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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大考》创作座谈会举办 以现实主义笔触为时代画像

【新华网】10 月 25 日，电视剧《大考》创作座谈

会在京举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领导、文艺评论专家、

《大考》剧组主创人员等出席座谈会，就该剧的主题开

掘、人物形象塑造、叙事角度、艺术风格等展开研讨。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秘书长易凯主持此次会议。

《大考》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指导创作、爱

奇艺出品、艺匠工作室打造的现实题材剧，该剧自播出

以来综合收视领先，剧集展现出的现实生活中的人情味、

烟火气，以及青春奋斗精神，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

《大考》播出以来获得了各方点赞，创作团队、

出品方及时总结做法。爱奇艺王晓晖从三个方面总结该

剧的成功经验：“第一，总局的高度重视、悉心指导，

各级领导、播出平台等的大力支持为《大考》提供了坚

强保障。第二，主创团队攻坚克难完成拍摄，总局领导

及各平台积极支持协同播出，让《大考》的播出影响力

持续提升。第三，在总局相关司局指导帮助下，爱奇艺

以海内外台网同频共振的格局推动《大考》发行传播，

其精良品质、温暖底色获得海内外一致肯定。

“真实”是《大考》收获的诸多赞誉中的一个热词。

该剧立足中国式家庭样本，以两所学校、七个家庭的备

考赴考历程，勾连起社会生活的丰富侧面和平凡个体的

百态人生。

总制片人冯微微介绍，在破题阶段，主创团队在

困惑之际获得总局指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采风

中寻找素材和灵感，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将创作主

旨确定为以真实、真情的创作手法，向观众展现生活味，

烟火气；策划阶段，主创们将案头工作与深入采风结合，

反复打磨；筹备阶段，主创深入围读，进一步完善各方

面细节；拍摄阶段，创作团队克服疫情困难，勠力同心、

扎实推进。总局和爱奇艺领导在《大考》的创作过程中，

不忘初心，坚持匠心，不仅在宏观方向上保驾护航，而

且在不少拍摄、协调细节上提供了大力帮助。

演员极具生活质感的表演，也为《大考》的真实感、

感染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在剧中饰演赵珊的知名

演员颜丙燕说，她拿到剧本后，不断揣摩角色的性格和

情感逻辑，经常与导演、编剧沟通探讨，还在说话、咬

字的方式上尽量向拍摄当地妇女靠拢，力求让角色生动、

立体起来。在剧中饰演吴家俊的演员荣梓杉也表示，自

己曾向身边亲友请教高考经验，也在网上看了很多关于

高考的纪录片，力求角色更加真实可感，让观众感受到

年轻人热血追梦的力量。

北京八中校长王俊成表示，真正热爱教育、支持

教育、投身教育的人，一定是情怀至重、境界至高、风

尚致美、功德致远的，他在《大考》中品读出了这一点。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表示，《大

考》实现了对生活的审美化、艺术化表达，对现实题材

创作具有启发意义，体现出创作者对生活和艺术的双重

尊重，开掘出现实生活的纵深感和延展度。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为，《大考》不

是仅仅满足特定受众消费需求的作品，而是体现现实主

义底色的文艺精品，体现了中国式教育剧的特征，既鼓

励学生奋斗追求，又引领高远的人生追求，传达出健康

积极的教育理念。

青春奋斗力量传扬时代精神

《大考》用考生们的拼搏奋斗、社会各界为莘莘

学子架桥铺路，展现出青年一代舍我其谁的青春力量，

抒写人民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勇气与情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副主任申积

军认为，《大考》通过人们在困境中的携手相助，描摹

出社会的温暖底色，展现出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故

事不刻意煽情，但其

情真意切足以催人泪

下。

《大考》导演沈

严认为，该剧真正的

主角不仅是老师、学

生、家长等角色，而

且是中国人的一种精

神，希望通过《大考》

的人物和故事，把中

国文化的传统、当今

时代的精神真实地传

递到观众心里。《大

考》总编剧聂成帅表

示，生活中有无数追

梦的学子、优秀的教

育工作者、无私奉献

的奋斗者，影视剧应

当不吝赞扬之声，从

而鼓舞更多优秀人才

投入到建设当代中国

的伟大事业之中。

《大考》创作团

队的艺术情怀打动了

观众，也打动了业界

专家。中国传媒大学

教授卢蓉表示，《大

考》很好地把握住了

公共性与个人性，整

体性和个体性之间的

转化与共生关系，人

物塑造具有多样性、

深刻性、引领性，以创新的创作方法呈现了当代中国人

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揭示出当代社会的深刻变化。北

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副主任吕帆认为，《大考》有着非

常丰富的青春元素，通过青春元素的叙事创新，表明当

代青年是可爱、可信和有为的；通过青春元素的美学革

新，展现出基于现实主义的青春风采；通过青春元素的

价值自信，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认

为，《大考》的成功经验启发行业和社会，现实主义、

现实题材创作需要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活当作一个审美

创造的整体对象，加以全面把握；电视剧应该彰显中华

美学精神，表现中华美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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