视觉的方

式激发观众思考和阅读的兴趣。《一

本好书》收官时，在腾讯视频的播放

量将近 4.75 亿，在微博主话题阅读

达 1.8 亿人次。在节目演绎的 11 本

书中，不少在网店和线下书店的销

售排名都有明显提升。

与此同时，《国家宝藏》的播出

也助推了国内的文博热。故宫博物

院原院长单霁翔说：“一年前，故宫

决定与《国家宝藏》合作时，应邀的

博物馆很多都打来电话询问，说故

宫参加他们才参加。而在第二季筹

备阶段，反倒有不少没被邀请的博

物馆打来电话，追问什么时候能

上。”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

物司司长罗静说：“《国家宝藏》连

接了电视综艺、博物馆和公众，它为

博物馆开创了藏品阐释与展示的新

方法，吸引了新观众，更增强了博物

馆之间的联系和交流。”

虽然文化类综艺节目已经聚集

了大批忠实粉丝，但随着社会关注

度的增加，不少跟风模仿、同质化严

重的节目也相继出现。对此郎昆认

为，综艺节目要寻求良性发展，最关

键的就是要强化自主创新，打造中

国特色的原创节目。

除了内容形式上的创新，传播

渠道和方式的创新也很重要。郎昆

谈道，《国家宝藏》是一个在电视端

制作播出的节目，但却在互联网、新

媒体端引爆了点击量，观众、网友通

过弹幕、视频短片等进行二次创作

和传播，给节目带来了更高的关注

度和话题效应。

关正文认为，文化类综艺节目

正处于文化产业的风口，但风口就

意味着有起有落，“创新和创作是文

化产品的翅膀，只有始终抱着敬畏、

谨慎的态度，才能真正获得观众的

喜爱，实现长足的发展。”

（据《人民日报》）

近日，中国慕课大会

召开，让中国慕课再次受

到广泛关注。所谓慕课，

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是“互联网+教育”的产

物。2018 年，教育部正式

推出首批 490 门“国家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在高

校和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和广泛好评。慕课作为线

上的学习平台，一头连着

教育资源，一头连着无数

学子。

中国慕课建设经过 6

年的快速发展，形成了

“大带小、强带弱、同心同

向、共同发展”的良好局

面。从数量上来说，上线

慕 课 数 量 由 2017 年 的

3200 门增加到 12500 门，

增加近 3 倍；学习人数由

5500 万人次到 2 亿多人

次，增加近3倍；从结构上

来说，从面广量大的公共

课、通识课逐步拓展到专

业基础课、专业课和实验

课，建立起覆盖所有专业

门类的慕课体系。如今，

我国慕课的数量和应用

规模居于世界第一。一道

道教育“鸿沟”正在互联

网上消弭，中国慕课为学习型国家建设

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些地方涌现出这样的经验：贫困

地区的学生通过直播与城市的重点中

学保持同步学习，升学率得到了显著提

升。“跨越时空”的慕课，带来无数块改

变命运的屏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大

力促进教育公平”“构建利用信息化手

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

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

通过技术赋能，慕课为促进优质教育资

源共享提供了新的方法路径。

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抓手，作为加

快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高等教

育强国的一个平台，想要促进中国高

等教育的弯道超车，慕课发展还需要

有更大提升。面向未来，中国慕课的五

大愿景令人期待：建设公平之路,用优

质慕课资源补齐区域和校际人才培养

质量差异短板；建设共享之路,让慕课

资源的流动畅通无阻；建设服务之路,

使学习者获得更有价值的深度学习；

建设创新之路,进一步融合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等技术，创新慕课学习内容、

模式和方法；建设合作之路,加强教师

之间、高校之间、慕课平台之间、中国

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

在中国慕课大会上，一次穿越时

空的“相遇”令人印象深刻。来自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的科研人员通过虚拟

现实和 5G 技术，向现场观众演示大

飞机装配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同时，通过全息影像技术与孔子进行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这场超时空

对话，正展现出慕课最具魅力的地

方：它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

够让知识抵达每一个渴望的心灵。

（据《人民日报》）

本报讯（李林晅）近日，四川省成

都市龙泉驿区在驿马河公园举行了

2019年“世界读书日”活动暨天府绿

道龙泉驿文化会客厅启动仪式。本次

活动面向社会全程开放，采取沉浸嵌

入式演绎，给人以融合互动的独特体

验。龙泉驿区文艺爱好者、“好人”代

表、道德模范等受邀参与活动。

活动分别在驿马河公园的湖中

小船、金鱼儿童广场、湖间玻璃廊

桥、图书馆生态楼顶、步道休息驿站

五个重要点位进行演出展示。现场

还发布了《尚学龙泉·社区居民读

本》，倡导大家学习文明礼仪、提高

文明素养。此外，新华文轩在现场开

展了“文化会客厅”名家龙泉人文

行、全民沙龙、“书香龙泉驿”惠民书

展等分会场活动，并捐赠书籍五百

册，充实文化会客厅阅读空间。

据了解，近年来，成都龙泉驿区

以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先行区”为奋

斗目标，打造天府绿道文化会客厅

这一文化品牌和城市标识，用“公共

空间静态艺术+文艺活动”的方式，

打造动静交融的艺术空间新场景，

让天府绿道有温度、有活力、更有感

染力。下一步，该区还将结合“桃花

节”“大运会”等主题活动及传统节

庆，策划一系列群众参与性强、市民

喜闻乐见的主题活动，让文化会客

厅发挥出会客留客的功能，形成人

文性的公共艺术空间。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近日，四

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华兴街道办联合

南桥社区居委会在南桥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举办了一场“书香润心灵·阅

读暖人生”亲子读书分享会，旨在有

效推进辖区居民的阅读氛围，促进

“书香华兴”建设，形成书香家庭的

亲子阅读氛围。

据了解，此次活动邀请了四川

省作家协会会员、成都市武侯区作

家协会诗歌专委会副主任李兵作为

讲座嘉宾。活动现场，李兵以现场

阅读、交流分享的互动模式，从阅

读的重要性、阅读的选择性、阅读

的方法性、阅读习惯养成四个方面

展开，其间穿插着励志残疾作家、

诗人、记者杨嘉利阅读改变人生的

故事，李兵自己亲历的阅读成长实

例，以及诗歌作品朗诵、鉴赏和散

文作品分析等。整个活动赢得学生

和家长的阵阵掌声。

活动最后，李兵将自己出版的

散文集《歌唱的蟋蟀》，自费购买的

杨嘉利诗集《彼岸花》、散文集《重

生门》赠送给现场学生，华兴街道

办的工作人员也向现场学生免费派

送出《小桔灯》《草房子》《稻草人》

等10余种经典图书共100册。

兰 韵 黄必胜（广西）摄

成都龙泉驿区
首创天府绿道文化会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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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 播 出 的 文 化 类 综 艺 节 目

《国家宝藏》可谓亮点突出。

每集以一个博物馆为主题，

展示 3 件文物，每件文物绑定

一位与之气质相符的嘉宾，

或娓娓道来文物的历史，或

扮演成古人演绎国宝故事，

串起了国宝的前世今生。许

多观众表示，在《国家宝藏》

中看到了文化自信。

据近期发布的《中国文化综艺白

皮书》显示，在关于“文化综艺节目的

什么要素最吸引你”的调查里，“精神

内涵/价值导向”成为受访者的首选，

选择“节目创新性”的比例也接近六

成。白皮书还显示，相比娱乐综艺，观

众对本土原创的文化类综艺节目满

意度更高。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文化

类综艺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2016 年开播的《中国诗词大

会》，推动了国内文化类综艺节目的

热潮。借着“小成本、正能量、大情

怀”“台网同标”等利好政策，文化类

综艺节目在2017年出现了井喷，社

会影响力不断增强。

据统计，2017年约有50档文化

类综艺节目播出，2018年突破了70

档。《一本好书》《见字如面》《朗读

者》《上新了·故宫》等相继涌现，实

现了从重数量到重质量、从“高冷”

向“亲民”的发展。

当不少人将文博、古诗词等作

为文化类综艺的标签时，《上新了·

故宫》总导演毛嘉却表示，综艺节目

关涉生活方式、美学规律和文化底

蕴，因此，文化类综艺也应该涵盖更

广泛的内容和更多样的形式。

当下，“文化+旅游”催生了《魅

力中国城》等聚焦城市发展、挖掘城

市内涵的节目，甘肃庆阳的“剪纸”

和“千岁香包”、云南德宏的葫芦丝、

广西崇左的花山岩石等都在节目中

得以展示；“文化+科技”缔造了《加

油！向未来》《机智过人》等科技类综

艺节目，高冷枯燥的科学知识也具

有了趣味性和人文气息……

《见字如面》《一本好书》总导演

关正文认为，在日益扩大的市场中，

文化类综艺的崛起是人们向着传统

文化、精神需求的必然回归。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

道总监、大型节目中心主任郎昆看来，

要想在电视创意中冲出重围，综艺节

目除了提供茶余饭后的娱乐消遣功

能，更要为观众带去正能量和满足感。

每当谈起文化类综艺，不少人

往往认为只有文化水平较高、年纪

较长的人才会关注。但近年来，“90

后”“95后”观众日益成为文化类综

艺节目的主要观众。“年轻人同样非

常喜欢有质感的东西。”《国家宝藏》

制片人、总导演于蕾说。

面对年轻受众，如何吸引、留住

他们，是文化类综艺节目面临的重

要命题。在娱乐化泛滥的时代，需要

创作者在严谨之余，寻找生动有趣

的表达方式，而不是板起面孔说教。

“喜闻乐见不只是这个时代才

有的传播需求，也不是这批年轻人

独有的消费需求。某种意义上，所谓

节目就是对优质资源的视频化翻译

转换。”关正文认为，文化类综艺节

目并不是站在娱乐节目的对立面，

而是需要举重若轻，找到新的表达

方式，“对创作者而言，文化类综艺

节目的输出需要寻找一个大众可以

接受的方式，把‘硬知识’软化，确保

节目的文化表达流畅而轻快。”

但是，文化类综艺节目也有其

生存和运营上的烦恼。不少从业者

指出，虽然文化类综艺广受关注，

但在经济效益方面还无法跟《奔跑

吧兄弟》等娱乐类综艺相比拼，依

然会遭遇被定位为小众节目的质

疑，这需要一个必经的市场确认过

程才能突破。

关正文还记得，3年前《见字如

面》刚启动时，“等广告销售都等烦

了，没法跟广告商进行有效沟通”。

然而，两季《见字如面》全网播放总

量突破12亿，并凭借第三季的播出

破除了“综艺节目播出难有三季”的

魔咒。“只要你有足够的真诚和努

力，创新就能具有影响力，就会有市

场价值。”关正文说，“这个行业有自

身的特殊性，选择做文化，更大的成

就感是享受传播，而不是一味扮演

经济英雄的角色。文化类综艺节目

确实艰难，但只要稳步提升质量，生

命周期会比浅娱乐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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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景洪开展
“书香西双版纳”
全民阅读系列活动

本报讯（刘祖宏）4月 23日，正值

第二十四个世界读书日，“书香西双

版纳”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在云南省西

双版纳州图书馆馆门前举办，助力营

造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

活动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踊

跃参与，大家在这里畅游书海，体验

各项活动，分享阅读的快乐，感受知

识的力量。活动现场，图书阅读专场，

盲人听书机体验活动，“品世界文学、

看精美插画”有奖问答，“阅读传统文

化、传承中华经典”，移动数字图书馆

“阅读 app”推广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激发了参与者的热情。读者小史说，

她和同伴是看到活动通知后特地赶

来参加活动的，阅读是她们钟爱的一

件事情。

此次活动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

州文化和旅游局主办，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图书馆承办，昆明新知集团有

限公司景洪分公司协办。

本报讯（李林晅）为有力传承民

族经典，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四川

省成都市青羊区“弘扬天府文化 共

创书香青羊”国学经典主题活动 4

月23日在成都少城剧场举行。

本次主题活动围绕“书的故

事”，充分彰显青羊全民阅读的“高

度、温度、深度”和蓬勃的群众阅读

成果，通过“品：诗中的韵”、“读：书

中的美”、“颂：经典传承”三个篇章

展现了由古至今、由今望古的青羊

文化底蕴。青羊区图书馆、成都蜀

人吟叹诗社、同辉国际学校等为观

众带来了国学经典诵读以及文艺节

目表演。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现场

开设“青羊大讲坛”，著名词赋家何

开四与观众分享读书心得。

据悉，4月以来，成都市青羊区

结合“读经典、学新知、链接美好生

活”和“同城共读、万卷共知”等主

题，在全区范围内广泛开展了主题

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

性阅读活动，引导市民认知、尊重

学习知识、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大力营造了文明、和谐、幸

福的阅读氛围。

成都市华兴街道亲子读书分享会
在南桥社区举办

“弘扬天府文化 共创书香青羊”
国学经典主题活动成功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