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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文化时代价值及传播路径研究 
窦文妮 

（渝北区龙山小学校  重庆市渝北区  401120）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对北京冬奥会文化时代价值及传播路径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北京冬奥会文化具有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合作、提升中国冰雪运动文化发展自信等时代价值。借助海外平台推

动国际传播、完善媒体传播功能，充分发挥冬奥会形象大使的传播效应是最佳的路径选择。其目的在于弥补北京冬奥会文化研究的

不足，为学界研究冬奥会文化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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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如期举办的全球

综合性冰雪竞技体育盛会。北京冬奥会通过申办、筹办和举办

创造了新的冬奥会文化价值，具有丰富的奥林匹克文化内涵，

对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北京冬奥会文

化既是东西方文化的空间相遇，也是古老文化文明和现代的时

间相遇，这种难得的时空汇聚带来新的奥林匹克文化创造，将

引领冬季奥林匹克运动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代。 

1 北京冬奥会文化的时代价值 

1.1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在北京冬奥会申办、筹办和成功举办过程中，一系列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冬奥会文化衍生产品纷纷涌现，如从

冬奥会的会徽、火炬、奖牌、制服、花束、吉祥物到比赛场馆

等方面都融入了诸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特别是北京冬奥

会开闭幕式把中国地域维度的长城文化、时间维度的春节文化

以及与北京夏季奥运会文化元素进行整合创新，为冬奥会文化

从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高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

向世界，成为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驱动力[7]。 

1.2 促进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合作 

北京冬奥会文化价值体现了中国有史以来的文化积淀，在

近百年冬奥会的历史发展和变迁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对中国文

化的接纳在北京冬奥会上得以充分的体现，如冬奥会会徽、吉

祥物“冰墩墩”、火炬等在设计中都加入了丰富的、具有象征意

义的中国文化元素，让世界各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

化深度融合的力与美。随着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的回馈，冬奥

会文化将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合作向更加纵深发

展，全方位和立体化展示守正与创新的丰富内涵和价值。 

1.3 提升中国冰雪运动文化发展的自信 

北京冬奥会文化价值创造是实现提升中国冰雪运动文化自

信之根，以冬奥会文化核心价值理念为引领是实现提升冰雪运

动文化自信之魂，以建立完善的传播制度是实现冬奥会文化提

升冰雪运动文化自信之力。北京冬奥会文化提升中国冰雪运动

文化自信“聚焦效应”更有利于冰雪运动文化的传播、促进和

普及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由此可见，北京冬奥会文化不仅带来

中国冰雪运动文化发展的新突破，也给增强中国冰雪运动文化

自信带来新的内生动力，成为推动中国冰雪运动文化发展的分

水岭，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推进中国冰雪运动文化跨越

式发展，开启中国冰雪运动文化发展自信的新篇章。 

2 北京冬奥会文化传播路径 

2.1 借助海外平台推动国际传播 

北京冬奥会“一起向未来”是实现冬奥会文化国际传播的

宗旨，后冬奥会时期，借助海外孔子学院平台、海外中国文化

中心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平台，以国际化的视野，从国际关系、

国际舆论和媒介技术实现北京冬奥会文化跨时空、跨文化、破

圈层、正形象的国际传播效果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首先，随着中国文化“走出”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化“软

实力”的明显提升，世界各国对汉语学习的热情空前高涨，这

为冬奥会文化在海外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一是在海外建立

孔子学院冬奥会文化传播基地，面对冬奥会文化全球传播影响

力提升的需求，坚持以冬奥会文化弘扬中华文化为核心的理念，

将北京冬奥歌曲、冬奥文化短视频、冬奥文化影视作品创作等

内容融于一体，形成全媒体、全媒介、多元化的冬奥会文化多

语种全球传播服务平台，讲好冬奥会文化故事, 提升国际传播

的话语功能。二是在官方 Facebook 等的媒体平台和官网上同步

进行冬奥会文化传播，拓宽国际传播方式，塑造国际话语体系

的中国模式，增强冬奥会文化国际传播的针对性、实效性、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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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作为中国派驻国外的官方文化机

构，是实现北京冬奥会文化国际传播的桥梁和纽带。一是借助

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平台，应根据国家对外冬奥会文化传播战略、

目标和任务设计传播的内容、形式和实施措施，在明确国情宣

介、冬奥会文化交流、信息服务等职能的提前下，与当地媒体

保持长期互动与友好交流合作，形成冬奥会文化在海外中国文

化中心传播网络体系，深挖海外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以个人独

特的视角与政府新媒体的话语相互印证和有效补充，讲述冬奥

会文化故事，形成冬奥会文化传播的回馈效应，让冬奥会文化

成为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新名片。二是整合海外中国文化中心

平台优势，以国际化视野，创新传播方式与途径，提升国际传

播话语权，弥补国际传播的弱势地位，驳斥“国强必霸”的理

论，用中国智慧消解文明冲突，扩大国际传播内容创意表达的

亮点和特色，实现国际传播的新突破。 

最后，借助海外华侨华人宣传平台，遵守冬奥会文化国际

传播规则，加强海外华侨华人冬奥会文化交流，搭建冬奥会文

化对外传播桥梁，是实现冬奥会文化国际传播的最佳路径。一

是通过中央国际广播电台、妈祖文化海外发布平台等国内媒体

与海外华文媒体的国际传播相结合，共同构成冬奥会文化对外

传播的“两翼”，打造海外传播舆论阵地，同时要牢牢掌握冬奥

会文化海外跨文化传播的国际话语权。二是通过国内媒体和世

界华文社交媒体、世界华文传媒网、海外华侨华人官方与民间

新媒体的有效对接，第一时间回应冬奥会文化国际传播的热点

问题，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冬奥会文化的话语，提升国际传播的

影响力，为中国体育外交搭建新的平台。 

2.2 完善媒体传播功能 

北京冬奥会作为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国际冰雪竞技赛事，

既是面向世界展示多维国家形象的大舞台，也是展现冬奥会文

化与奥林匹克文化融合的重要窗口。完善主流媒体的传播功能、

建立媒体传播矩阵、搭建“线上线下”媒体传播平台，是提升

冬奥会文化媒体传播的有效路径。 

2.2.1 完善主流媒体的传播功能 

主流媒体是覆盖面广，品牌性强，影响力大的强势媒体，

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与主流媒体

息息相关。后冬奥会时期主流媒体应继续履行冬奥会文化传播

的国家重任，依托冬奥会文化传播载体，利用多元融合传播资

源和人才优势，创新冬奥会文化传播的语式与修辞，科学安排

对外传播的议程设置，以多样化传播语态全面提高对外传播的

影响力。与此同时，要统筹好国际主流媒体、五大洲的电视频

道和网络媒体，从新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层面创新多元内容

表现形态、打造主流媒体传播平台、创新主流媒体传播方式和

途径，实现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主流媒体传播的功能和作

用，充分彰显冬奥会文化主流媒体传播的时代价值，提升国际

传播的最佳效果。 

2.2.2 建立媒体传播矩阵 

冬奥会文化传播不是简单的内容和形式的重复整合，而应

充分借助不同的国内外媒体平台，从确立媒体舆论引导理念与

目标、创新媒体传播模式、整合媒体传播资源，优势互补构建

传播矩阵。一是借助国际奥委会认可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

通讯社和地域影响力的国家或地区通讯社媒体，应对国内外受

众的不同需求，采用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相结合的传播理念，

通过北京冬奥组委官方推特账号与冬奥会参赛国家（意大利国

家广播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国际频道等）主流媒体、

网络媒体发展落后国家的主流电视媒体建立冬奥会文化传播合

作机制，统筹传播主体和渠道，完善媒体矩阵，提升冬奥会文

化传播的影响力。二是北京冬奥会文化已成为塑造中国形象、

传播中国理念、发扬中国精神、弘扬中国文化的新契机。邀请

海内外知名运动员为冬奥会文化传播使者，依托先进技术赋能

传播、多维传播产品赋型（如微博、抖音、B 站、快手）构成

强大的官方宣传矩阵，向全世界讲好冬奥会文化故事，打造冬

奥会文化传播新格局，提升北京冬奥会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认可度。 

2.2.3 搭建“线上线下”媒体传播平台 

无与伦比的北京冬奥作为奥运史上首次实现转播全面“上

云”的冰雪竞技赛事，数字化转型为其带来了有史以来最高的

全球关注度。冬奥会在全球社交平台上吸引了超 30 亿网民的关

注，如谷爱凌等一些明星运动员账号的互动量超过 10 亿条。后

冬奥会时期搭建冬奥会文化“线上线下”媒体传播平台，是实

现冬奥会文化有效传播的新途径。一是通过“线上线下”传统

剪纸与冬奥会文化元素融合、书法与冬奥会文化元素融合、冰

雕艺术与冬奥会文化元素融合、会展与冬奥会文化元素融合等

媒体传播平台，提升冬奥会文化对外传播的效能。二是在冬奥

会文化传播的实践中应采取“线上线下”实体虚拟联动的方式，

借助影视、网络、微信、微博、自媒体视频等进行“线上线下”

融合媒体推介，提高冬奥会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使冬奥会

文化传播更展现时代性、创新性和应用性。 

2.3 充分发挥北京冬奥会形象大使的传播效应 

后冬奥会时期将赋予更多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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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文化作为对外诠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

有力载体，如何充分发挥北京冬奥会形象大使的传播效应需要

创新路径的突破。 

2.3.1 继续发挥申奥大使的使命和责任 

冬奥会形象大使不仅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更是一个传播冬

奥会文化的文明使者。如北京冬奥会申办大使姚明、申雪、赵

鸿博、张红、李妮娜、侯斌在参与北京申办冬奥会宣传推广活

动中利用自身影响力，通过自身奥运故事的叙事，为宣传冬奥

会申办，特别是在申办北京冬奥会的陈述中用朴实、真诚和热

情的语言，为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成功做出了贡献。后冬奥

会时期冬奥会申办大使应用广博的冬奥会文化知识、精湛的传

播技巧、高雅的传播气质，以高尚的冰雪文化情操，通过讲述

备战奥运会及夺冠的经历、北京冬奥会（会徽、主题口号、火

炬、奖牌、吉祥物等）故事，传播冬奥会文化；并用生动的语

言形象与受众者进行互动，实现更广泛有效的传播效果。 

2.3.2 发挥不同领域冬奥会形象大使的传播效应 

北京冬奥会形象大使有申奥大使、冬奥会形象大使、冬奥

会城市志愿者形象大使等类型，在冬奥会申办、筹办和举办过

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充分发挥不同领域冬奥会形象大使

的传播优势，是提升冬奥会文化有效传播的最佳选择。一是通

过北京申奥形象大使、冬奥会形象大使、冬奥会城市志愿者形

象大使的知识培训，进一步提升形象大使的传播技能，传播好

北京冬奥会文化声音，充分展示真实、立体、全面形象大使的

智慧，提高冬奥会文化传播的质量。二是借 2022 中国冬奥艺术

形象大使评选经验，征集冬奥文化遗产创作作品，通过剪纸、

绘画、雕刻、邮票、摄影等形式与冬奥文化融合，拓展冬奥会

文化传播的发展空间和范围，提升冬奥会文化传播的时代价值。 

2.3.3 深挖冬奥会形象大使传播的影响力 

冬奥会形象大使不仅是冬奥会成功申办的重要力量，也是

连接申办、筹办、举办和赛后传播冬奥会文化的纽带。北京冬

奥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冬奥会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了新机遇，也

为冬奥会形象大使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充分利用冬奥会

形象大使的微博、微信视频号、抖音号等社交媒体账号途径，

以高度政治自觉创新传播手段，向国内外受众传播积极、美好、

绿色、健康的冬奥会文化，提升冬奥会文化传播的效能。二是

利用冬奥会文化形象大使案例报告集，制作冬奥会文化形象大

使宣传展板、冬奥会文化形象大使宣传手册、宣传片等方式，

深挖冬奥会形象大使传播的影响力，积极推动冬奥会文化传播，

向世界展示中国积极开放的国家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增强文化自信，为全世界人民留下美好的冬奥会文化记忆。 

3 结束语 

北京冬奥会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如期成功举办的

全球综合性冰雪竞技体育盛会，对凸显北京冬奥会文化时代价

值及推动国际传播带来新契机。后冬奥会时期，需要从国家战

略和国际视野，深入探索北京冬奥会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挖掘

北京冬奥会文化的时代价值，丰富冬奥会文化传播的内容，以

新的传播理念、新的传播技术和新的传播科技手段，充分利用

多元介质、多元赋能、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等传播路径，实

现跨时空、跨文化、破圈层、正形象的国际传播效果，为北京

冬奥会文化推进奥林匹克文化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和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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