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台春晚借助

AR技术袁 让手语演
员置身于虚拟现实

环境当中袁对节目进
行手语解说曰并运用
AI 技术实现了适合
无障碍观看方式的
智能同期字幕袁让听
障人士野看见冶春晚
的声音遥 图为春晚彩
排现场

“我们手语社的微信群里早

早就发了无障碍春晚的消息，大

年三十大家早早就在电脑前等

着了，没想到效果比之前预计的

还好，大家都很兴奋，希望以后

这些技术能应用在更多的节目

里，大家都能拥有更丰富的精神

生活。”

在聊起 2025 年无障碍春晚
的“观后感”时，刚上大学的小萌

仍然难掩兴奋，因为从小疼爱她

的奶奶是位听障人士，即使戴上

助听器也只能听到极为微弱的

声音，小萌一直对手语略有了

解，上大学后更是第一时间加入

了手语社，就为了能更顺畅地和

跟奶奶一样的听障人群交流。

这个新年，春晚首次发起的

无障碍转播成了小萌和朋友们

一直热议的话题，有些演员的表

演桥段更是被他们反复播放。

“岳云鹏和孙越的那段，咱们手

语翻译得太可乐了，我觉得比他

俩说得一点不差。”

野同一时间笑出来冶袁
是很重要的事

今年春晚除了精心准备的节

日视听“大餐”外，更有不少温暖

人心的小细节，例如在央视新闻、

央视频等平台进行的无障碍转

播，专门推出的竖屏形式，配备了

实时字幕和上下两段画面，上方

是正常的春晚节目，下方则是给

听障朋友们准备的“特别解说”。

在一个个精彩的春晚节目

不断向前推进时，屏幕下方的手

语翻译官们不仅会全程跟演，13
位来自艺术团的听障演员和 4
位手语老师一起，参与整台晚会

的手语翻译。在一些歌舞节目中

甚至会同步唱跳，全程表演力拉

满，让人感受到他们满满的表演

张力和真诚。

与此同时，他们背后的背景

板也会同步做出改变，细节处蕴

含不少让人细细品味的小巧思。

整场节目中，这些解说官们

并不是单纯地用手语把节目翻

译了一遍，而是尽力“演”了出

来，甚至在舞蹈节目和唱歌节目

中，不仅是演，解说官们更是细

致地描述了舞台的布置，演员的

神态动作，节目背后的寓意背景

等等，十分用心用情。

“今年是我第一次和家人们

一起看春晚，我们家笑点都特别

低，在平板前笑得抱成一团，特别

开心。”听障人士肖强告诉记者，

之前大年三十的春晚很多节目是

没有字幕的，只有正月初一才有，

对于听障人士来说，有些节目因

为听不到声音也看不到字幕，在

他眼里总是显得非常夸张和惊

悚，或是莫名其妙，今年第一次和

家里人一起看，一起笑，对他来说

是非常特别的体验。

除了为听障人士准备的版

本外，同样也有为视障人士准备

的无障碍版春晚，不同于以往春

节期间广播同步转播的方式，今

年延续了广播电台格调的同时，

还增加了对于节目内容进行解

说的人员，精心编排了极具现场

感的解说内容，让每一个听众都

能身临其境。

现代芭蕾《伊人》表演时，听

障版的春晚转播中，我国首位视

障播音主持专业硕士董丽娜用

轻松活泼的语言描述着舞台上

领舞谭元元的站位和表演，介绍

了舞蹈背后年轻男女们幽深而

又绵延的相思之情，舞蹈透露出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唯美意

境，生命的活力和灵动都在声音

中一缕缕流露了出来。

对于很多听障人群和视障

人群而言，和普通人一样做平常

的事，也要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

的努力，在春节这个祥和而又特

殊的日子里，无障碍春晚的出

现，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有脉脉

温情流动，在合家团圆中有无限

温暖传递。

科技助力
更美好的生活

公开信息显示，我国残疾人

总数超过 8500万人，其中就包括
2000多万听障人士和 1800万视
障人士。

过去一年，在综艺、B站等平

台上，关于“无障碍”的话题被提

了一次又一次，脱口秀大会上视

障人士黑灯就吐槽过“消失的盲

道”，城市里有些盲道走着走着

就没了，有些盲道不是被共享单

车就是被消防栓挡道。

B站 up主“盲人博士生—黄
莺”的视频中，记录了自己日常

的各种生活场景，有网友曾经不

无心酸地表示，在短短几分钟的

时间里，听到了最多的词就是不

好意思，而这本该是别人对她说

的话。

在一个更宽容、更温和、更

友好的社会中，无障碍是大家共

同追寻的目标，同时也是一个漫

长的需要努力构建的过程，不可

能一蹴而就，在实现无障碍目标

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我们的社会

共识发生改变，科技带来的影响

同样不能忽视。

例如此次春晚的听障转播

版本中，实时字幕就是和科大讯

飞合作，从现场嘈杂的表演中实

时准确地把语音传播成文字，手

语“翻译官”们背后的背景板则

应用了 AR虚拟技术，实时更换
演员所在环境，让听障观众犹如

置身春晚演播大厅。

今年春晚也许仅仅是无障

碍社会建设路上一个小小的节

点，距离打造真正的无障碍社会

还有很远，但行程只要启航便充

满了信心，越来越多的科技助

残，AI加持正在路上。
2023 年 9 月 1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

式实施，2024年 10月，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通过了中国提出的中

国代表喀麦隆、洪都拉斯、巴基

斯坦、土耳其等 30国提交的无
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

决议，无障碍建设专题决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

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

陈旭大使在介绍决议草案时曾

表示，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人类文

明进步的标志，也是促进全体人

民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

入社会生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

成果、充分实现各项人权的重要

保障。无障碍事业能够让发展成

果惠及全体人民，实现机会平等

和包容普惠发展。

只要“人人享有无障碍”共

识，相信建设无障碍社会的步伐

必然不会太缓慢。

渊据叶华夏时报曳冤

记者日前从中国残联获悉袁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尧中国
残联办公厅联合印发叶关于进一
步加强残疾人广电视听公共文

化服务工作的通知曳袁 要求优化
残疾人广电视听公共文化服务

和内容供给袁着力推进广电视听
无障碍环境建设遥

通知指出袁要加强无障碍广
电视听节目供给袁满足残疾人基
本收视需求袁切实保障残疾人文
化权益遥按要求制作播出无障碍
广电视听节目袁提升各类大屏小
屏等视听终端的无障碍信息服

务水平袁鼓励和支持残疾人专题
节目的制作播出, 鼓励电视剧尧
网络视听节目等加配字幕尧手语
或者口述音轨遥鼓励和支持网络
视听节目服务机构提供面向残

疾人的无障碍公益视听服务遥探
索将无障碍电影向电视剧尧纪录
片等领域延伸遥
通知强调袁 要发展智慧广电

扶残助残服务袁 持续优化残疾人
广电视听服务遥 以野智慧广电+公
共服务冶为方向袁搭建智慧广电助

残服务平台袁 加强助残服务平台
无障碍建设和改造袁 为残疾人提
供便捷化智慧化综合信息服务遥
统筹利用好宣传文化部门和残联

系统的数字文化资源袁 更好满足
残疾人个性化尧 差异化文化视听
需求遥 各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要
联合基层残联尧慈善机构袁建立残
疾人关心关爱和帮扶机制袁 完善
基层残疾人服务网络袁 开展扶残
助残志愿活动遥 鼓励各地广电网
络服务网点结合设施条件袁 开设
无障碍服务窗口尧爱心通道袁开展
上门服务袁为残疾人提供便利遥

通知还指出袁要开展残疾人
文化宣传活动遥 在野全国助残日冶
野国际残疾人日冶 等重要时间节
点开展系列广电助残宣传活动袁
打造品牌栏目袁 形成品牌效应遥
鼓励制作播出丰富多样的助残

节目尧助残公益广告尧无障碍环
境建设主题公益视听节目等袁鼓
励各地制作播出反映残疾人自

强不息尧积极向上的主题影视作
品袁讲好新时代残疾人奋斗拼搏
的故事遥 渊据新华社冤

听障演员们抓住一切时间进行排练袁整个艺术团都为了这次春晚的无障碍转播倾尽全力袁希望能献
上一台完美的听障版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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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首推无障碍转播
科技助力搭建残障人士友好社会

链接 >>>

两部门联合发文
保障残疾人无障碍“看”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