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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不断发展，使观众产生个性化及多样化的节目需求。因此，网络综艺抓住时代需求，营运出

不少优秀节目，如《奇葩说》等。内容上，该类节目在参赛者犀利的辩论和嘉宾的大胆引导，不断冲击

着观众的关注点，除此之外，节目以青年群体为核心的运营方式及创新型营销都非常新颖，节目的成功

从内容、幕后及营销上都有值得借鉴学习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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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et’s ceaseless evolution has enabled the audience to have a distinct personality and a va-
riety of program needs. Therefore, network variety shows catch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operate 
a lot of excellent programs, such as “Qi Pa Shuo”. In terms of content, this kind of program constantly 
shocks the attention of the audience with the sharp debate of the contestants and the bold guidance 
of the guests. In addition, the operation mode and innovative marketing with the youth group as the 
core of the program are very novel. The success of the program is worth learning from the content, 
behind the scenes and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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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奇葩说》节⽬及其概况 

《奇葩说》是一档由爱奇艺推出的网络语言真人秀，它于 2014 年 11 月 29 日开始在网络平台播出。

在上线两周内，这档节目就获得了 1400 万的点击量，这表明它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奇葩说》

在 2014 冬季的热播中，凭借其独特的见解和精彩的表现，两次登上微博综艺节目话题榜的首位，受到了

广大观众的青睐。《奇葩说》旨在发掘华语圈中拥有独特见解和精彩表现的人才，让他们就社会问题进

行激烈的辩论，从而推动各种观点的交流与融合。自第一季播出以来，节目凭借其豪华的嘉宾阵容、选

手的鲜明个性以及对敏感社会话题的探讨，迅速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节目的热度也随之不断上升。2015
年推出的第二季节目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仅仅三天的时间内，观看次数就超过了 3000 万，而且在微博上

持续十小时保持着前十名的排名，为国内网络自制综艺节目树立了一个完美的典范。 

2. 内容之道：特色叙事策略  

2.1. 日常亲近化  

网络综艺节目中的日常叙事策略，通常指的是将大众的日常生活作为核心叙事素材，通过叙述普通

人的日常故事来反映他们生活中的各种情感体验。这类节目往往以普通人的人际关系和生活化的矛盾冲

突为叙事框架。它们通常以普通人的互动作为叙事的主线，利用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事件和冲突来推动

节目的进展、过渡和转折。节目内容主要依托于日常生活的细节和由此展开的矛盾冲突。 
叙事策略的日常化因其与生活和大众的紧密关联而受到广泛欢迎，它能够赋予节目以浓厚的生活氛

围和显著的时代印记。在中国市场，一些网络综艺节目采纳了这种日常化的叙事技巧来塑造其内容。以

《大鹏嘚吧嘚》为例，该节目自 2007 年首次播出以来，已经推出了 500 多期内容，期期扣人心弦。该节

目以客观、独立、不迎合低俗趣味为创作原则，以一种既不夸张也不造作的风格评论娱乐资讯，使得整

个节目在犀利的评论中传递理性，在娱乐八卦中贴近现实生活。 
2014 年，爱奇艺推出了首档全国性的语言类综艺《奇葩说》，这也是国内首个以语言为主题的真正

的娱乐类型，旨在挖掘“最擅长言辞的个体”在华语文化圈的潜力。节目通过海选选拔了十八位具有独

特个性的选手，以及三位知识渊博的嘉宾——高晓松、蔡康永和马东，他们的卓越口才吸引了大量观众。

《奇葩说》第一季结束时，播放量达到了 2.4 亿，平均每集的观看次数为 920 万。根据新浪微博的数据，

该节目的阅读量超过了 20 亿，讨论次数超过 92 万。豆瓣上的评分高达 9.1 分，使其成为网络节目中的

现象级作品。该节目经由海选机制选拔出十八位个性独特的选手，同时还有高晓松、蔡康永和马东三位

知识渊博的嘉宾。他们凭借卓越的口才吸引了众多观众。在《奇葩说》第一季收官之际，播放量达 2.4 亿，

平均每集观看次数为 920 万。依据新浪微博的数据，此节目的阅读量超 20 亿，讨论次数逾 92 万。豆瓣

评分高达 9.1 分，使其成为网络节目中的现象级佳作[1]。本节目充分借助互联网的优势，聚焦日常生活

中的热门话题，使观众在娱乐氛围中深入研讨。辩手们也能够以更富趣味性的方式，在高雅与通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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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感性之间展开辩论，进而让观众对这些话题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奇葩说》第四季在新浪微博

的话题榜上位居榜首，阅读量高达 37.2 亿次，无论是赛制、辩题还是选手背景，都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的

讨论。由于选手的文化水平各异，他们的认知和见解并不完全在同一学术层面上，这使得辩论充满了生

动的语言和生活气息。在现场，选手们以精妙的比喻和有趣的问题激发观众的共鸣，让整个节目充满活

力，令观众深受感动。 
在网络综艺节目中，日常化叙事策略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一策略极大地丰富了叙事学的理论深

度与应用范围，同时也拓展了美学的范畴。它将目光聚焦于日常生活，从中挖掘人生的深刻意义与生活

哲学，进而揭示出美的元素。日常化叙事策略能够以平凡的生活细节为切入点，展现出深远的意义，从

表面现象深入挖掘深层次的内涵，在通俗的生活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如此一来，它便可以在看似平淡

无奇的日常生活中，精准地捕捉到真实的本质。这种策略为网络综艺节目带来了独特的魅力，使其更具

吸引力和感染力，也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进一步推动了叙事学与美学的发展。 

2.2. 青年个性化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看电视”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或集体，而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参与

其中，他们拥有追求时尚、关注热点话题、接受新鲜事物的特质，这也正是综艺节目的主要受众群体。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2015 年 5 月，爱奇艺推出的《爱上超模》8 期正式上线，收获 1.5 亿次的观

看次数，与卫星频道的收入相当。这种情况使得电视综艺节目的受众范围发生了巨大的转移，它们开始

更加注重普及性，更加符合大多数观众的需求。2014 年，《花儿与少年》由湖南卫视首次开拍，以“老

少搭配”为主题，邀请了 8 名 80 后、90 后的嘉宾参加，他们的年纪差异较小。2017 年，《花儿与少年

3》进一步拓宽了《花儿与少年》的年纪范围，将 8 名嘉宾的年纪限制在 8 岁以下，并且将“冒险”的南

半球“冒险”之旅作为其新的主题，以满足不同年纪段的观众需求。“冒险”旨在强化其中心理念，因

此，节目组精心挑选的嘉宾，以及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内容，都是为了让观众更加喜爱。 
而《奇葩说》也是基于综艺市场的青年观众基础来扩大影响力，无论是节目的辩论内容还是方式，

都是符合市场需求，并能够引起青年观众共鸣。也正是基于青年观众的热情反馈及需求，《奇葩说》也

才能汲取更多节目灵感，从而不断提升节目质量。 
互联网时代到来以前，综艺节目的受众是以家庭或集体为单位的，在一个家庭中“看电视”是一种

共享的娱乐活动，而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年轻一代更愿意在互联网上进行娱乐活动，他们热爱时尚，

紧跟热点话题，愿意接受新鲜事物，这些特点使年轻一代成为综艺节目的主要目标受众[2]。 

2.3. 话题热点化  

热点话题化是综艺节目采用的一种话题化叙事手段，它专注于探讨当前社会热点议题，允许辩论各

方充分表达观点，并与网民进行深入互动。这种策略旨在推动对这些社会热点的讨论，既深入又广泛，

从而吸引更广泛的网民关注。综艺节目之“话题化”涵盖两个层面。其一，“契合”当下社会广泛热议的

话题，诸如育儿、尊老、婚姻以及日常生活等内容。其二，“生成”新的社会舆论话题，而这需得精妙地

把握时机并充分利用时效性。这样的策略一方面彰显出综艺节目的娱乐与教育双重属性，另一方面则巧

妙地借助其媒介特性，进而提升自身的影响力。综艺节目的“话题化”路径，既反映了其对社会热点的

敏锐洞察力，又体现了其主动创造话题以引领社会舆论的积极作为，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发挥着重要

的教育和引导作用。 
网络综艺节目充分借助朋友圈、网络搜索平台、视频网站以及社交媒体等各类数字平台，进行广泛

的传播与大力的推广。通过这样的方式，成功吸引了更为广泛的受众群体，也收获了诸多赞誉。不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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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的是，网络综艺节目所受到的评价存在一定分歧。然而，节目所制造出的话题却对观众的观看行为产

生了极为显著的影响。这些话题不但引发了广泛的阅读与积极的参与，还凭借连锁效应，极大地扩大了

节目的影响力，拓展了观众基础。在当下，许多重要议题被纳入到 TV 剧的故事情节当中，并且迅速引起

公众的高度重视，甚至演变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问题。这对于 TV 剧的故事情节发展、人际交往呈现以及

媒体宣传效果等方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奇葩说》这档在爱奇艺平台播出的网络节目，明显地体现了其独树一帜的网络文化属性。节目的

命名策略选择了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奇葩”一词，这样的选择不仅凸显了节目的新颖性，与爱奇艺

品牌中的“奇”字形成了共鸣，同时也迎合了网民的日常表达习惯。再者，节目参赛者的表达方式反映

了 80 后、90 后这一代网络原住民的语言特色，他们在网络的语境下成长，巧妙地将传统口语和网络新兴

语言相融合，他们的言辞直率、诙谐、充满新意，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能够在吸引观众注意的同时，激发

他们的共鸣。最终，节目在议题的选择上，避免了抽象和传统的论题，而是聚焦于与现代青年生活密切

相关、在网络领域引发广泛讨论的热点话题。节目组通过在线征集和投票的方式，筛选出网友广泛参与

讨论的话题，例如“女性应更注重职业发展还是个人情感”、“是否应该查看伴侣的手机”、“社会是否

过分看重外貌”，这些具有争议性且对现代青年生活有实际意义的议题，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密切关注。 

3. 制作之道：台前幕后专业化  

3.1. 明星导师坐镇主持  

《奇葩说》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网络自制节目，它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主持与指导小组，其中

马东先生凭借多年的演出经验，成为该节目的首席嘉宾；另外，高晓松与蔡康永也分别担任该节目的指

导者，为观众带来精彩纷呈的辩论体验。通过《晓说》《晓松奇谈》乃至《康熙来了》等三档热门脱口秀

节目，高晓松与蔡康永都获得了众多粉丝。他们以自己出色的演技、精湛的技巧，及其对比赛结果的洞

察力，给予参赛者们最佳的指引，使比赛更加有趣、有意义，更能吸引更多观众。除此之外，该节目也会

不断地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担任专家，以提升其影响力与创意。 

3.2. 专业团队幕后支撑  

《奇葩说》的制作团队由 23 岁的年轻人组成，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技能，可以更加精准地捕捉到

同龄人群的喜好，并且能够有效地与观众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此外，该团队的专业能力非常强。该剧

由马东工作室的主要作品中心承制，编导牟頔曾是中部电视剧最年轻人的总导演，她领导的队伍曾参加

制造了《喜乐街》《入学第一课》《快乐中国人行》等多档央视的高收视率和良好品牌口碑的电视节目。

在投身网络视频节目的制造时，他们充分考虑了网络媒体的特点和规则，并将传统媒体的制作经验与新

媒体做到了有机结合，同时借鉴了如《康熙来了》等著名语言类节目的长处，确保了《奇葩说》能够达到

一流的电视节目制作标准，成为高质量的网络视频节目[3]。 

3.3. 大数据精准定位  

视频网站在自主内容创作方面，其出发点是通过精准分析海量用户数据，从市场导向出发，以发现

用户的潜在需求。这一过程涉及到受众、市场、营销策略、广告投放以及传播方式的精准定位。《奇葩

说》通过专业模型分析百度搜索中留下的用户“记录”，利用云计算技术提取信息价值，并以此为基础

构建“用户群体画像”，从而为节目制作提供科学依据[4]。这个节目旨在吸引 80 后和 90 后的观众。我

们的团队根据数据分析结果，为节目的内容、选手的选择、语言的风格、广告的营销、宣传和推广以及

周边产品的制作等方面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例如，节目组选择了“马晓康”(马东、高晓松、蔡康永)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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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团队，他们的着装和直言不讳的风格与节目“真诚交流”的理念相得益彰。 
在广告植入策略上，《奇葩说》摒弃了常见的广告模式，例如前置贴片、暂停时广告和屏幕角落广

告。节目转而利用如 cookie 追踪和分析等技术手段，通过规模化影响力和视频电商等创新广告方式，实

现了对广告内容的精准投放，旨在达到广告投放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正是基于这些策略，《奇葩说》

最终确定美特斯邦威为其唯一的冠名赞助商。 

4. 营销之道：创新广告植入 

4.1. 经典主持人植入 

在《奇葩说》的辩论环节，节目的开场白中嵌入了一种新颖的广告模式，尽管它依然遵循了特定的

模式。在《奇葩说》的决赛阶段，主持人将邀请三位权威专家，他们将监督今天的辩论，并且代表着光明

莫斯利安酸奶，这款能够让人活到 99 岁的饮品将成为大家的宠儿。“口播植入”是一种有效的广告形

式，通过主持人的不断重复，可以让观众更深刻地记住节目内容。该广告形式突破了传统文案的局限，

采用了更为自然和趣味性的语言风格，向观众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息：“没有广告赞助商的资助，就没

有今天如此精彩的节目。”通过这种模式，节目传递出一个理念：制作团队对节目内容的品质抱有极高

的自信，同时也希望观众能够理解节目依赖广告收入来维持其运营。 

4.2. 创新情节植入 

《奇葩说》的一大创新之处在于，它采用了情景短剧的方式，邀请演员将辩论议题转换成戏剧性的

表现，从而更加生动地呈现出辩题，让观众更加深刻地理解，同时也给节目带来了一种轻松幽默的氛围。

在情境短剧中，广告的运用可谓多种多样，从特写镜头到字幕，品牌信息被精心设计，演员们以赞助商

的产品为载体，以此来展示出丰富的品牌内涵。此外，情景短剧中的开篇动画也是植入广告的常用手段，

例如将游戏规则展示在带有品牌标识的屏幕上。 
尽管 vivo 手机在“pepe 也用 vivo 手机”等影视作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它们所带来的新颖性和

创意更能够吸引观众，从而打破传统的植入模式，让观众感受到“pepe 也用 vivo 手机”影视作品带来的

独特魅力。这种通过演员表演将产品融入情景的做法，使得广告与节目内容高度一体化，从而突破了传

统植入广告的局限。 

4.3. 具象体验植入 

所谓的“体验式植入”广告，指的是节目中嘉宾直接使用赞助商品，这种形式与传统的体验式广告

有所区别，主要差异在于体验的主体。在体验式广告中，消费者可以直接感受到产品的特性和功效，而

在体验式植入广告中，受众则可以是广告主、媒介及其他相关从业者。在《奇葩说》中，体验式植入广告

主要展现在辩论环节，辩手作为体验者，由于他们的知名度，实际上为赞助商品进行了间接代言。节目

中，部分辩手身着美特斯邦威的服装，或饮用莫斯利安酸奶，镜头会特意捕捉这些细节，使得广告宣传

更加具体和直观。 
对《奇葩说》的制作与运营展开深入分析和全面回顾，不难看出该节目在内容呈现、制作流程、定

位策略以及营销推广等方面，均实现了精准且恰到好处的把控。通过对其进行研究，能够清晰地剖析出

网络综艺节目的诸多特点，并且可以紧密结合市场需求，打造出契合当代需求的优质节目。由此可见，

《奇葩说》节目的成功绝非偶然。它既是顺应时代发展与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舆论与焦点的

集中体现与放大。其在满足观众娱乐需求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诸多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为网络

综艺节目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为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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