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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播五年的“开学第一课”已经成为了一个专有名词，今年央视综合频道（CCTV1）
首次用黄金时段播放这档节目，并且教育部专门要求各地学校组织收看该节目。这
档如此受欢迎的节目是如何选择孩子们喜欢的课题？是如何邀请孩子们喜欢的嘉
宾？又是如何让更多普通人参与进来？本报记者专访节目组，揭秘“开学第一课”。

“拍一个特别节目，
把汶川精神和奥运精神
结 合 起 来 ”。 2008 年 7
月末，为了迎接新学期，
时任央视副总编辑的袁
正明给许文广（现任央
视 综 合 频 道 节 目 部 主
任）和卢晓波（“开学第
一课”总导演）交代了一
个任务。

这个任务让他们有
些为难，许文广和卢晓波
感觉有关抗震精神的好创
意都基本用尽了。许文广
怕做不出来新意，有负于

“特别”这两个字，“我们的
策划难度特别大。”

卢晓波一个人手里
就有 13 个创意文案。“按
说每一版都可以做一台
晚会，但这些创意文案的
主题都没什么新意，总感
觉没切中要害”，卢晓波
回忆说，他们觉得主题的
选择还是得跟地震相关，
并且要对中小学生有用，
形式要活泼，易于接受，

不能做成说教形式。
他们翻阅一本杂志，

其中一篇文章有关国外安
全避险教育。许文广眼前
一亮，应该以生命安全教
育为内容，当时全国在这
方面教育不是很充分，“在
重大安全事故中，多一点
安全避险知识就能自救，
通过自救获得生存的可能
性远远大于被救”。与教
育部沟通后，这个主题得
到认可，并最终细化为“生
命守护生命”。

有了主题还需要一
个吸引人的节目名字。
卢晓波说，都快到最后一
次策划会时，有人提议用

“第一课”，大家想到这个
节目为中小学生开学而
产生，补充“开学”俩字，
这 就 成 了“ 开 学 第 一
课”。许文广认为这样一
个名字有点开学典礼的
仪式感，以后可以把这种
形式固定下来，作为课堂
教育的一种补充。

探秘“开学第一课”

“开学第一课”如何出炉？

传递汶川精神奥运精神

今年的“开学第一
课”邀请了首位女航天员
刘洋和多位奥运冠军。许
文广说，在嘉宾选择上会
选择孩子们喜欢的人物，
这就是为什么选择航天员
和奥运冠军的原因，“同样
讲一节课，他们来讲可能
孩子们更愿意听。”

负责嘉宾邀请的“开
学第一课”另一位总导演
田梅表示，邀请到刘洋和
奥运冠军难度不小。节
目组两个月前就开始联
系，但刘洋有严格行程安
排。田梅对此表示理解，
但仍用节目宗旨来联系
有关部门。她说，“航天
员是孩子心中的英雄，没
有她舞台会失色很多。”

等待刘洋对节目组是
巨大挑战，“如果等到还剩
一周的时间里不能来呢？”
因此节目组派三名记者到
刘洋所在的杭州，以防不
能录制节目，那就派人前
往采访，让她由“主讲老

师”变身“课外辅导员”。
后来相关部门同意刘洋
参加节目，记者表示虽白
跑一趟也很高兴。

奥运冠军的联系得
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支
持，总局把相关函件转到
体操中心、水上运动中心
等，田梅再到各个中心找
相关负责人协调，“有一
天我们来到体育总局训
练局，从早晨一直停留到
下午。有的要死缠烂打
邀请，有的确实因为行程
已经安排满了”。

田梅他们还想着联
系到刘翔，“如果刘翔的
脚伤恢复得好的话，可能
他就真会来，虽然刘翔不
是奥运冠军，但他多年一
直带伤坚持，这种坚持也
是一种美，不管拿不拿冠
军都要请。”田梅解释说，
刘翔这么多年来的坚持，

“是个神奇的人物，每个
孩子都想倾听他这几年
的坚持”。

“开学第一课”如何请嘉宾？

“三顾茅庐”请刘洋

“开学第一课”开播
后引起的反响超过了许
文广的想象。以职业电
视人的经验判断，一档节
目能火起来需要几年培
育，而最大考验还是主题
的选择。许文广说，在三
个月的准备期里，主题的
讨论要占两个月的时间。

2008 年节目的成功
给许文广确定主题有了
启示：一个是要关切到当
年重大事件，二是要与社
会心理需求相关，这也成
了“开学第一课”确定主
题的原则。为了保证主
题的确定，节目组还邀请
了中小学老师、儿童畅销
书作者、专家和媒体人参
与讨论。2009 年时正逢
60周年国庆，教育部和央
视都决定要与这个重大
社会背景有关。许广文
说，“我们没有做成说教
式‘爱国’，而是扩充为

‘爱的教育’。”
今年之所以要确定

“美在你身边”为主题是
因为目前中国孩子比较
缺乏美育教育，并且契合
社会心理需求。许文广解
释说，去年针对“最美教
师”、“最美司机”等事件已
经形成了有关美丑讨论的
社会心理需求，而人民日
报微博评论也给他很大启
发——“你怎么样，中国便
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
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
国便不黑暗。”

在确定了“美”这样
的主题后，有人主张细化
到“最美中国人”。但许
文广觉得“最美”人物往
往是在最危急时候出现，
给孩子的美应该是触手
可及的，所以最后确定为

“美就在你身边”，以便让
孩子们发现更多的美。
在许文广看来，这样可以
拓展“美”的内涵，可以让
孩子们增强美的感知力
和欣赏力，让孩子去分辨
美和丑的事物。

“开学第一课”如何选题？

关切社会心理需求

总导演卢晓波回首
第一期节目，他觉得嘉宾
略微有点单一。连续几
年参与节目讨论的《工人
日报》评论部主编石述思
说，他感受到今年节目风
格的变化首先是把孩子
当作主体来编排节目，现
场更加体现平等意识；另
一个突破就是，不像过去
那样“不在社会有点成绩
的 人 都 不 能 上 节 目 ”。
石述思认为，“前四期相
对来说还是那种强势人
物在那我说你听，教化
色彩痕迹挺重的。这一
期我第一次感觉到草根
的力量。”

对于石述思的观点，
央视节目策划人朱海也
有同感，“嘉宾不管多大
的腕儿，都应该是来让孩
子们高兴的，孩子们应该
是主题”。对于石述思的
第二条观点，朱海本人就
推荐了一个“普通人嘉
宾”——80 后的湖北支

教教师邓丽。邓丽辞去
高 薪 职 位 选 择 到 海 拔
1800 多米的高寒山区支
教，3 年支教生涯结束后
在孩子们盛情挽留下，邓
丽决定继续留下来。

央视综合频道节目
部主任许文广也说，今年
很大一个变化就是更多
普通人嘉宾参与进来，

“第一次由一个孩子（‘最
美司机’吴斌的女儿吴
悦）担任主讲教师”，还请
来了“草根歌手”刘大成。

许文广在录制现场
感受到，吴悦讲述自己父
亲那段是“最感人的段
落”，刘大成通过自来水
管、黄瓜、花生壳和树叶
演奏音乐则是孩子们现
场反应最强烈的段落。
他说，这种普通人嘉宾来
反映“美在你身边”的主
题，更加具有贴近性，能
切实让孩子们感觉到“美
在你身边”其实就是身边
普通人做榜样。

“开学第一课”如何平民化？

草根英雄变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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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开学第一

课”有开学典礼
的仪式感，可作
课堂教育补充

选题
在 关 切 当

年重大时事的
同时，要与社会
心理需求相关

嘉宾
要 选 择 孩

子喜欢的嘉宾，
因此邀请航天
员和奥运冠军

变化
由 最 初 邀

请名人上台，到
越来越多的普通
英雄参与进来。

之 揭秘

撒贝宁采访合唱团团长娅伦格日勒
以及陈一冰。

欧阳夏丹采访“最美司机”吴斌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