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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计”背后的教育反思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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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南卫视“变形计”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也因此备受争议：成长教育类纪录片节目在重收
视率的同时，该如何兼顾青少年儿童成长教育，即如何采取适当的教育方法使节目中的“问题少年”能够认识到自身错

误以及不足，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以及如何避免节目变形后效果反弹。在剖析“变形计”成功的基础上，从

教育的角度去探讨节目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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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年度中国电视创意大奖颁给了湖南卫视“变形计”真人秀栏目组，而这一年正是“变形计”
开播的第一年。“变形计”作为湖南卫视开发研制的一档生活类角色互换真人秀节目，号称“新生态纪

录片”。该节目以“换位思考”以及“体验式学习”为基本理念，让参与变形的主人公们通过角色互换来

体验不同的人生，并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体验的冲击下，学会成长，达到改善关系、解决矛盾、收获教

益并回归正常家庭以及学校生活的目的。在这个各类电视节目泛滥的年代，“变形计”以其强烈的责任

感和深刻的教育意义，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关注，并成为我国真人秀节目的典范。

１　“变形记”的意义
１．１　“变形记”使交换人生成为可能

“变形计”最基本的表现是安排参与变形的主人公们进行互换人生体验，即参与节目的双方在７天
之中互换角色，体验对方的生活。节目同时全程每天２４小时跟拍，粗加剪辑后原生态播出。这对于参
与“变形”的主人公们来说是一次人为的绝佳的机会，让他们能体验一种全新的生活。一方面，“变形

计”给城里孩子提供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孩子往往会来到一个交通不发达、经济相对落后的山区，没

有优越的生活条件以及攀比成风的学校环境，也没有各种物质欲望的诱惑，有的只是艰难的家庭状况、

秀美的风光以及淳朴善良的老师与同学们。在这里，孩子们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艰辛，也过早地承担了

家庭的重担，他们珍惜每一个受教育的机会，因为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因为家庭变故而辍学，也正是这种

物质极度缺乏的环境，更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震撼与触动。对于山里的孩子而言，参加“变形计”无疑

给了他们一个走出大山看看外面世界的机会。这里面承载了父辈对他们的期望，以及自己对未来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憧憬，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努力向上、改变家庭环境和自己

命运的一种动力。

１．２　“变形计”凸显家庭教育的缺失
“变形计”在赚取了众多观众泪水的同时，让我们痛惜孩子变形前的表现，感慨变形过程中孩子的

成长，也让我们看到了孩子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以及现实生活中家庭教育的缺失。一方面，城

里家长总是在抱怨：“孩子以前挺听话的，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隐忍无私的爱，让他们哪怕是在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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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犯错的情况下，也总是不忍心责骂。而对于孩子而言，每一个 “坏孩子”其实在潜意识里都不希望别

人说他坏，他们对赞许有着更强烈的需求，他们更希望家长、老师能理解他们的种种 “叛逆行为”，其实

这也只是青春期的一种正常表现，但遗憾的是，在我们的身边，很少有人能容得下孩子们这种张扬个性。

家长、老师一见到孩子不爱读书就训斥，而青春期的孩子正是精力旺盛，不喜欢读书而又不被家长、老师

引导到其他方面的话，他们就会无师自通地去做一些 “坏事”［１］。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家长不能适时地

加以理解以及正确地引导，则会引起孩子的叛逆与反感，在歧途越走越远。另一方面，山里孩子的家庭

教育方式，则往往是过早地体验生活的艰辛，孩子们在理解了父母隐忍无言的爱的同时，也勇于承担属

于自己的那一份家庭责任。生活的磨难让山里父母不善于用言语来表达自己对子女的爱，也很少过多

地去了解孩子们的内心感受，但家境的贫寒并不影响爱的传递，所以这些孩子心怀美好的同时，往往内

心敏感而脆弱。他们在来到陌生的城市后，往往表现得拘谨而又格外懂事，拥有着极强的自尊心，也表

现出对温暖家庭环境的渴望。

１．３　“变形计”凸显换位思考的重要性
“变形计”的节目理念中最重要的即是“换位思考”，这种换位思考是通过换位生活的方式来达到

的。换位思考是融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佳润滑剂。人们也都有这样一个重要特点：即总是站在自己

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假如我们能换一个角度，总是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会得出怎样的结果

呢？最终的结果就是多了一些理解和宽容，改善和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是从换位思考做

起的。宽容这一美德也开始于换位思考。在变形记中，父与子的角色互换，父亲更加了解儿子的日常生

活，而儿子也在替父亲掌管生意以及照顾家庭的生活中理解了父亲的心酸、不容易并最终重建温馨父子

爱。在城里孩子与山里孩子换位生活的体验中，城里孩子理解了父母生活的不易，在物质缺乏的环境下

回味父母浓浓的爱，在对比城乡差距的同时学会珍惜自己以往的生活，在淳朴真诚的环境下学会感恩、

给予。山里孩子在看过外面的世界后，也学会了感受来自周围人的关心，他们一直就擅长的换位思考的

优秀品质，也往往能帮助他们收获珍贵的友谊。

１．４　“变形计”所带来的积极社会影响
“变形计”的热播，不仅是真人秀节目本土化的一个典范，同时也展示了媒体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变形计”往往以时下社会热点为题，以双方的角色互换为节目内容，用电视的手段来设置议程，把这

一社会热点问题强化并放大，以期得到广大受众和政府当局的关注，从而促使这一社会热点问题能得

到很好的认知和解决。一部“变形计”，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造成的巨大的贫富地域差距、独
生子女的娇生惯养、家庭教育的匮乏与意识薄弱等等。观众往往在被节目剧情打动的同时，也能引发他

们对自我、自我生活以及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反思，并试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或吸取其中的正能量，从

而更好地面对生活。

２　变形记背后的教育反思
然而，“变形记”在获取一片赞声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节目背后的思考。这个节目设计的初

衷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不同的家庭出生背景、不同人生阅历的孩子，会在这场秀中有完全不同

的心理体验，而且双方家庭环境的落差越大，效果就越明显。但是，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节目结

束之后带来的后续影响，有没有人继续去关注、关爱他们？在经历了这场为拍节目而进行的换位生活之

后，他们的内心深处究竟留下些什么？

２．１　心理落差如何平衡
“变形记”让两个成长环境迥然不同的孩子暂时交换了他们的人生，然而在变形结束后再返回他们

自己原来的环境这也是一个既定的事实，相对于城里孩子来说，山里孩子在变形前后的心理落差相对会

大些，也更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怀。而城里孩子是由一个较好的环境转入一个较差的环境，对于他们

来说，几天的变形生活只是他们人生旅途中的一次经历，在这次经历中他们成长了，学到了一些真善美

的东西然后回到他原来的世界里去。但是对于山里孩子而言，他们满怀着对外面世界的期待，来到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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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类似于天堂的地方，在这里他们确认了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度充裕，在这里他以前生活中所有的困难消

失了，没有贫穷的家庭，没有过重的家庭负担，也没有生病需要照顾的家人，俨然过上了曾经一直期待的

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变形结束后，美好的生活也结束了，山里孩子必须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继

续去面对他曾经所面对的生活磨难。我们不能肯定，这次变形给他们带来的一定是正面的影响，如果他

们不能很好地看待这次变形，那么因为“变形”产生的心理落差又应该怎么来平衡？

对于变形中孩子产生的巨大心理落差，我们应给予重视，在必要时候对孩子进行适当的心理建设，

引导他们正确地看待“变形”在他们人生中的意义，激励他们始终以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生活。与

此同时，节目组在节目的最后环节也可以设置帮助环节，在这个环节里，节目组可以利用社会的力量，让

社会的爱心力量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力图解决他们在生活上以及学习上的各种问题，让他们

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从而更好地成长。

２．２　如何有效防止变形后效果反弹
由于“变形记”的时间较短，环境对比刺激较强，这些无疑都有利于促进变形的成功。但在变形结

束后，在回到原先的环境后，孩子能否洗心革面、改变自己的一些陋习这是我们需要深思的一个问题。

毕竟孩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是一回事，但真正做出改变又是另一回事。其实，在孩子经历了变形回归

后，父母家长以及周围的老师同学也应该经历自己内心的变形，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对待孩子、朋友的

态度是否不当。缺乏沟通与信任的家庭，应该考虑一种新的民主平等，注重沟通交流的方式；过于忙碌

的父母，应当缓下生活的脚步，关注孩子的成长；过度溺爱孩子的家庭，应当一改平时有求必应的相处方

式，教育孩子自立自强面对生活。总之，家庭教育是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基础，家庭关系、家庭教育方式、

家庭教育内容这些都是造成问题少年的成因。父母对孩子深层情感与内心感受的忽略在变形过程中得

以凸显，这也是变形记后家庭教育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即参与变形后，家长也应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

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多关心孩子，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与鼓励。

２．３　改进教育方法，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学校教育促进变形效果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教育的对象。尽管城里学生拥有的教育资源远多于农村，但是城里学生的学

习兴趣却不如农村学生，这些在节目中往往都能得到体现。城市变形记主人公们来到了山里学校，曾经

的厌学孩子也总是能很快地融入其中，静下心来坐在课桌前，并逐渐与学校师生打成一片。由于青春期

是心理发生变化的高发区，中学生存在的问题让人担忧，教育者要关注孩子的身心成长，教育者不仅要

站在施教者的角度为学生着想，也要站在受教者的角度思考学生，不仅和学生建立一种师生关系，更要

建立一种朋友关系，关怀学生，亲近学生，为学生营造幸福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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