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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而生
素人选秀的升级版

时隔10年，《超女》今年
再度回归，只不过这次玩法变
了，自带品牌光环的《超女》
放弃上星变身网络选秀，成了
芒果TV的纯网综艺，从单纯
造星升级为偶像养成，加以真
人秀的形式，做了很多改变，
而这些改变或已是大势所趋。
乐正传媒研发咨询总监彭侃
说，如今单纯的唱歌、舞蹈类
选拔节目资源已被挖空，观众
也产生了审美疲劳，国内选秀
节目形态正在面临调整。

资深娱评人南山散人说，
在国内造星节目一直很有市
场，但此前的节目模式已不适
合现在的市场，因为目前在电
视上海选过程、直播等都受到
限制，纯粹的全民选秀模式，
对90后、00后观众来说也没
有那么大吸引力了，新颖的偶
像养成模式才能够吸引到更
倾向于网络文化的年轻观众。

“对于目标观众而言，此类综
艺培养了90后、00后们现在
最推崇的明星，像鹿晗、吴亦
凡等。因此这批观众对偶像养
成类节目有一定的亲切感，会
带动收视和点击量。”

彭侃说，偶像养成类节目
中的选手虽是素人，但无论颜
值还是才艺很多都不输明星，
因此节目显得相当讨巧。“80
后观众已经‘老’去，95后们
正 嗷 嗷 待 哺 ，S N H 4 8 、
TFBOYS等组合在年轻人中
拥有强大号召力，针对当下年
轻人的偶像养成类节目扎堆
出现就不奇怪了。”彭侃表
示，偶像养成类节目既有以往

选秀节目的选拔淘汰特征，也
结合到了时下正火的真人秀
元素，涵盖了“选秀”和“真人
秀”两大特征，相较传统选秀
更符合年轻观众的胃口。

他山之石
韩国偶像养成严苛复杂

其实，“偶像养成”更像是
欧美选秀与韩国综艺真人秀结
合的产物，某种程度上可以算
是综艺节目在创意逻辑和制作
理念上的“晋级”。

偶像养成节目起源于日
韩，“练习生”制度就是这种文
化的表现，它是日韩一种挖掘
新艺人的方法，几乎每个娱乐
公司都有新秀储备，公司会定
期进行选秀，表现出色的练习
生可以得到出道机会。

韩国的类似节目强调的不
是选而是“养成”，以真人秀的形
式记录海选出的选手从培训、磨
练、淘汰到最终出道，并进行后
续产业链的开发，直接与艺人经
纪捆绑，商业价值凸显。业内人
士表示，韩国偶像养成有一套复
杂而严苛的程序：首先是在海选
之后确定一些准备生，他们不与
公司签订培训生合同，但在公司
接受训练，公司会以此判断他们
是否具备成为艺人的潜力。随
后，胜出的准备生升级为培训
生，正式和公司签订合同，公司
会为其以后出道做准备开展一
种竞争模式，直接出钱对培训生
进行培训，训练周期一般需2年，
最长的甚至需要8年时间，少女
时代中的郑秀妍训练的时间就
长达7年6个月。这期间，培训生
要接受各种魔鬼般的密集训练，

从形体、舞技、唱歌等方面接受
专业老师和系统课程的培养。

据曾经在韩国出道的韩庚
回忆，他在做培训生期间，每天
要跟专业老师学习声乐、舞蹈
方面的知识，就连如何与长辈
交流等细节都是他们的必修
课。“上课”只是培训中的一小
部分，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做
高强度的练习，经常每天一个
舞蹈动作要做上千遍，一句歌
词能练到喉咙干哑，不少培训
生没有熬到最后选择了退出。
在经过前面的竞争和考核后，
培训生才有资格变成出道艺
人，出道前公司将确定团队成
员。

偶像养成扎堆
粉丝经济诱惑大

天娱传媒品牌管理中心
总经理赵晖告诉记者，今年，
如此多的偶像养成类节目扎
堆出现绝非偶然，这在一定
程 度 上 与 国 内 日 趋 成 熟 的

“粉丝经济”息息相关。另外，
日韩团体造星体系的影响也
不容忽视。在繁荣的“粉丝经
济”推动下，偶像团体所具有
的产业链价值也越来越引起
国内综艺界的重视。赵晖说，

“偶像养成”与“全民选秀”的
共通之处在于，都重在大众
投票选择权。过去痴迷选秀
投票的那群人大部分会转化
为今天“偶像养成”里最具行
动力的忠粉。二者不同的是，

“偶像养成”节目会将过去粉
丝单方面的支持，化作偶像
与粉丝间更积极的互动。

对于观众来说，偶像养
成节目一段时间的纪录片式
拍摄方式符合他们对真人秀
的收看需求，练习生台上台
下训练、生活细节的呈现会
时刻点燃他们的兴趣点，也
会形成话题。对节目而言，偶
像养成的过程也是粉丝养成
的过程，偶像们并非一夜成
名，而是通过粉丝们的持续
关注、实际支持和大量互动，
一步步实现的。偶像养成节
目“素人＋明星”的过程也在
最大程度上拓展了粉丝文化
的疆界，偶像养成的过程其
实也是粉丝养成的过程。所
以，偶像养成类节目比明星
真人秀多了很多贴近性和励
志性。

此外，偶像养成类节目长
时间培养出的粉丝，其忠诚度
和用户粘性会时刻激发收视
和点击量。节目结束后，由此
培养出的粉丝群体也随之形
成“粉丝经济”，这是偶像养
成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

粉粉丝丝经经济济催催生生““偶偶像像养养成成””
其实是一种放长线钓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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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鹿晗、吴
亦凡等EXO中国成员

的回流，TFBOYS以及“四
千年一遇美女”鞠婧祎所在

的SNH48等的迅速走红，偶像团
体所具有的产业链价值也越来
越引起国内综艺界的重视。今
年电视、网站和造星机构操作了
一系列诸如《蜜蜂少女队》、《燃烧
吧少年》等偶像养成类节目,一时
间，电视和网络上充满了很多似
曾相识但又不曾熟悉的年轻面
孔。

面向年轻人、记录年轻偶像
成长历程、集选秀和真人秀于一
身的偶像养成类节目不仅要“养
成偶像”，更需要“养成粉丝”，

是一种放长线钓大鱼。


	A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