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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慢综艺层出不穷，相比于快综艺，其生活化、慢节奏、贴近自然的特点吸引了一大批受众，为

城市化快速发展、生活节奏增快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电子“乌托邦”。非语言符号的展现与设计对于节目

宗旨表达、情绪传达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不同的节目由于其定位不同，对非语言符号的设计使用也

有所不同。本文从展示设计角度出发，研究非言语符号在劳作纪实类真人秀中的应用，对其视觉性非语

言符号和听觉性非语言符号在节目中的设计运用进行分析。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之下，一批乡村综艺

节目涌现。以劳作纪实互动类真人秀节目《种地吧》为例，分析节目中如何通过运用非语言符号，借助

其共通性体现节目意图、传达节目宗旨。在融媒体时代为劳作纪实互动类真人秀非语言符号的设计提供

了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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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low reality shows have emerged in an endless stream. Compared to fast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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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s, their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life-oriented, slow-paced, and close to nature have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audiences, providing an electronic “utopia” for people with the rapid urbaniza-
tion and accelerated pace of life. The presentation and design of non-verbal symbols play an ir-
replaceable role in expressing the purpose and emotions of the program. Different programs have 
different designs and uses of non-verbal symbols due to their different positioning.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of non-verbal symbols in reality shows focusing on labor and document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hibition design, analyzing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visual and audi-
tory non-verbal symbols in the progra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 
number of rural reality shows have emerged. Taking the reality show “Let’s Plant” as an example, 
which focuses on labor, documentary, and interactive cont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the pro-
gram utilizes non-verbal symbols to reflect its intention and convey its purpose through their un-
iversality. This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non-verbal symbols in reality shows focusing 
on labor, documentary, and interactive content in the era of media con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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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人类诞生之初，更多是依靠符号进行交流，随着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符号被不断丰富和高频词

使用。其中非语言符号使用占比高，在传播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学者 L.伯德惠斯特尔估计，在

两个人传播的场合中，有 75%的社会含义是通过非语言符号传递的[1]。 
经济的发展增加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媒介的娱乐大众功能被放大，各类综艺节目层出不穷。且

随着生活节奏的增快，慢综艺逐渐吸引人们视线。为实现更佳的传播效果，对于其画面的展示设计就显

得尤为重要。非语言符号作为画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设计与运用对于节目核心的表达、与观众产生

共鸣成为每一部作品都需要反复思索的内容。本文以《种地吧》对于非语言符号的设计与运用为例探析

劳作纪实互动类真人秀在融媒体视域如何设计非语言符号的展示画面以达成节目传播的最佳效果。 
《种地吧》是一档由 10 位少年组成的小队在浙江省杭州市三墩镇参与二百多天种地全过程的劳作纪

实真人秀。该节目采用“长视频 + 短视频 + 直播”的多元传播方式，再现农耕画面，更新传播方式，

首创农耕题材[2]。节目中在剪辑过程中设计使用了大量环境符号、音乐符号等非语言符号，结合少年们

的语言按照时间线将耕种的过程全方位、清晰、饱满地呈现给观众。 

2. 非语言符号展示设计的必要性 

非语言符号是指不以人工创制的自然语言为符号，而是以其他视觉、听觉等符号为信息载体的符号

系统。 

2.1. 非语言符号表现形式 

非语言符号主要包括视觉性非语言符号和听觉性非语言符号这两大类[3]。其中视觉性非语言符号类

目下又分为动态的视觉性非语言符号和静态的视觉性非语言符号。结合这一分类，文章主要从视觉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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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符号和听觉性非语言符号两个方面对劳作纪实互动类真人秀《种地吧》进行非语言符号设计分析，

视觉性符号会细化为画面符号与人体语符号，听觉性非语言符号会细分为音响符号和音乐符号。 

2.2. 非语言符号在《种地吧》中展示设计的必要性 

由于非语言符号在影视信息传递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因此其在节目中的展示设计是否合理，直接关

系到节目的传播效果[4]。一味的使用语言符号输出，会使整部作品呈现出一种空洞无物的感觉，很难抓

住观众的眼球。恰当运用非言语性符号，可以丰富节目的表达方式，提高节目质量。因此对于节目组而

言，非语言符号什么时候用，怎样用的展示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种地吧》节目组在对非语言符号进行展示设计时，考虑到尽管全国各地农耕各有不同，但非言语

符号的运用，能让观众从客体的相似之处产生联想，从而使观众更好的理解内容，让节目不受地域文化

的束缚。例如节目开头种子埋入土壤生根发芽的画面设计，适用于大部分农作物，符合受众对于农作物

种植的认知。此外非语言符号的使用一定程度上增强受众的真实感，有关环境的拍摄，声音的录入节目

组均设计为同期拍摄，让受众未曾踏入但是却能“感同身受”。这一画面与声音相配合的展示设计，让

观众感受到了少年们农耕时的困难，如节目中的麦田开沟，少年们的话语很少，更多是镜头拍摄少年努

力开沟和天气下雪的画面，加之少年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行动，农耕的不易以更具冲击力的方式传达给受

众。由此可见，合理设计非语言符号的展示使得《种地吧》更具真实感，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节目体验，

同时提升了节目品质。 

3.《种地吧》非语言符号设计 

节目意义的传达，本质上是信息以符号为载体进行的传递活动，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进行信息扩散

[5]。因此符号的设计与应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节目意义的传达与深度的表达。 

3.1. 视觉性非语言符号的设计 

视觉非语言符号是除语言符号之外的一切图像符号，是画面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画面作为节目的

基础，在视觉符号中占据着不可取代的位置，每一个画面上都依附有其想传达的内容，能够形象、直观

的传达制作者的意图。 

3.1.1. 画面组接的设计 
画面组接是图像符号组合的重要方式，通过对画面的重新编辑组合，给镜头赋予全新的含义[6]。例

如节目在进行麦田收割的时候，设计使用插叙的方式，将麦田的成长从播种到开沟、抽穗、开花、成熟

的画面拼接在一起，让观众清晰的感受到少年 200 天所做的工作，感慨这片土地发生的变化。以及节目

最后少年们离开后陡门时在大巴上再现第一次见面，节目组在此时设计穿插剪辑之前的初遇画面，使节

目开头与节目结尾相呼应。这一设计的原理可以称之为“编码”，观众根据自己看节目的感受或自身体

验对这一画面形成新的认识，这个解读过程又称之“解码”。整个过程是借助画面这一非语言符号展现

的，通过此设计向观众直观的呈现了“三维的”世界。 

3.1.2. 环境语言的设计 
场景的搭建往往是决定观者是否能够身临其境的最直接因素。《种地吧》采用纪实类拍摄手法，

在节目中设计从多个角度多次对少年们的居住环境以及工作环境进行拍摄，环境语言的使用给受众带

来直观的影响。如第一期少年们到达居住地，只有几间老旧的屋子以及连天下雨泥泞的泥地，到后期

经过少年们的努力，房屋翻新，土地铺设，两相对比可以从中体会到少年们的决心和他们对土地的热

爱。以及少年们在夕阳下躺在有机肥上，没有太多的语言，但是却构建了一幅农耕画面，从中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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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劳累的状态。节目组将无数个环境画面精心设计组合，为观众搭建了少年们的生活场景，拉近观众

与节目的距离。 

3.1.3. 变化景别的设计 
不同的景别带有独特的表达意图，通过剪辑组成含义各异的画面片段，传达特定的符号语言含义。

《种地吧》根据不同的需求设计不同的景别，传达不同的观点。在麦田撒肥时为体现科技在农耕中的作

用，采用全景和远景拍摄，让观众看到无人机撒肥的快速，感受到科技在农业中的力量。在少年辛勤劳

作时采用了近景，脸上的汗水，因太阳暴晒而发黑的皮肤等都体现了少年在这片土地上的投入。可见不

同景别的使用可以传达不同的信息，带动观众的情绪投入其中。 

3.1.4. 人体语符号的展现设计 
人体语符号在节目中常表现为人物影像，是节目中最常见的非语言符号之一。就符号学而言，人体

语符号的“能指”指的是人物在镜头前所表现出的一切状态及视觉形象；而“所指”既是人物人体语反

映出的节目主旨，文化基调[7]。节目组通过对人体语符号的展示画面进行设计，向观众传达少年们的身

份，所处的环境等达到辅助强化节目效果表达的作用。例如《种地吧》中少年们的服饰上长期都是带着

泥土的，加之其他的画面语言可以构建一个完整的农耕情节，以服饰这一非语言符号告诉观众少年们做

了什么。 
在节目传播的过程中，人体语符号如动作、表情等能够辅助节目思想情感的表达，强化节目的传播

效果。以《种地吧》“一个晴天”这一期为例进行分析，这一期主要是围绕着小羊的出生进行拍摄，为

体现少年们对于生命的敬畏与震撼，镜头特写了蒋敦豪接生时颤抖的手，泛红的眼睛以及其他少年或流

泪或无措的动作与表情特写，没有过多的语言的描述，更多是对画面对人物的捕捉，以最真情实感的画

面向观众传达情感。 

3.2. 非语言符号的设计 

在传播过程中，人们对于信息的接受方式主要依赖于视觉与听觉，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人眼前

呈现出的画面没有声音，那么画面就会有不完整的感觉，即使在默片时代，电影画面也会以音乐佐之，

以此保证画面的真实感，加强感染力。因此在节目的展示设计中，听觉非语言符号也是不容忽视的，合

理的设计会使节目镜头更具真实感、现场感，节目组如何设计使用听觉非语言符号塑造立体空间是十分

紧要的话题。 

3.2.1. 音响符号的设计 
音响声作为像似符号是听觉非语言符号中的一种，是还原环境信息的重要方式，不似镜头画面般宏

大却可以彰显环境细节，增强节目真实感，让二维平面立体起来，产生具身传播的效果，让观众仿佛置

身其中，加强与节目的共鸣。 
根据来源不同，将其分为自然音响和效果音响。自然音响的合理设计能与画面完美融合，再现真实

场域，反之则会产生失真感。《种地吧》在音响符号的设计中大量运用自然音响，不论是下雨声还是水

流声，以及鸟鸣声等等使用的都是自然音响。以陈少熙虾塘撒料为例，饵料落入水中的声音，白鹭的啼

叫声以及鸡鸣犬吠之声都是自然音响，节目力求还原最真实的环境，给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感觉。同时

这一部分自然声的使用并不显得嘈杂，反而颇具艺术感和美感，向观众呈现了一幅恬静的田园生活画面。

此外过年期间对于鞭炮、烟花的声音均采用原声录入，声音与画面相配合，再现了过年的热闹场景，传

达了少年的喜悦之情。节目通过对音响符号的设计突出画面感染力，以声音与镜头为桥梁将观众与幕后

相串联，以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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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音乐符号的设计 
音乐是由人工制成，不可避免的带有主观性，有其制作者所赋予的先天意义。但随着应用环境的变

化，听众结合自身经历重新赋意于音乐产生不同的情感价值。《种地吧》根据节目主旨以及少年们的经

历设计推出了主题曲《芽》，由周深进行演唱，循序渐进的节奏配上周深空灵的声音，给人一种娓娓道

来的故事感，在成长的阵痛一期中，在成员之间经历困难后、发生争吵和好后都使用了这一背景音，音

乐加之画面的叙述，令整个节目的感情更加充沛，让受众仿佛置身其中感受到了少年的成长与蜕变。而

在少年们热情澎湃，团结一致干农活时，又会播放旋律激昂活跃的《醒来吧少年》，与少年的年轻有活

力有冲劲相匹配。由此可见客观的画面冲击有时难以触及观众内心，在传达节目情感时略显晦涩，而音

乐符号作为节目组主观情感的外放，经过合理设计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画面与音乐相匹配准确的

向观众传达节目含义。 

4. 非语言符号展示设计的作用 

非言语符号不同于语言符号的直观表达，更多依赖于视觉、听觉、触觉等感知行为被接收，以求还

原现场，给观众带来真实体验。除此之外，对于语言符号无法刻画的细节处理，非语言符号也可以通过

声音、画面等进行刻画，在最大程度上丰富了作品细节，直观传达感情。例如节目中的小羊出生、麦苗

发芽、玫瑰开花、小鸡孵化等仅凭语言叙述是难以做到生动形象、真实入人心的，而非语言符号则可以

通过画面、景别、音乐等方式刻画作品细节，传递人物情感与节目内涵，减少言语符号带来的折扣，更

为直观地表现作品内涵。 
非语言符号的审美性也为观众带来良好视听体验，各类非语言符号相辅相成，在提高节目真实性的

同时丰富了观众的视听体验。《种地吧》里面多次提到后陡门的夕阳是少年们眼中最好看的夕阳，但具

体的好看程度是仅靠语言无法形容的，作为一档节目，再华丽的辞藻没有画面和声音也会缺少真实感，

而节目中伴随着少年们的赞叹，镜头转向夕阳，再由全景推远景，由夕阳到夕阳下劳作了一天的少年。

在此基础上观众结合以往看节目的感受对此画面进行解读，会产生更加真切的视听觉体验。 
通过对《种地吧》节目非语言符号展示设计的分析可得，非语言符号在构建画面、传达情感和主旨

时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简单的使用与排列并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仍需节目组对其进行设计，如何

使用与何时使用非语言符号是展示设计的重要环节，同时要注意视觉与声音的合理搭配，才能起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5. 小结 

符号的使用贯穿着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节目的意义传达中，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相互配合，

合作发力，助推节目意义呈现与传达。非语言符号依据其共通性，知觉性，审美性的意义表达优势，跨

越了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限制，将受众与节目相关联，使二者产生共鸣，更深刻地传达节目意义。在

综艺层出不穷的今天，非语言符号的展示设计越来越受到关注。《种地吧》这一劳作纪实互动类真人秀

中，非语言符号的展示设计增强了传播效果，这一节目的成功也为其他综艺提供了借鉴，制作团队应增

强对非语言符号的认知与应用，利用其特性，合理设计其展示时间与方式，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以求最大程度上传达节目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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