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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封面故事

（上接B01版）

要坚守的价值

“现在流行拜金主义、‘三
俗’，价值观很多元，而《开学第一
课》所要做的就是抵制它们，树立
主流价值观。”

《开学第一课》的总导演卢晓
波说：“央视的责任就是要传播主
流价值观，这个节目的主题是通
过反复打磨和讨论确定下来的。”

讲主流价值观，相应的就有
多元价值观。南方都市报记者
2009年9月曾采访一位6岁女童：
“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想做官。”
“做什么样的官呢？”
“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很

多东西。”
随后的网络调查中，有55%

的网友认为这个想法“折射了社
会现实”。

卢晓波特别提到“现在流行
拜金主义、‘三俗’，价值观很多
元”，而《开学第一课》所要做的就
是抵制它们，树立主流价值观，只
要这个节目还做，每一年都要这
样坚持。

从一开始，主创人员就想把
价值观的传递依附于每一年所发
生的国家大事。

汶川大地震后，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准备做一档公益节目，
当时全国的爱心都汇集起来了，
出现了很多慈善捐款类的节目，
总导演卢晓波就琢磨着另辟途
径，做一档无形的节目。

许文广发现地震中活下来的
人大部分靠的是自救，于是，他就
赶在中小学生开学时向他们宣传
安全自救的理念和方法，第一期
《开学第一课》应运而生。卢晓波认
为它将“奥运精神和抗震精神结合
了起来，而奥运和地震是2008年中
国发生的两件大事。”

这个节目得到了教育部的积
极回应，其后每期主题的确定也
是在教育部参与下双方共同讨论
的结果。

之后，许文广就固定了《开学
第一课》的样式，要把它打造成为
“培养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
教育形式”。
“连续三年了。”制片人骆幼

伟说，“国家有那么多孩子，开学、
毕业又是人生重要的日子，需要
这种励志的晚会。”她觉得，作为
一家电视台，就必须要奉上好看
的节目，而这个开学第一天里的
节目，既好看，还有教育意义，同
时联合了部委的力量，扩大了它
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今年，我们就像老朋友一

样。”《开学第一课》节目制片人骆
幼伟的语气略显轻松，第一期反
响不错，第二年赶上新中国成立
60年，节目以祖国为主题，“收视
率也挺好”，今年她早早地就和教
育部商讨新的主题。

绿色环保、低碳环保，这都是
时下流行的价值观念，但骆幼伟
把它们一一否定了，因为太国际
化，她定下了一个基调：“今年是
一个中国年，比如世博会。”她说，
“有那么大的投入，为的就是打造
出一个中国形象。”

主创成员在接受采访时无一
例外提到了100年前预言上海世
博会的陆士谔，他的梦想在一个
世纪里延续并得以实现。他们还
会沿用温家宝总理的话，一个民
族，有了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
希望，他们将仰望星空理解为要
有梦想。

于是，也就有了“我的梦，中
国梦”的主题。

相对于前两期，王定华说这个
主题较弱，与事件结合并不紧密。

但卢晓波不这么看，他觉得
世博会恰好是梦想实现的例子，
而每个人梦想的实现就是中国梦
的实现。他甚至以“十一五”规划
为例，说央视在“十一五”规划制
定前采访了很多老百姓，最后发
现“十一五”规划要完成的其实就
是老百姓一直梦想得到的，他认
为这就说明了个人和国家的梦想
一致性。

这个主题到底在传达什么样
的价值观？王定华解释：“现在学
生都比较务实，想象的东西少，学

生需要把自己的学习动机端正，
把个人奋斗、个人理想与祖国的
发展联系起来，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为中国的伟大复兴发奋
读书。”他甚至用“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来揭示这个主题
也隐含有对独立思考精神的追
求。

为了让孩子们理解这个宏大
的主题，节目在播出时不停地打
出长串的字幕来做解释。

不过，骆幼伟也承认孩子们
的梦想其实更自我，比如想变成
小鸟，想唱歌，想让家门前的马路
早点儿修好……都是些丰富多彩
的细微梦想。但她始终坚持一点，
这些梦想汇聚起来就是一个宏大
的中国梦。

这终究不是一台普通的文艺
晚会，所有的形式最后都是为了
要“告诉孩子们，我们要坚守的价
值”。

教育的方式

“德育的形式多种多样，靠
《开学第一课》不能解决所有的诉
求。”

这是一堂被认为有影响力的
价值教学课。它要让学生去接受
自己宣传的理念，而不是排斥。

24岁的冯晓阳还记得上世纪
80年代末的开学仪式，升完国
旗，校长在国旗下训话，规劝学
生要收心，要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长大要报效祖国，而学习的
榜样早就挂在了教室的四壁上，
他们是雷锋、赖宁、祖冲之或者
张衡等人，这些杰出人物的头像
下还会列一句精挑细选的励志语
录。

现在，李连杰站在长城脚下
动情地讲述自己的功夫梦、电影
梦、公益梦以及推广太极梦，80岁
的袁隆平精神矍铄，继续编织着
自己的“超级水稻梦”。这些杰出
人物再加上不平凡的经历，出现
在电视画面上，让他们更加鲜活
生动。

济南市一些中小学在9月1日
上午没有组织学生观看，他们错

过了这场“晚会”，或者因为没人
通知，或者因为学校没有条件，而
山师附小的学生是在当天下午才
统一组织看了录播。

骆幼伟相信这档节目对学生
们是有非凡号召力的，因为“它基
于儿童接受的心理美学，看着不
会枯燥。”

来自文化科技界的大师谈论
对梦想的看法时，骆幼伟觉得学
生能在对他们的敬仰中接受其关
于梦想的建议。此外，流行偶像是
孩子们所喜欢和容易接受的，无
臂少年、试飞英雄这样的榜样力
量也会瞬间激励学生，而别出心
裁的游戏让他们更能在嬉戏中领
悟出道理，寓教于乐。
“孩子的心理就是崇尚新

奇，”骆幼伟深谙这一点，在视频
制作上，加大了对刚刚流行于上
海世博会展馆内的“AR视频增强
技术”的广泛应用，让画面更新
颖，也加深了孩子们的印象。

抛开这些技术手段，节目要
输送给学生的是那个宏大的价值
观：中国梦。但在记者采访中问起
时，有些学生只是记住了几个感
人的人物故事。

有人开始质疑节目中的明星
嘉宾给学生“讲课”的合法性，因
为他们前不久还负面新闻缠身，
但许文广回应说，他们身上有珍
贵的品质，能够获得孩子们的共
鸣和认可，比如章子怡参与公益
的热情。

许文广还认为，节目中选取
的公众人物的比例并不高，只是
关注度高而已，其实越来越多的
普通人物已经走进了《开学第一
课》，他们甚至比公众人物的反响
更大，其事迹让人更加感动，这让
他考虑如果下一期再做，会从更
多的普通人身上挖掘其过人的品
质。

但骆幼伟认为，即便是台上
的公众人物，他们的话里也无时
不在表达着“我们和你们一样普
通”。
“德育的形式多种多样，靠

《开学第一课》不能解决所有的诉
求。”王定华笑着说，“对这个节目
评价要高，但不宜过高。”

格记者手记

他们的

“开学第一课”
本报记者 徐洁

9 月 1 日，济南市
中小学校开学第一天，
形式各异的开学典礼
后，紧接着是久违的上
课铃声。

9 点，在济南东部
的某外来务工子弟定点
学校，几位家长正因为
老师的变动和校长交
涉，此时三层的小楼上
已传出读书声。
“哎呀，你看，实在

不好意思，我们教室里
的多媒体没有上网，看
不了。”总务主任说，就
当前来说，他最头疼的
一件事，是为刚从微机
室撤出来的电脑找个安
身场所，几十台电脑堆
在一间临时的小屋里，
有的直接躺在地上———
以前的微机室被改造成
了教室，今年开学，学校
新增加了一个班，教室
不够用了。

开学第一天，每个
人心里想的、手里做的，
远比看电视实际。
“我们的教室假期

刚刚装修，多媒体还没
有联网，看不了。”在城
西的另一所外来务工子
女定点学校，一位老师
对记者说，“不过我们会
要求孩子晚上回去看重
播，写观后感。”
而济南另一所优质

小学也因为多媒体没调
出信号，改在下午让孩
子们看录播。

晚上，央视二套重
播《开学第一课》，因为
要写观后感，妈妈第一
次同意李杨把作业挪到
客厅茶几上写。四年级
的李杨梦想当一名“体
育评论员”。当然，这不
是看了《开学第一课》
才有的，喜欢踢足球的
李杨一直很喜欢黄健
翔的解说，今年暑假他
还上了一个足球培训
班。

李杨低头做着功
课，时不时地瞄一眼电
视，看到他知道的名人
出场时，就抬起头看一
会儿。“第一课看完了，
观后感写什么呢？”他
只记住了“梦想”两个
字。

儿子做功课的时
候，李杨的妈妈也心不
在焉地看着“第一课”，
“主题有点‘雷’，说教意
味也有些浓吧。”这是这
位妈妈的一句评价。

但普利中学党支
部书记傅兰芬却不这
么认为：“我们学校
80% 的孩子都是外来
务工子女，信息接触量
相对少，看看这种节目
开阔视野，还是很好
的。”

2008年，当《开学
第一课》被搬上银幕，十
亩园小学聪聪的妈妈与
女儿一起完整地看完，
“急救常识挺实用的，安
全意识怎么加强都不过
分。”而今年，她甚至忘
了有《开学第一课》这回
事。
梦想在哪里呢？
五年级小学生王雪

说：“我的梦想是长大后
当一名老师，能将课堂
带到校外，带学生走出
学校，学习课堂中没有
的知识。”

“开学第一课”的
梦想与现实
本报记者 龚海

9月1日，济南市解放路第二小学的孩子们在教室里收看《开学第一课》。本报记者 周青先 实习生 赵梓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