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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中国“非遗+直播”模式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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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研究数字赋能下“非遗+直播”模式的传播效果，以“苏绣世家”为例，分析直播技术如何打破时空局限，

增强传播吸引力。通过收集观看人数、点赞数等数据，发现该模式传播范围广泛，用户参与度高，且有助于文

化传承。研究提出优化直播内容、培养主播等策略，以提升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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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dissemination effec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live streaming" model under digital 

empowerment.Taking "Su Embroidery Family" as an example，it analyzes how live streaming technology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ime and space and enhances the attractiveness of dissemination.By collecting data such as the 

number of viewers and likes，it was found that this model has a wide range of dissemination，high user participation，

and is helpful for cultural inheritance.Research proposes strategies such as optimizing live streaming content and 

cultivating anchors to enhance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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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今时代，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在此背景下，“非遗直

播融合”这一创新模式悄然兴起，成为文化传播领域颇具潜

力的新路径。探究对“非遗直播融合”模式传播效能的影响

机制。为确保研究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选取“苏绣世家”直

播间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实证考察。考察剖析直播技术在拓展

非遗文化传播维度、提升受众互动性等方面的具体作用机

制。期望通过本研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创新

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助力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

力。 

1 数字赋能对“非遗 + 直播”传播效果的影响 

数字赋能对“非遗 + 直播”传播成效影响显著且多维。

技术上，直播技术打破时空局限，让非遗能够实时、广泛触

达全球观众。高清视频及 VR/AR 等技术构建沉浸式场景，

增强传播吸引力。数据方面，直播平台数据分析功能可以剖

析观众兴趣、需求与行为模式。传播者可以优化直播内容、

时间及方式，实现精准传播，提升传播效率。社交层面，直

播社交属性促使观众通过互动推动非遗信息传播，形成口碑

效应，强化“非遗+直播”传播效果与影响力[1]。 

2“非遗 + 直播”模式传播效果的实证分析 

2.1 案例概述 

（1）案例选择 

苏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艺术价值卓越，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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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但在时代变迁中，

苏绣传承面临困境，市场受众局限。近年来，直播行业的发

展为传统技艺传播带来新契机。部分苏绣传承者与商家抓住

机遇，投身直播推广苏绣。本研究选取“苏绣世家”直播间

作为典型案例分析。该直播间在苏绣直播领域知名度高、影

响力大，直播模式与运营经验对研究苏绣直播推广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2）直播间基本情况 

“苏绣世家”直播间由资深苏绣传承人及其专业团队运

营。凭借对苏绣技艺的理解与精湛技艺，通过直播向观众展

示苏绣魅力。直播间主要在抖音平台开展直播活动。直播内

容丰富，涵盖苏绣技艺现场演示，展现精妙的针法；作品深

度剖析创作背景与文化寓意；定制服务推介，满足个性化需

求；还有互动抽奖环节，增强直播趣味性与观众参与度。直

播时段通常为晚上 7 点至 10 点，为用户活跃高峰期有利

于吸引观众。 

（3）数据收集 

为全面了解“苏绣世家”直播间运营效果与用户反馈，

本研究借助抖音数据分析工具，收集该直播间连续三个月的

观看人数、点赞数、评论数、分享次数及新增粉丝数等关键

数据，以此直观反映直播间受欢迎程度与影响力。同时，为

深入探究用户对苏绣直播的认知与态度，本研究设计调查问

卷，内容涉及用户对苏绣直播的了解程度、观看动机、对直

播内容与形式的评价等。问卷在直播间及社交媒体平台发

放，经严格筛选，回收有效问卷 200 份，为后续研究提供

数据支撑。 

2.2 案例分析 

对“苏绣世家”直播间三个月数据及用户调查分析发现，

在传播范围上，平均每场观看人数约 5000 人，最高超 20000

人，观众地域广泛，突破地域限制；用户参与度方面，平均

每场点赞超 10000 次、评论约 500 条、分享约 200 次，70%

用户会积极互动，60%会分享内容；传播效果转化上，销售

额达 50 万元左右，平均每场约 5000 元，80%用户通过直播

了解品牌且评价高；文化传承与教育上，90%用户学到新知

识，60%有学习技艺意愿。这表明“非遗 + 直播”模式在

多方面成效显著，能扩大传播、提升参与、实现转化、助力

传承。 

3 提升传播效果的策略与建议 

3.1 优化直播内容 

深挖非遗意蕴构建特色主题，剖析项目历史、文化与技

艺，提炼有价值串联内容，如传统手工艺类可聚焦工序、材

料打造主题直播；更新呈现方式，用故事演绎、情景模拟等

提升趣味性，如传统戏曲类可设互动环节引导观众参与；契

合现代需求开发实用内容，将非遗元素融入现代生活，如传

统美食类分享新菜谱与烹饪技巧；强化策划编排营造节奏，

提前规划环节顺序与时间，直播中巧设悬念、高潮，如非遗

技艺展示先介绍再呈现关键环节与成品，穿插互动增强层次

感[2]。 

3.2 培养主播 

为推动非遗直播发展，可从三方面着力：一是开展专业

培训提升主播素养，针对非遗主播规划涵盖非遗知识、直播

技巧与传播策略的培训项目，邀非遗传承人、文化专家及直

播资深主播授课，以多元教学方式助其深化认知、提升能力。

二是构建激励吸纳机制，建立奖励机制，对“非遗 + 直播”

实践中表现突出、传播成效显著的主播给予物质与精神奖

励，设专业奖项激发其积极性与创新力，并为优秀主播提供

参与活动、促成合作等发展空间，吸引专业人才。三是塑造

品牌提升影响力，鼓励主播打造独特风格与形象，持续输出

优质内容并积极互动，利用社交媒体宣传推广，扩大社会影

响力，如部分主播在平台发布视频展示成果获大量关注，为

直播引流[3]。 

3.3 加强平台合作 

与抖音、快手、淘宝直播等主流平台开展积极沟通协商，

构建长期稳固的合作机制，争取平台在资源优先推荐、流量

扶持及特色活动策划等方面的支持，以提升“非遗 +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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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曝光度与影响力。例如，平台可设置非遗直播专属推

荐位，策划非遗主题活动以吸引用户关注。利用直播平台的

数据分析工具，深入分析观众年龄、性别、地域、兴趣等特

征以及观看人数、点赞、评论、转化率等数据指标，据此合

理调整直播内容、时间与形式，优化直播方案，提升传播效

能。如根据观众活跃时段安排直播，依据观众兴趣偏好调整

非遗内容直播比重。积极参与直播平台组织的非遗文化保护

宣传、非遗传承人帮扶等公益活动，彰显非遗直播的社会价

值与文化意蕴，塑造良好社会形象、提升品牌美誉度。同时，

借助平台公益资源与影响力，扩大非遗文化传播范围，吸引

更多社会力量关注并支持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 

3.4 增强观众互动 

直播过程中，设计问答竞赛、抽奖、创意征集等多元互

动环节，激发观众参与热情，如非遗知识问答与创意征集，

可有效提升观众参与度与粘性。同时，构建反馈体系，通过

直播评论区、邮箱等渠道收集观众建议，及时回应并改进，

以优化直播内容与形式，提高观众满意度。此外，可以创建

非遗直播观众社区，供观众分享交流，主播定期发布资讯与

预告，引导讨论，从而营造良好非遗文化传播环境，增强观

众归属感。 

3.5 整合传播渠道 

社交媒体平台对非遗传播范围的拓展具有积极作用。在

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搭建非遗直播官方账号，

定期发布直播预告、精彩片段及非遗知识等内容，可以吸引

用户关注。同时，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的分享功能，激励用户

将直播内容分享至个人社交圈与粉丝群体，从而扩大传播覆

盖面。以抖音平台为例，发布非遗直播短视频并添加热门话

题标签，可有效吸引用户点击观看并参与互动。 

此外，应加强与电视台、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的合作，

通过新闻报道、专题节目、专栏文章等形式宣传“非遗 + 直

播”活动和非遗文化。传统媒体凭借高权威性与公信力，相

关报道能够提升非遗直播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认可度。例

如，电视台可制作非遗直播专题节目，邀请非遗传承人、主

播及专家进行访谈，剖析非遗文化与直播活动。同时，可策

划举办线上线下融合的非遗文化活动，如非遗展览、体验活

动、直播讲座等。线上通过直播平台进行宣传与直播，线下

邀请观众亲身参与，以增强其体验感与参与感。通过线上线

下有机结合，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传播体系，提升非遗文

化传播成效。例如，在非遗展览期间，直播平台可展示展览

精彩内容与非遗作品，同时邀请观众现场参观体验，实现线

上线下良性互动与优势互补[4]。 

4 结论 

本研究证实数字赋能对“非遗+直播”传播效果的提升，

通过优化直播内容、培养专业主播等策略，可进一步推动非

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期待“非

遗+直播”模式能创造更多文化价值，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注

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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