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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高校体育文化传播思考 
朱雅琪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地区湖南长沙  410151） 

摘要：在高校体育教育工作开展中，探索与时俱进发展的体育教学模式是一项重要任务。然而当前仍

有一些高校未能结合新媒体发展趋势，完善体育教学模式，并且在高校体育文化传播能力方面还需要加强。

进而导致高校体育文化传播效果不佳，不能更好地通过体育文化传播对体育教学环境进行优化，强化体育

教学效果等。因此，为促进高校体育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有效传播，就需要掌握基于新媒体环境的高校

体育文化传播特点，分析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价值。并从强化传播的重视度、积极完善传播内容、利用新

媒体互动性等传播对策出发，以此提升体育文化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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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在新媒体环境下，高校体育文化传播具

有互动性特点。在高校体育文化传播与发展过程

中，与新媒体时代相融合，加强体育文化传播的与

时俱进具有重要价值。现如今，要想实现高校体育

文化的有效传播，就必须注重体育文化传播在新媒

体环境下的发展和变革。 

一、新媒体环境下高校体育文化传播特点 

（一）互动性 

在以往的体育文化传播工作开展中，很多高校

都是运用线性传播方式进行单向传播。虽然这样的

传播方式具有一定的优势和价值，但是很容易导致

传播主体和受体之间形成障碍，影响信息传播的及

时性和有效性，也不利于受体接收到更为完整的信

息。进而导致高校体育文化传播效果不佳，无法发

挥高校体育文化传播对学生培养和引导的带动作

用。在新媒体环境下，以线性传播方式为主的单向

传播发生很大变化，相应的受体也从以往被动的接

收状态向着主动接收状态转变，并在很大程度上增

加了传播介质和受体之间的联系，使得二者之间的

互动性更强。对高校体育文化传播来说，新媒体环

境使得高校体育文化传播的环境大大改善，也提升

了受体的互动性与主动性，不断达到了信息传播的

有效性和人性化目标。如此一来，就使得高校体育

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呈现出互动性特点。 

（二）及时性 

基于新媒体环境的高校体育文化传播具有及

时性特点，因为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新媒

体传播方式变得更加丰富，并改变了以往传播方式

的时间、空间限制，可以进行信息的全方位传播，

也有着很快的传播速度。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对高

校体育文化传播带来很大机遇。在体育文化传播

中，高校可以结合新媒体信息传送较快、及时的优

势，加强体育文化的有效传播，也可以结合新媒体

传播范围广的这一优势，促进体育文化在高校范围

内以及校外其他方面的广泛传播，提升文化传播的

有效性和及时性。与此同时，在光纤技术不断发展

过程中，网络信息传播速度持续增加，这方面使得

高校体育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速度增加。而

且相应的受体可以第一时间获得信息，促进信息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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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时效性和有效性的提升，更加及时和全面地了解

高校体育文化，并融入体育文化的传播行列中。 

二、新媒体环境下高校体育文化传播价值 

一方面，可以促进高校体育文化实现更好的传

播。在新媒体发展的环境下，师生获取体育信息的

方式增加，尤其是可以通过网络来获取大量的信

息。高校要想提升体育文化传播效果，就需要结合

师生获取体育信息方式的变化情况，发挥新媒体的

优势作用，将新媒体与体育文化传播结合。如此一

来，可以实现体育文化的更好传播。而且在智能手

机功能日渐创新的背景下，学生对智能手机的喜爱

程度也在不断增加，大多数学生都有智能手机，学

生可以通过手机和外界沟通，也可以获得丰富的外

界信息。所以，在高校体育文化传播中，就需要注

重新媒体环境带给学生的影响，抓住新媒体环境下

的技术、平台优势，加强体育文化传播效果，不断

培养学生的体育文化精神，更好促进学生的发展与

成长。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高校体

育文化。结合新媒体环境，对体育文化进行传播，

是高校立足实际情况和生活，鉴于学生感兴趣的方

式进行体育文化教育和传播的有效手段。而且以新

媒体为主的体育文化传播，可以使学生形成对文化

学习的意识，也会提升文化传播积极性，更好感受

高校体育文化的魅力，增强体育文化认识和了解的

整体效果。 

三、新媒体环境下高校体育文化传播对策 

（一）强化传播的重视度 

不少高校在体育文化传播中，缺少对体育文化

传播的重视度，也没有将文化传播和新媒体环境融

合。进而导致学生对体育文化的了解不足，也很难

提升体育文化的学习效果。因此，要想改变这样的

现状，就需要高校强化对体育文化传播的重视度，

尤其是要提升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重视度。在相关

工作开展中，可以改变体育文化传播理念，重视体

育文化传播的整体性，不能只是强调体育文化传播

的表面化。而且体育文化的传播要以学生生理和心

理健康为核心，对学生展开有效的引导和培养。同

时，高校也可以立足学生的需求角度出发，对新媒

体环境中的体育文化内容进行挖掘，然后通过新媒

体手段对获得的体育文化内容进行传播。从而使学

生收获的体育文化内容更加丰富，补充学生的课余

生活，使学生更好地感受体育文化，形成对文化进

行传播的积极性。并且高校还可以利用新媒体技

术，对学生喜欢的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等进行网络

化的调查，也可以分析哪些新媒体平台是学生使用

人数最多的，以及学生在新媒体平台中关注的是哪

些类型的网络信息。然后向学生传递体育文化，提

升文化传递和传播的针对性，不断获得更为高效的

传播效果。 

（二）积极完善传播内容 

高校在结合新媒体环境进行文化传播过程中，

需要积极完善传播内容。一方面，高校可以将新媒

体技术当作基础，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对体育文

化传播内容进行完善和丰富。同时，也需要有关工

作人员对新媒体中的体育文化内容进行挖掘，并将

相关内容和高校拥有的体育文化结合，为学生制作

成相应的视频。在制作过程中，还可以邀请校内擅

长体育运动和制作视频的学生参与。进而使体育文

化传播视频的制作更加创新，促进体育文化传播内

容的不断优化和完善。另一方面，高校可以结合新

媒体的直观化特点，让体育文化直观化地传播给学

生，使学生能够直观地看到体育文化内涵，以及相

关体育活动对个人身体、生理方面的影响。比如，

通过新媒体对跑步相关的体育文化进行直观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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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让学生充分和直观地看到跑步的体育文化内

涵，并了解跑步可以使人体各部分肌肉和骨骼发生

变化，更好地强身健体。如此一来，也能吸引学生

对体育文化传播和学习的注意力，方便学生对体育

文化的有效学习与理解。并且在直观化的体育内容

传播中，也可以使传播内容更加专业和丰富，增加

体育文化和学生的联系，强化学生学习和发展的整

体效果。 

（三）利用新媒体互动性 

一方面，学校可以通过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

台，对体育文化进行传播。因为这些平台不仅具有

互动性特点，也具有分享和转发功能，能够使体育

文化进行二次传播。并且又可以通过新媒体的发散

性，提升传播效果与影响力。同时，学校在新媒体

平台使用中，也要鼓励学生在浏览和接受体育文化

的同时，运用分享和转发功能，对相应的文化进行

二次传播，从而促进高校体育文化传播效果的提

升。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利用新媒体的互动性，高

校可以开通官方的体育文化传播平台账号，在账号

内拍摄和体育运动以及文化有关的短视频。然后通

过相应的平台分享出来，其中的内容除了是简单的

室内运动以外，还可以是和室内运动、户外体育项

目等有关的体育文化。进而使学生更好地体会体育

文化，并能够积极地进行体育文化传播，将体育文

化传播与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结合，以此提升高校体

育文化传播的效果与影响力。 

结语 

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体育文化传播中，高校需要

将新媒体互动性作用体现出来，积极利用新媒体的

互动性进行文化传播。并且为推动高校体育文化在

新媒体环境下的有效传播，也需要强化传播的重视

度。以此实现体育文化传播与新媒体环境的结合，

不断带给学生丰富的体育文化知识和内容，使学生

获得有效的熏陶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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