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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媒体的不断发展，信息与情感的沟通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本文以近年来新兴的声

音互动陪伴真人秀节目《朋友请听好第二季》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节目中共情传播的发展概述、对观众情

感的影响以及节目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就其对观众情感的共情传播进行探析，可以得出此节目打破了

慢综艺的同质化创作内容，在传播情感和缓解压力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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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edia，communication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emotions

has become an inseparable whol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emerging voice interactive reality show

"Friends，Listen Well Season 2"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an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empathetic communication in the program，its impact on audience emotions，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gram，it analyzes its empathetic communication on audience emotion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is program breaks the homogenization of creative content in slow variety shows

and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spreading emotions and relieving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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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社会工作以及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对休闲

娱乐的需求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快节奏使人们更加向往轻

松愉悦的生活方式，而慢综艺正是满足这一需求的一种综艺

节目形式。自 2017 年以来，此类电视节目需求增大，于是“治

愈系”慢综艺应运而生，《向往的生活》和《中餐厅》等综艺

节目相继播出，至今仍受广大观众的喜爱。慢综艺在形式上

突破传统综艺的框架，采用慢节奏的叙事方式、镜头语言和

制作手法，其更注重节目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营造出轻松温

馨的氛围，使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感受到放松和愉悦。与紧

张刺激的综艺节目相比，慢综艺通过真实感人的故事情节触

动观众的情感，观众可能会因为某个场景、某个人物的经历

而产生共鸣，得到深刻的体验和感动，从而在情感上与节目

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

节目与观众之间产生情感共鸣，这种共情的现象最初源

于心理学，强调人们通过模拟他人的情感来理解他们的行为

和经验。“霍夫曼认为心理学家以两种方式定义移情：一种是

将其定义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内心状态（思想、感受、知

觉和意向）的认知觉知；另一种是将其定义为对另一个人的

替代性的情感反应。”
［1］

赵建国定义为“就是共同或相似情绪、

情感的形成过程和传递、扩散过程”。
［2］

通常解释为“个体基

于对另一个人情绪状态或状况的理解所做出的情感反应，这

种情感反应等同或类似于他人正在体验的感受或可能体验的

感受”。

实际上，共情传播是指通过共同的感受和体验，将个体

之间的互动扩大到群体，形成共同或相似的情感、态度和认

知，从而强化或改变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和行为的传播过程。

它能够唤起人们的共鸣，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提升

人们与社交媒体的互动与参与度，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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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的信息传递相比，共情传播更注重在情感层面上建立

联系，使信息传递不仅仅停留在理性层面，更加深入人心。

一、《朋友请听好第二季》的共情传播特点

以情感共鸣、情感传递以及与社会建立联系的共情传播

特点，形成节目与观众之间更深层次的沟通连接，促使观众

参与并产生情感共鸣，进而加深对节目传播信息的理解和认

同。

《朋友请听好第二季》是芒果 TV推出的一档声音互动陪

伴真人秀节目，用“声音互动+真人秀”的新兴形式，聚焦现

实情感与生活难题。嘉宾在节目中分享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

以及进行广播连线直播，节目致力于以声音互动传递温暖、

关照社会现实。节目通过 “广播小站”彰显“陪伴”，阅读

观众邮寄的信件以及采用直播电台的方式连线观众，给予观

众陪伴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此过程中，参与直播的观众可

以实时发送弹幕，表达自己对事件的看法。节目采用这种互

动模式，引导观众共情并建立情感连接，增加观众的参与性

和强烈的情感认同感。齐雅文站在受众的角度，分析该节目

能够唤起受众的情感共鸣，通过电话连线直面的交流，实现

了情绪上的互动，为今后慢综艺的多样性、媒体融合等方向

提供新的想法。
［3］

二、《朋友请听好第二季》的共情传播形成机制

情绪社会共享机制的运作过程如下：第一，分享对象对

分享表现出明显的兴趣；第二，分享对象在倾听故事的过程

中所体验到的情绪强度，受到情绪事件强度的影响；第三，

分享对象所表现出来的反应行为，也受到事件所诱发的情绪

强度的影响。
［5］

分享对象是共情传播的核心，他们需要具备

情感感知和表达能力，能够深入感受受众的情感需求和情感

状态，同时将自身的情感体验转化为有效的传播内容，与受

众产生情感共鸣，通过深入了解受众的需求和情感状态，以

更真实、生动的方式传递信息，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下面本文将从主题和立意、单元和叙事、人物与情感、

现场和后期、互动与反馈五个方面对《朋友请听好第二季》

节目进行共情传播形成机制进行探析。

1．主题和立意

广播通过声音传递信息，是最早的电子媒介。它改变了

人们的信息传递方式，不仅突破了时空的局限，而且超越了

空间的限制。在当今这个移动互联网盛行的时代下，传统广

播受到了挑战。《朋友请听好第二季》借此进行创新，融入真

人秀新型的电视节目形式，创新出声音互动陪伴真人秀，“广

播电台+真人秀”的新形式让广播电台重新活跃于人们的视野

中。节目旨在通过展现声音互动来为全中国听众解忧的全过

程，该季的主题为“发现美好，分享美好”。《朋友请听好第

二季》除了延续了上一季的温情基调外，在节目形式上也做

了升级，这一季相比于“倾听”，更多地关注“发现”和“分

享”，节目通过一个个温暖轻松的小故事串联起了治愈的情感

力量，使观众产生共鸣。例如在看穿打工女孩的窘迫，默默

按下计价表的出租车司机；亦或是担心独居女孩安全隐患，

贴心在门口摆上一双男士皮鞋的邻居老人……

节目给观众们了一个温暖的陪伴，让人们更好地面对生

活中的挑战和困难，也让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意义和

价值。

2．单元和叙事

节目单元是构成综艺节目的基本要素，多个节目单元构

成一档综艺节目，这些单元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朋友

请听好第二季》共分为四个单元：“嘉宾日常生活”单元、“声

音信箱”单元、“广播剧”单元、“声音直播”单元。

在“嘉宾日常生活”单元中，嘉宾通过分享自己的日常

生活和兴趣爱好，比如烹饪、阅读、运动等。节目将生活化

的场景放大化处理，为老友磨一杯咖啡、做一碗“娜式牛肉

面”、来一场 2V2 的乒乓球对打等活动，将简单又温馨的生

活印记投射在特定的场景之中，让观众在进行社会交往时更

有代入感。
［7］

在“广播剧”单元中，嘉宾们会在这个单元中

出演广播剧，增加节目的趣味性和互动性。嘉宾们重现《流

星花园》经典场景；ASMR “吃播”中，白菜汤、海藻、干脆

面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响；一首《慢慢喜欢你》的合唱

满含对美好爱情的祝福。互联网使声音可以到达无线电波无

法到达的地方。在“声音信箱”单元中，嘉宾们阅读观众寄

来的信件，对他们所经历的事件进行讨论，给予初步建议，

在随后的“声音直播”单元中与寄件人进行直播连线，让观

众进一步通过声音来回忆和分享自己的故事，增加节目的情

感共鸣。

节目从到做饭，到聊天，到抚摸猫，再到阅读信件进行

电台的直播，每一个环节都娓娓道来，慢中有序的进行着，

一步又一步的提供情感慰藉，唤起受众的共情，建立情感互

信。

3．人物与情感

节目没有设置固定的主持人，只有常驻嘉宾（何炅、谢

娜、井柏然、董子健）和作为飞行嘉宾的助播们。何炅作为

“广播小站”站长，具备出色的控场和领导能力，使得直播

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谢娜以知心大姐姐的形象所展现，

用幽默、亲和力和温情给观众带来了许多欢乐和轻松的氛围。

井柏然和董子健则展现着现今年轻人的思想与活力，给予观

众真诚的安慰和支持。嘉宾之间互补、融合、碰撞，给予观

众多元的观点。没有主持人的介入引导环节，使得节目更加

自然流畅，观众能够置身于节目中与嘉宾们一起互动游戏，

在直播中相互交心，借用声音交流拉近彼此的距离，让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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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参与感、融入感。

嘉宾们在节目中都展现着很强的共情能力，在电台的直

播连线中展现出积极的倾听态度，通过注意观众的观点、问

题和反馈，建立起与他们的紧密联系，继而会对连线观众所

讲述的事件抒发自己的情感，表达对观众意见的认同、理解

和共鸣。连线时的语言表达和对听到事件时嘉宾的非语言沟

通，包括肢体语言、面部表情和声音语调等，都传递着情感，

营造着沉浸式的氛围，带动着观众的情绪。

4．现场和后期

现场的策划分为现场场景和舞美的策划和现场机位的策划。

社会心理学认为，行为是由内在动力和外在环境因素共

同作用而引起的对外界因素的反应。人们对空间的最初感觉

是由视觉感知产生的，视觉上感觉的舒服与否将直接影响人

的心理情感。
［4］

节目中外部场景的设计迎合人的行为和对空

间的感觉，以治愈温暖为主题，一间小院，绿植充盈，还有

运动休闲之地。对室内环境的营造也以温馨舒适为主，色调

以暖色系为主，营造出温暖、亲切的氛围，原木系列家具和

装饰也彰显着简约、舒适。通过摆放艺术品、绿植等元素，

增加室内的艺术气息，同时，墙面上也挂满了与节目主题相

关的照片、海报等。节目中设置的“广播小站”也配备了照

明和调音台、话筒等专业的设备。节目中现场机位的设置丰

富多样，确保了节目全方位、多角度的的视觉呈现，也突出

了节目温暖美好的场景设计，以及嘉宾与观众的互动。同时，

也使得节目能够真实、朴素、简单地反映嘉宾互动，引起共

鸣，传递更多正能量。

基于慢综艺的特点，节目的节奏注定是舒缓细腻的。在

增强画面趣味性方面，节目在后期制作中与其他综艺无异的

加入花字、插画等元素，丰富视频画面，增强娱乐性。但《朋

友请听好第二季》不断地推陈出新，用标点符号为媒介，搭

建了一座与观众情感的桥梁。如后期制作人员所言，“标点符

号在我们阅读时起到了必不可少的隔断作用，符号是思想的

延续，我们觉得在这样一档语言类节目中，它是一种很有代

表性的视觉元素。”

区别于以往的节目中画面表现所表现出的简单排列组合

的常规的平面式图形的花字，《朋友请听好第二季》在后期的

制作中，以立体化、生动化字符诠释着节目的主旨，倾听。

“人侧耳倾听能听到的最轻声音是 20分贝，我们的每一个符

号都在倾听着小耳朵们所说的故事”。句号在眨眼睛、逗号在

奔跑等等这些灵动的符号，让画面 “活”了起来，“动”了

起来。节目的后期使得标点符号成为更加独立的一个节目元

素，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包含着一种特殊的情感，使观众更容

易感受到视频画面中所表达的情感，更加拉近了节目与观众

之间的距离，标点符号如同嘉宾们的神态表情一样直观、强

烈的赋予观众们情绪价值，这些细节的处理都呈现了节目创

新细腻之内涵。

5．互动与反馈

节目分为广播节目、真人秀节目两个播出阶段，兼备视

频和音频的双重属性。《朋友请听好第二季》不仅将读信、热

线电话等传统文艺形式搬上荧幕，还在官方微信发起故事讨

论，并在官方微博同步广播直播发起直播，以温馨的广播小

站进行广播直播为导入，以声音媒介接听真实的观众，使广

播展现在观众的眼前，传统广播节目焕发新生，让更多年轻

人感受到广播节目的魅力。听与说的互动交流打破单向传递

信息的框架，创造出更具互动性和情感共鸣的广播体验。

且节目在直播时会开设聊天框，参与直播的观众们都可

以实时发送弹幕，发表自己的感想，交流情感，使观众获得

认同与共鸣，感受到更为多元化的视角与更为开阔的讨论空

间。在大学生石头偶然发现父亲失业的“秘密”，会在上班时

间照常出门后坐在公园里发呆的事件中，嘉宾谢娜给出的建

议是看破不说破，可以在父亲每天出门时给予父亲一句暖心

的话：今天天冷多穿些衣服，来默默表达自己对父亲的爱。

在弹幕群中有观众写到：爸爸是英雄，但英雄也会老。我要

给我爸打个电话听听他的声音……在传递信息的同时，表达

自己听到故事后的主观情绪。

同时节目还设置了线下互动环节，邀请线上的观众到线

下来和嘉宾们一起接听电话，给予自己对听到的故事的建议。

节目中每个人都观点都各不相同，有赞同也有反驳，大家都

置身参与到节目中来，交流着自己最真实的情感。

在节目播出之后，节目的官方微博账号会发布节目的最

新动态、预告和幕后故事，与粉丝进行互动。粉丝可以在评

论区留言，或是带话题发布微博，与节目组进行直接交流。

粉丝们通过微博举办的取团名大赛为由何炅、谢娜、井柏然、

董子健组成的主播团取名字，最终获得“春夏秋冬”的团名，

口号为四季予你，伴你春夏秋冬。节目组也经常在微博中发

布送福利活动，增强了粉丝的参与感和粘性。

三、《朋友请听好第二季》在共情传播的存在问题

《朋友请听好第二季》作为创新型声音互动陪伴真人秀

节目，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参与式娱乐体验，同时也成为

了情感共鸣和社交互动的平台。然而，节目在共情传播中仍

存在各单元时长分布不均、情感易表达过度以及过度依赖明

星效应等问题。

1．各单元时长分布不均

节目共有四个单元，各单元时长分布不均会导致节目节

奏不紧凑或者某些环节过于冗长，从而影响节目的整体效果，

降低观众的观看体验。节目在展示嘉宾们的日常生活的单元

时长占比较多，嘉宾们共同做饭吃饭占比略长，而相较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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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宗旨通过声音的力量，为观众提供一个倾诉和分享的平

台，传递温暖和正能量较为相悖。

2．情感易表达过度

慢综艺节目往往强调对主题的深度挖掘和真实展现，但

有时候这种深度挖掘可能导致过度浓缩、过于刻意的情感渲

染。观众对于过度强调的情感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陷入“情

感过剩”的境地，导致共情效果的适得其反。节目要对来投

稿的信件内容以及弹幕进行过滤筛选，选择出能传递正能量

的各种声音。

3．过度依赖明星效应

明星嘉宾的参与虽然能够吸引大量粉丝关注，但也限制

了节目的受众范围。同时在倾听给予观众建议环节，明星嘉

宾因没有职场经验，没有感同身受的经历，从而无法为观众

正确的彻底的排忧解难。

四、《朋友请听好第二季》在共情传播中的建议

为了提高节目的质量和受众满意度解决以上出现的问

题，节目需要从合理设置节目中各单元时长，平衡明星嘉宾

和普通人以及专家学者的比例，建立合理的价值观导向，积

极正确的引导观众。通过这些改进措施，节目将更加贴近观

众的需求和口味，提高节目的质量和受众满意度。

1．合理设置各单元时长，增强互动感

作为观众的我们更偏向于去观看有关广播直播的部分内

容，也是在此时我们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因此节目需要合

理安排各环节的时长，增加各式各样的活动形式，增强与观

众的互动感。

2．注重节目尺度，建立价值观导向

专家指出，“真人秀节目的假定情境与规则，使得所建构

的协商对话也体现公共性特征。这种对话不能只是个人情感

的宣泄，而应体现对社会情感和价值走向的引导。”
［6］

节目在

筛选观众分享的故事和发表的弹幕言论时，要注意其严谨性，

要着重关注普通人情感需求的挖掘和共情表达的强化。虽然

真人秀节目主打真实、幽默轻松，使得观众能产生共鸣，但

应进行选择减少观众的猎奇心理，需建立好的价值观导向。

节目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观众的情感需求为导向，

不断优化内容制作和传播方式，打造更加贴近观众内心的优

质节目。

3．引入专业意见，正确引导观众

在节目中各个嘉宾对事件的建议各不相同，在上述到石

头发现自己父亲失业的秘密，谢娜给出看破不说破的观点，

而飞行嘉宾言承旭给出和父亲一起面对也许更有力量的观

点。节目目前的嘉宾设置缺少专业人士的专业观点表达，不

仅需要大众的观点，专业的情感专家或心理学专家的角色建

议也尤为重要，让求助的观众能听到专业的见解，由迷茫转

变为被理解。

节目也可以更多的关注社会热点话题，引导观众们和专

业嘉宾们一起思考和讨论，提升节目的深度和广度，满足不

同观众的需求，让观众更加深入地感受到节目所传递的情感。

综上所述，《朋友请听好第二季》是我国首档原创声音互

动陪伴真人秀，它的成功得益于其独特的节目设置、互动方

式和话题选择，更是以广播小站的形式和媒介融合进行了全

方位的创新，节目通过深入探讨热门话题和观众关心的问题，

在每一个故事里都能找到一个能够引发人们思考和共鸣的切

入点，用多种互动方式让观众参与其中，引发观众的情感共

鸣，将观众变成节目的参与者，并传递了积极向上的文化价

值观和社会正能量。“广播电台+真人秀”的创新，为国内综

艺的融合形式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综艺节目应努力突破流

量和收视率的束缚，倡导健康文化风尚，摒弃畸形审美倾向，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嵌于节目内容的构建中，在创新节

目传播形式的同时，注重加强对受众价值观的引导，向社会

传递正向价值观，发挥媒体肩负的教育功能，实现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双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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