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7.1%的受访者看过青
春题材的影视剧

“我印象深刻的一部青春片是

《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男主角

在感情上不够成熟，这使得他没能

与心爱的女孩在一起。影片里刻画

的青春伤痛是当时同学之间谈论的

主要话题。”成都某985高校的大三

学生许俊逸（化名）说。

山东省临沂市某初中生王梓

（化名）告诉记者，他喜欢看青春剧，

一是因为故事背景、演员年龄与自

己相仿，二是青春剧充满生机和无

限可能，“电视剧中的生活多是自己

理想中的那样，充满了动力与正能

量”。

杭州某传媒公司员工刘君凯

（化名）则只在没剧看的时候，才选

择青春剧，“总觉得已经过了那个时

代，看着有些幼稚”。

近年来，涌现了越来越多的青

春题材影视剧作品。调查中，97.1%

的受访者看过青春题材的影视剧，

77.9%的受访者表示喜欢看。

“只要是好的作品，哪个年代的

青春剧我都来者不拒。”相比之下，

许俊逸最喜欢 20 世纪 90 年代的青

春剧，“与自己所处时代差不多，更

感同身受”。

喜欢看历史剧和军旅剧的刘君

凯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青春军旅

偶像剧最好看，“剧情逻辑比较走

心，也有年代感”。

在青春题材作品中，20 世纪 80

年 代 的 青 春 剧 最 受 受 访 者 欢 迎

（52.6%），其 他 依 次 是 90 年 代

（42.2%）、70 年代（32.4%）、60 年代

（18.0%）和21世纪00年代（8.6%）。

61.2%受访者承认是为
了追忆美好年少时光

曾执导过电视剧《谁的青春不

迷茫》和《匆匆那年》的女导演、编剧

姚婷婷认为，青春剧的繁荣反映了

观众对这种题材的需求。

许俊逸认为青春剧满足了正值

青春的人对青春的幻想，“而对青春

已逝的人来说，回忆里的时光总是

阳光明媚”。

“我在高中铆足了劲儿学习，没

有像电视剧中那般快活。看完都想

再重新来过一遍了。”在一家外企工

作的张可（化名）说。

人们喜欢看青春剧的原因很

多，61.2%的受访者认为那能够勾起

对 美 好 青 春 的 回 忆 、引 发 共 鸣 ，

59.9%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青春没

有影视剧中的精彩，看剧是一种“心

理补偿”。其他还有：黄金档期上

映，顺便看看（32.3%）；可选影视剧

太少，只能看这些（21.8%）和被家人

或朋友拉着看（7.6%）等。

许俊逸觉得，有些青春剧中的

情节和他的高中生活很像，“比如老

师站在教室后门口隐蔽地观察学

生，放学后和同桌一起打扫全班卫

生……”

“我的青春没有轰轰烈烈的东

西，没有歇斯底里，生活更平淡如水

一些。”刘君凯认为，现在有些青春

剧剧情脱离了实际生活。

民调显示，18.1%的受访者觉得

青春题材影视剧反映了自己的青

春，66.0%的受访者表示“有一点亲

切感”，另有 12.0%的受访者坦言与

自己的青春相差很远。

每个人对青春的回忆或印象都

是不尽相同的。受访者中最为普遍

的感觉是单纯和美好（59.5%），其次

是青涩与懵懂（50.1%）。其他依次

是：有规矩、有师长（35.0%），无忧无

虑（34.8% ），题 海 与 奋 笔 疾 书

（28.4%），伤痛与成长（20.3%），遗憾

与悲伤（17.4%）以及平淡与一成不

变（9.5%）等。

62.9%受访者希望青春
剧应多与现实接轨

“很多青春片专注于情感刻画，

而故事则显得单薄。”许俊逸很无奈

地说，“如果加上奋斗、梦想等主线，

片子才会更吸引人。”

“校园生活给人最大的感受就

是单纯、平淡、美好，没有各种利益

纠葛，没有太多烦心事。”刘君凯认

为，青春校园剧应该以这些题材为

主。

“青春剧应该是阳光、积极向上

的。”王梓希望青春剧贴近生活，不

要包装得太夸张，同时她认为演员

的演技也很重要。“年龄偏小的观众

都是冲着偶像去看的”。

青春剧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调查中，63.9%的受访者认为是

题材，青春剧不仅要有爱情，还要有

梦想和成长；51.7%的受访者认为是

剧本，故事情节需引人入胜；49.5%

的受访者认为是导向，应该积极阳

光健康，不渲染堕胎、幼稚和义气

等。此外还有：选角，找到合适的演

员（38.7%）；导演和制片人，有诚意、

负责任（28.0%）；演技，没演技会看

不下去（18.6%）等。

姚婷婷说，青春剧的演员普遍

比较年轻，他们的表演经验也弱一

些，“怎样引导演员，以及导演与演

员之间的磨合，是一个重要的问

题”。

姚婷婷觉得，接地气、反映一代

人成长经历的青春影视剧还比较

少。“我在拍《匆匆那年》时，就在想

这些问题。最近播出的《最好的我

们》《一起同过窗》等，都表现得写

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趋

势”。

姚婷婷表示，在学校中发生的

故事，尤其是高中生活的相似度非

常高。当这类戏越来越多的时候，

如何做出特色、体现新意尤为关键。

青春影视作品还有哪些需要改

进的？

62.9%的受访者认为应多与现

实接轨，打破未婚先孕、打架斗殴等

套路；60.6%的受访者认为要重制作

和品质，不能只靠演员人气和宣传

营销；54.5%的受访者希望演员的选

择要符合剧情、人物角色；28.4%的

受访者希望节奏恰当，不拖泥带水。

受访者中，00后占0.7%，90后占

23.1%，80后占51.1%，70后占19.4%，

60后占4.4%，50后占1.2%。男性占

45.0%，女性占55.0%。

（中国青年报）

现实中，有的官员经常出入山门，求神

拜佛，论及参禅问道“出口成章”，马列箴言

却记不住几句。有的官员热衷于和“大师”

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成了某些“大师”们的

应声虫、摇钱树。有的官员，甚至一些高级

领导干部，党培养多年，党信任多年，可心

里就是没有党，以至于在党不言党，在位不

为民，白天讲马列，晚上敬鬼神。也难怪，

最终，这些人成了庙堂上的摆设，无灵魂的

躯壳。

一些官员深陷迷信，无视党纪国法。

李春城在四川工作时，滥用职权进行封建

迷信活动，公事私事都请风水先生做道

场。广东揭阳市委原书记陈弘平极度迷信

风水，动用公款修建阴宅，更号召干部带头

学风水学。江西安远县委原书记邝光华常

年佩戴“求神避邪”符，把风水先生奉为“座

上宾”。群众对此议论纷纷：党培养一个干

部不容易，这些官员身居高位，仍要装神弄

鬼、求神拜佛。俗话说，做多了坏事心里就

有鬼。为官一任，整天把心思放在歪门邪

道上，出问题是早晚的事。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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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马列岂能拜鬼神
在这个大数据时代，连小学生都会使用

大数据分析问题了——适逢苏轼诞辰980周

年，清华附小的一组小学生对苏轼进行了大

数据分析，而且还写了论文《大数据帮你进

一步认识苏轼》，让网友看呆。

创新人才培养呼唤新的教学方法，其中

最重要的是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学生的

主体性、教学的开放性成为学习的显著特

征。何时当这种研究性学习成为主流学习

方式，研究性课程成为小学生日常作业，当

我们不再惊呼这样作业的诞生，我们的教育

或许离创新型人才培养真正进了一步。

(新华网)

大数据分析苏轼值得称道
不同的年轻人喜欢不同的偶像，当然各

有各的理由，这些理由很可能是积极上进

的。然而，年轻人之间也不乏有这样的人：

他们或过度痴迷偶像们的漂亮容颜，或过于

羡慕他们的浮华生活，又或者总是幻想着名

流环绕的“上流”生活。这些思想，让原本只

是用来娱乐大众的追星消遣，变成了腐蚀心

灵的“毒药”。明星可以作为一道养眼的风

景让我们欣赏，但他们的生活其实与我们并

没有太多关系。对我们来说，收回虚无缥缈

的幻想和偶像投射，把目光放在现实生活

中，扎扎实实策划好经营好自己的人生，才

是最重要的。 (中国青年报)

想要的生活自己去争取

前段时间热

播的《春风十里不

如你》刻画了一群

年轻人从初入大

学到毕业工作，在

感情、生活上的经

历和成长，有欢

乐，有忧伤，引起

了很多观众的共

鸣。《闪光少女》

《最好的我们》《致

我们终将逝去的

青春》……青春题

材影视剧的热播，

是否让你想起了

自己的青春？

中国青年报

社社会调查中心

对 2008 名受访者

进行的一项调查

显示，97.1%的受

访者看过青春题

材 的 影 视 剧 ，

77.9%的受访者喜

欢 看 青 春 剧 。

61.2%的受访者喜

欢青春剧是因为

能够勾起对青春

的回忆 、引发共

鸣。62.9%的受访

者认为青春题材

的影视作品应与

现实接轨，打破未

婚先孕、打架斗殴

等套路。

看青春，民调显示20世纪
80年代剧集最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