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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赋能：人工智能参与综艺节目创新
◎ 刘叶子

一、研究背景

2016年，迎来人工智能60周年，被称为“智能元

年”。随着AlphaGo与韩国围棋选手李世石的世纪之战，

“人工智能”开始进入主流文化视野，这一概念或成为

此次人机大战的最终的受益者①。2017年7月，国务院发

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规划提出人工智能在中

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宣布将举全国之力在2030年抢

占人工智能全球制高点。2018年3月，人工智能再次被

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人工智能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为

人工智能从技术发展到产业落地营造了良好生态环境。

1.人工智能与传媒生态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开始向新闻传播领域全面

渗透，媒体呈现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智能媒体”时代

到来：在新闻的信息采集环节、编辑制作环节、认知体

验环节，传感器技术、智能机器人、VR／AR技术的注

入使得新闻信息为用户而生，人工智能重塑新闻产业的

业务链②；在出版行业，借助人工智能可以优化出版流

程、进行选题策划、提供内容、降低人工成本③。作为

基础设施的物联网、构成生产要素的大数据、优化资源

匹配的移动计算、加速智能进化的机器学习等全新技术

集群构成了智能媒体生态系统所赖以存在的技术基础，

泛媒介化、注意力解放、内容产销者崛起等趋势重构

媒介产业的产品模式和产业生态④。英国传播学家丹尼

斯·麦奎尔说过:“真正的‘传播革命’所要求的,不只

是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或者是受众注意力在不同媒

介之间的时间分布上的变迁，其最直接的驱动力一如

既往，是技术。”智能媒体就是“媒体＋人工智能技

术”，人工智能技术对传媒业的驱动是颠覆式的，媒体

的意义和边界都将重构。

2.人工智能与电视行业

人工智能技术对电视行业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人工智

能电视（硬件）和电视节目（内容）两方面。一方面国

内很多传统电视厂商和互联网电视品牌如创维、TCL、

小米等都推出人工智能电视，智能电视其实是家庭物联

网的中心，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与其他智能设备相连构建

家庭物联网。在《2017年人工智能电视白皮书》中，人

工智能电视的定义是：通过传感器接收用户指令，依靠

基础应用和基础数据平台识别并理解用户目的，做出反

馈和处理。同时依托完善的技术逻辑和大数据运营，结

合深度学习算法，分析用户使用习惯，掌握用户偏好和

行为逻辑，以实现更精准的交互及个性化内容推荐。

人工智能最早于2014年进军综艺界，当时湖南卫视

在第27届中国电视金鹰节颁奖晚会上引入“萌萌哒”机

器人小罗。人工智能与综艺节目的融合为其带来收视热

潮：《加油！向未来》第二季首播在全国的收视率最高

达到了1.17⑤。人工智能在综艺节目中的应用从从属元

素转变为主角，尤其是人机大战和机器人格斗的新兴节

目模式为综艺节目添加新的爆点。以下对现有的应用人

工智能技术的综艺节目进行案例分析，探究在人工智能

视阈下综艺节目的创新、问题、策略及发展。

二、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的综艺节目创新

纵观当前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的综艺节目，人工智

能主要从节目选题、节目内容、节目形式三个方面进行

解构与重构，人工智能实现了从节目的从属元素到节目

核心的转化。

1.节目选题策划：探讨人工智能

这类节目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节目的主要谈论话题

出现，以访谈类和辩论类节目为主，分为人工智能贯通

始终和短暂出现两种节目类型。《杨澜访谈录－开启人

工智能时代》整期节目围绕人工智能，通过与全球顶尖

企业及其相关专家对话，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全面、系

统、深入的科普。另外在《奇葩说》和《非正式会谈》

摘   要：2017 年到 2018 年，人工智能被两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一技术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下，综艺节目从选题策划、形式呈现、内容解构三个层面进行创新。同时，这类

综艺节目存在着节目主体间互动性弱、智能终端个性单一、综艺场景奇观化的问题。综艺节目在人工智

能技术上应用的主要发展方向有：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技术赋能综艺各环节；人机协同合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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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档节目中，都曾出现如“爱上人工智能算不算爱情”

和“你会接受机器人女朋友吗”等聚焦于科技对人类社

会伦理与道德冲击的哲学问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长

足发展，物质层面的变化渗透到观念伦理等精神层面的

变化，这引发对人与科技关系的反思。综艺节目的选题

策划根据社会热点进行调整，这是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

产生的综艺节目选题。

2.节目形式呈现：人工智能元素

人工智能作为从属元素首先出现在比赛的预测和

嘉宾的判别中：如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总决赛中，

阿里云人工智能程序小艾通过分析海量带数据对比赛结

果进行预测；在河北卫视的《主播爱上广场舞》中，机

器人跳跳通过语音识别功能分析现场观众的掌声、欢呼

声的频次、频率等，为评委打分提供参考；在江苏卫视

的《蒙面唱将猜猜猜》中，机器人小V辨音识别，与猜

评团进行互动。其次是担任综艺节目的助手：在《我是

未来》中，微软小冰与著名节目主持人张绍刚搭档，发

布新歌并作诗；在《加油！向未来》中，人工智能与主

持人互动，自动模仿人脑来识别头像、声音与文本；在

《超次元偶像》中，它测试嘉宾颜值，运用大数据生成

最帅人像。再次是科技感炫酷呈现：在《我是未来》

中，节目采用了“冰屏”，并运用全息投影、VR、AR

等最新技术，营造出虚拟与现实完美融合的超次元空

间；《机智过人》的舞台设计也极具未来感，借鉴科幻

电影《星球大战》和《第五元素》里的科技元素,创造

性地为观众设计出例如悬浮座观众席、360°全息屏等高

科技的舞台⑥；《明日之子》中以AR+实时动作捕捉＋

3D实时渲染技术推出二次元虚拟偶像“荷兹”。人工

智能技术已应用在节目呈现、环节设置、节目互动等方

面，但是依然未实现综艺节目与人工智能的无缝衔接，

人工智能技术未触及节目内容核心，仅仅为综艺节目包

裹上“有趣的外衣”。

3.节目内容解构：人机大战比拼

人机大战的新型节目模式对过去以“人”为中心

的综艺节目进行解构，再重构为以“人＋机器人”的人

机大战节目。这类综艺节目以两种不同节目形态存在：

一是不同机器人之间的格斗战争（以下简称“机器人

格斗”），人是领队者，机器人是格斗的主角；二是

人与机器人之间的智商大战（以下简称“人机智商比

拼”），人与机器是节目的双主角。机器人格斗运动起

源于美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BattleBots》和

美国的《Robot Wars》两档国外机器人格斗节目便收

获极高的收视率，一度掀起格斗机器人的热潮，我国在

2000年左右引进译制版权⑦。2018年，以《铁甲雄心》

《这！就是铁甲》《机器人争霸》为代表的机器人格

斗比赛引发热议，《这！就是铁甲》单平台播放量超17

亿，口碑、收视、关注度等持续霸占实时综艺榜前列。

人工智能技术使攻击性的格斗以非常规的方式得以展

现，机器人“非人类又类人化”的设定使其攻击性得以

软化，同时又能带来强烈的冲突和感官刺激，从技术上

消解暴力的恐怖性和残酷性。第二类节目模式——“人

工智能能否超越人类”从来都是观众的关注热点，《机

智过人》《最强大脑》《一战到底》引入了“人机智商

比拼”，传统的常规答题挑战模式转变为与机器人的比

拼，人工智能在综艺舞台上同样表现出对人类的碾压，

甚至是全中国范围内角逐出的“最强大脑”，也难敌人

工智能技术依托下的答题机器人。机器人之间或人机之

间的比拼因其强大的冲突和悬念，未来将会继续运用于

综艺节目，人工智能从“从属元素”转变为综艺节目不

可缺少的“核心和主角”。

三、人工智能参与综艺节目的问题及策略

现存的综艺节目中，存在着节目主体间互动性弱、

智能终端个性单一、综艺场景奇观化的问题，针对以上

问题，提出以下策略：

1.提升互动性：节目过程娱乐化

综艺节目中的互动性体现在主持人、嘉宾、现场观

众、场外观众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和节目现场主体的内

部互动。人工智能技术下的综艺节目的互动主要体现在

与主持人和与嘉宾的互动上，主要方式是对话，互动方

式单一导致节目看点不足。现场观众和场外观众几乎没

有互动，现场观众的反应是营造节目氛围的主要途径之

一，场外观众的反应是检验节目效果的重要环节。综艺节

目的互动性必不可少，机器人的加入更需要节目增强互动

性以深度融入综艺节目，主体间的互动也是节目娱乐过程

的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有互动就有娱乐”，娱

乐化在于互动形式的创新：一是针对不同主体的个性化

互动；二是互动形式多样化。主持人和嘉宾可视为同一

类主体，因这类主体一般是明星，自带个性、话题和热

点，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使机器人了解这类主体，在此

基础上进行互动，在互动过程中紧扣这类主体的特点和

话题。现场观众和场外观众的区别在于是否在场，针对

现场观众，可通过语言、表情和动作来进行互动，而场

外观众不同于现场观众，互动性会因时空隔离而削弱，

可采取抽奖、竞猜、答题等形式进行娱乐性互动，增强

“在场感”和“参与感”。

2.增强个性：智能终端人格化

机器人是综艺节目中使用的最主要的智能终端，

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产品层面的落地与实践。作为主持人

助手出现的机器人相比人机大战中的机器人表情、语

言、神态要丰富一些，但远不及人类。在综艺节目中，

“综艺感”是综艺嘉宾的必备要素，指的是善于制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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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效果来推动节目发展，常见的提升综艺感的手段有自

黑、搞笑、搞怪，综艺节目的看点很依赖明星自身的综

艺感。人工智能技术下的机器人与综艺感的融合显得十

分生硬和严肃，“机器人代替明星”的说法显得言之过

早，千篇一律的机器人如何增加节目的看点和记忆点成

为技术公司和节目制作公司共同的难点。智能终端的人

格化已在综艺节目中初见端倪：在《这！就是铁甲》中

就通过解说和字幕给予机器人个性鲜明的人设；人在综

艺节目中，相对于机器人，其在行为和意识的主动性和

能动性上完胜，机器人的表情、语言、行为都是由人为

触发后响应的。综艺节目中的机器人应转被动回应为主

动挑起话题，变单纯的“萌”为更加多元多层次的个

性，使形态、表情、行为等展现丰富的人格。

3.警惕奇观化：情感体验价值化

“奇观”一词被美国著名学者道格拉斯·凯勒引入

到媒体领域，是指：“媒体奇观是那些能体现现代社会

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

会中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⑧“人

工智能＋综艺节目”往往充分运用各类先进人工智能技

术和设备，试图将综艺场景壮观化，利用造价昂贵的人

工智能设备营造虚拟与现实融合的高科技氛围，“高大

上”成为观众的首要感受。人工智能技术使得综艺节目

的形式、包装和场景以“奇观化”呈现，但是这种“综

艺奇观”所带来的感官刺激和新鲜的形式剥夺了观众的

注意力，经过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的

层层选择，综艺节目的真正想传达的内容和价值所剩无

几。人工智能参与的时代，更应该是“内容为王”的时

代，综艺节目不是短暂的视听消费，而是情感体验的价

值化，传递给观众长久的价值意义、感染与认同。

四、泛人工智能：综艺节目的下一个风口

人工智能在新闻传播领域的运用从理念层面波及

实践层面，改变着整个媒体传播生态，综艺节目的下一

风口必定与人工智能技术息息相关。兼具科学性与人文

性，内容深度融合、人机协同的节目模式将成为综艺节

目与人工智能结合的发展趋势。

1.天然基因联结：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

综艺节目的人文性和人工智能的科学性两者密不可

分，综艺节目尤其是科普类节目在人工智能时代将焕发

新的活力。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下，综艺节目抛弃了

过度娱乐化的套路，科学也放弃了枯燥的知识讲解，娱

乐大众与科学普及功能达到平衡，兼具科学的内涵和人

文的温度。电视媒体作为大众传播的主要媒介之一，其

传播形式是一对多，向社会大多数成员传达消息、知识，

从文化层面来说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大众文化”，所以电

视综艺节目是科技知识普及和大众传播的有效途径。

2.产业深度融合：技术赋能综艺各环节

如今的综艺节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主要体现在

选题策划、呈现方式、节目模式三个方面，本质来说仅

仅基于内容层面。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将使综艺节目的整

个产业链发生变化。综艺节目在节目策划环节（包括选

题、呈现、模式等方面）、节目传播环节、传播效果测

量中都将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如同人工智能技术让新闻

业产生的变革一样，通过大数据的用户画像等技术，综

艺节目也可以实现个人定制的“我的综艺节目”，精准

传播和效果测量成为可能。同时，具体综艺节目内容的

深度融合需要人工智能技术的长足发展，人工智能需要

经历运算智能、感知智能、认知智能三个阶段，高级的

人工智能技术能更好地融入综艺节目。

3.节目模式创新：人机协同合作成可能

现有的综艺节目模式以人机大战和机器人格斗两种

方式为主，节目模式出现同质化倾向。在这些综艺节目

中，无论是人机智力比拼，还是机器人之间的格斗，人

类和机器人皆处于抗争的关系。而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

并不是一种对抗和敌意的关系，而是合作的关系。并且

无论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依然是综艺节目甚至整

个传媒内容生产中的核心要素。在新闻行业中，机器人

和人可以合作写稿，综艺节目可以发展出一种“人机协

同合作”的模式，人与机器人在综艺节目中一同完成任

务，人工智能则作为人类的助手、同伴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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