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扮演与其年龄反差极大的成人

时，更容易出现喜剧效果，但这种快乐却是

建立在不利孩子健康成长基础上的。孩子有

自己的思考和说话的方式，家长要做的是保

护这份童真，然而现在许多家长却千方百计

地希望孩子通过选秀这条路一夜成名。 ”湖

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心理学教授肖汉

仕直言。

一位媒体朋友透露， 在一些海选现场，

不少孩子是被父母架着上阵的，并非孩子自

己所愿。 孩子被强迫参加选秀节目，接受畸

形的训练，盲目模仿当红艺人的动作、姿态

和表演内容， 一些家长还言之凿凿自辩说

“我这是为孩子好”， 并引用张爱玲的名言

“出名要趁早”。 这些家长笃信的是绝对化、

单向的成功学，对孩子沦为商业工具、失去

童真童趣毫不在意，对自己与电视、网络媒

体合谋炒作毫不羞愧。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第二中学的心

理教师唐添翼曾经接触过一个五年级小女

孩，常年四季忙于各种各样的比赛、晚会，并

不是处于自愿，而是为了让大人自豪。“她成

绩虽然挺好的， 但却没有人愿意跟她玩，因

为同学都觉得她太厉害了，跟一般孩子有距

离感。 ”

值得关注的是，以儿童为主角的综艺类

电视节目，都有一个特点：讲究戏剧性，而这

种戏剧性又以面对面的竞争与淘汰来实现。

网络上一段点击率颇高的选秀视频中，孩子

活灵活现的搞笑模仿秀，令评委前仰后合笑

作一团，然而在点评时，评委并没有让孩子

过关，言语中甚至冷嘲热讽。 这一意外逆转

让在场观众有些愕然，笑盈盈的孩子终于抑

制不住，委屈地哭了出来。

在选秀节目中的挫败，给孩子心灵造成

了很大的影响。 网友 123 的猫说，当看到女

儿第一轮便被淘汰时，她的心都碎了。 孩子

回到家更是大哭一场， 性格也没有以前开

朗，甚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发呆。

“摩登夫妇，教三四岁小孩识字，客来则表演

一番，是以儿童为玩物，不可助长也。 ”老舍先生曾

如此说。 然而现在， 儿童选秀不仅在中国受到热

捧，在全球各地也都蔚为可观。

纵观所有儿童选秀类综艺节目， 大致分为两

大类：一类为益智类节目，主要是让大人和小孩子

一起回答小学课本中的常识问题。 从《不考不知

道》、《谁比谁聪明》、《智在必得》、《你能毕业吗》、

《五年级插班生》等节目别出心裁的名字中就可以

看出，即使是儿童节目，竞争、排名、比拼的紧张气

氛也依然存在。 另一类是才艺类节目，无外乎是成

人选秀节目的延伸。 为了造成反差效果吸引眼球，

许多参加电视选秀的小孩穿着打扮成人化， 男孩

常常一身小西装，女孩则是露背装，个个酷似小金

城武、小章子怡，他们甚至大跳成人偶像明星的性

感舞蹈，言行举止也被教化得颇具江湖气，完全丧

失了孩子应有的天真和幼稚。

一些家长告诉记者， 自己送孩子去参加选秀

节目，原本是为了锻炼孩子的胆量，但电视台的商

业化操作手段往往让他们大跌眼镜。 长沙市刘女

士的女儿小婷自小学习乐器、演讲，一直是幼儿园

的艺术尖子，在某选秀节目的海选中脱颖而出，然

而只参加了一次节目录制， 刘女士便坚决拒绝再

参加。“我们原以为这是孩子学习才艺增强自信的

机会， 全家总动员帮助孩子做好参加选秀的一切

准备，小婷在家里夜以继日地练习钢琴。 结果电视

台根本没有安排表演钢琴的环节， 只是让孩子穿

上玛丽莲·梦露似的衣服在台上乱扭，这要是播出

去，对孩子的自尊心是多大的伤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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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真，谁来捍卫

让孩子学才艺， 是为了培养孩子的艺

术细胞，提升综合素质。 然而目前，越来越

多的儿童才艺却是通过选秀和造星的方式

加以展现。

近日台湾一档综艺节目中， 一个名叫

小胖的男孩浓妆艳抹，头戴猫耳发箍，穿着

网袜和露背装表演女性性感热舞， 引起全

场尖叫。

4 岁半的南京女孩莎莎， 在一档电视

节目录制过程中失控大哭。 视频传上互联

网后， 莎莎迅速蹿红， 被网友称为“失控

姐”。莎莎的外婆披露，在录制节目时，节目

组工作人员竟分两组进行对抗： 一组负责

逗莎莎哭，一组负责让她笑，哪组赢了就不

用接受惩罚。

曾经火爆一时的帅哥美女选秀节目遭

遇观众审美疲劳后， 儿童选秀似乎成为各

大电视台比拼收视率的救命稻草。 但能从

儿童选秀节目中脱颖而出的童星寥寥无

几， 大多数孩子成为了成人观众的娱乐工

具和电视台竞赛收视率的道具。 看着一个

个早熟早慧的小大人充斥电视荧屏， 人们

不禁要问：镁光灯下的童真谁来捍卫？

聚光灯下的变异

被惊扰的天真

“抗击挫折当然重要，但必须有一个合

理的过程。 人生的发展不可逆转，走过去就

再也回不来了。一旦天真的梦境被不合时宜

地惊扰，又有谁能来抚平这畸形的残局？”肖

汉仕激动地说。在他看来，喧嚣的即时淘汰、

残酷的竞争排名，这些都对孩子的健康成长

非常不利。

“让孩子在选秀活动中得到快乐才是父

母应该关注的重点。但大多参加选秀的孩子

却都不幸地沦为成为父母满足个人自尊、炫

耀成功家庭教育的玩偶。当这些孩子辗转于

各个电视节目的时候，他们的自由空间和快

乐童年被一一剥夺。这些表演或许能让孩子

及家长获得一定知名度，但谁能保证他们的

将来不会因为今天的走秀而后悔？ ”网友小

小认为少儿时期是孩子人格形成的关键时

期，要提倡和谐教育，给孩子自然、愉快的成

长空间，而不是让他们过早步入成人的名利

场。

唐添翼指出，消费童真的儿童选秀滋生

参赛孩子的浮躁心理，更会影响看节目的孩

子造成一种错误的示范。“孩子的模仿能力

很强，当他们看到电视上的小选手通过一些

出格的举动博得大人欢笑时，他们可能也会

学起来，甚至产生越出格掌声越多的思维定

式。 ”

据了解，早在 2006 年，国家广电部门便

明令要求严格审查未成年人参与电视选秀。

国家广电总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

电视播出机构参与、主办或播出全国性或跨

省(区、市)赛事等活动管理的通知》也明确

要求，播出节目要力戒庸俗、低俗现象，不能

迎合少数观众猎奇心理、审丑心态。 但是在

各电视台收视率比拼的压力下，收效并不明

显。

“选秀节目应成为培养孩子才艺、丰富

生活、陶冶情操的舞台，相对于成年人的选

秀，儿童选秀必须有一定的禁区。 海外发达

国家和地区对儿童电视节目均有严格的监

管措施， 业已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法

规，许多做法都值得我们借鉴。 政府的介入

规范，并不等于简单的叫停禁令。 一刀切禁

令看似直接有效，实则是监管者对需介入规

范的事物未加区分和认真分析、未按照对应

行业规律办事的懒政体现， 极易激起媒体、

学界、企业界以及民众的反对，常常造成禁

令无法执行、不了了之。 ”采访结束时，网友

蓝天飞恋对记者说，他希望成年人多用儿童

的视角与思维方式来看待他们的世界。“要

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呵护孩子的心灵家

园。 ”

呵护孩子的心灵

编后语

记得一位老师跟我说的故事。

刚做教师时，他手下有一群文艺

演出队的孩子。这群孩子完全出于共

同的兴趣爱好汇聚在一起， 排练节

目，参加各种汇报演出，虽然水平并

不高，不少人至今默默无闻，但直到

现在他们回想起这段时间，都觉得受

益很大，特别的留恋。

老师意味深长地说：“自然的成

长环境是最难得的。”的确，现在的孩

子要拥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太难。

不仅是选秀节目和培训班， 前段时

间，甚至听说某些地方专门成立了培

养童星的艺校。

泰戈尔曾说：“每个小孩都是上

帝在提醒我们，这世间还有希望。”如

果让孩子早早地换上成人的脸孔，是

不是等于我们在一点点抹杀自己的

希望？

毕竟童年不会重来，或许送给孩

子再珍贵再美好的礼物，也敌不过一

个平静而朴素的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