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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吉林外国语大学李大钊教研基地为例，探讨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国际传播路径。通

过文献分析和案例研究的方法，深入分析了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国际传播的现状、问题及优化策略。研

究发现，当前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在国际传播中存在传播主体单一、内容缺乏创新、渠道有限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构建多元化传播主体、创新传播内容、拓展传播渠道、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等优化策略。研究结果对提升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国际传播效果，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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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Li Dazhao Teaching and Research Base of Jil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pathways of red cultural education bases.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it delves into the current status，issues，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for red cultural education bas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a single 

communication subject，lack of innovation in content，and limited channel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red 

cultural education bases. In response to these issues，this paper propose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building a 

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 subject，innovating communication content，expand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and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The findings are significant for improving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effectiveness of red cultural education bases and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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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

红色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国际传播已成为提

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作为传承和

弘扬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国际传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然而，当前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国际传播仍面临很多挑

战，如传播效果不佳、受众覆盖面有限等问题。因此，深入研

究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国际传播路径，对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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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以吉林外国语大学李大钊教研基地为例，采用文献

分析和案例研究的方法，系统探讨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国际传

播现状、问题及优化策略。基于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分析了传

播主体、内容、渠道、受众和效果等要素，旨在为红色文化教

育基地的国际传播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助力中华文化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二、文献综述 

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作为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的重要平台，

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红色文化教育

基地的建设、功能及其国际传播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际传播研究现状 

在国际传播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关注红色文化的国际传

播策略、路径和效果评估。在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播中，加强新

媒体平台的应用，新媒体平台如社交媒体、短视频等能够有效

扩大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覆盖面，增强与目标受众的互动。（郑

志英，2022） 

陈峻俊和符家宁（2022）在《数字时代红色文化影像国际

传播力提升的新进路》中探讨了数字时代下红色文化国际传播

的新路径，强调了影像传播在提升红色文化国际影响力中的重

要作用。他们提出，通过制作高质量的红色文化影像作品，结

合虚拟现实（VR）技术，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增强红色文化的

沉浸感和体验感。 

现有研究虽取得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一是对红色文

化教育基地国际传播的系统性研究匮乏，缺乏从传播主体、内

容、渠道、受众到效果的全面深入分析；二是具体案例研究不

够深入，多为理论探讨，缺乏基于实际案例的实证分析；三是

在新媒体环境下，对传播路径创新的研究不够充分，未能充分

挖掘新媒体技术在红色文化国际传播中的巨大潜力。本研究旨

在弥补这些不足，为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国际传播提供更全面、

深入的研究成果。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内涵界定、功能

定位、建设模式等方面。例如，杨静（2025）在《高校培养大

学生用英语讲好红色故事能力的实践路径探究》中阐述了高校

提升大学生用英语讲好红色故事能力的意义，分析了该群体用

英语传播红色文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高校在实践

中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她强调应注重红色文化与专业教育的融

合，特别是通过英语专业学生的翻译实践来提升红色文化的国

际传播效果。 

此外，刘心（2024）在《文化强国视域下红色文化对外传

播的路径研究》中指出，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建设应注重与地

方特色相结合，通过挖掘地方红色资源，增强红色文化的吸引

力和感染力。她还提出，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应加强与高校、企

业的合作，形成多元化的传播主体体系。 

三、拉斯韦尔传播模式概述 

拉斯韦尔传播模式是传播学中的经典理论，由美国学者哈

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于 1948 年提出，从传播

主体（Who）、传播内容（What）、传播渠道（Which Channel）、

传播受众（To Whom）和传播效果（With What Effect）五个

维度分析传播过程，为传播研究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框架，广泛

应用于各类传播现象的研究。在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国际传播

中，传播主体主要包括教育基地、政府、高校等信息发出者；

传播内容涵盖红色历史、人物故事、革命精神等；传播渠道包

含传统媒体、新媒体、线下活动等媒介和途径；传播受众主要

是外国人士、留学生、海外华人等信息接收者；传播效果则可

通过受众反馈、媒体报道、社交媒体互动等指标评估信息传播

后产生的影响。拉斯韦尔传播模式为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国际

传播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全面理解传播过程中的各

个环节，并为优化传播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四、吉林外国语大学李大钊教研基地的现状分析 

吉林外国语大学李大钊教研基涵盖了李大钊的生平事迹、

思想著作、革命活动等多个方面介绍，生动再现了中国早期共

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场景，为红色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

基础。传扬李大钊精神、激励初心使命，是吉林外国语大学与

李大钊纪念馆共同的愿望和追求。在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的引领

下，双方将继续开展多元化合作共建，使吉林外国语大学教研

基地展馆成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教学科研的重要平台，取得

教育教学等方面的丰硕成果，更好地激励广大师生传扬李大钊

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吉林外国语大学李大钊教研基地作

为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红色文化的传

承和国际传播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一些挑战。 

（一）基地的优势与成效 

李大钊教研基地依托吉林外国语大学，具备诸多助力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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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国际传播的优势。首先，它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凭

借吉林外国语大学的学术资源和研究力量，收藏了大量与李大

钊相关的历史资料、文献档案、图片实物等。这些资源为国际

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内容基础，能生动展现李大钊的革命事迹、

思想理念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贡献，为国际受众了解中

国红色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口。其次，多语种传播能力也是一大

显著优势。作为外国语大学，吉林外国语大学拥有丰富的外语

人才资源与完善的外语教学体系，开设了英语、日语、韩语、

法语、德语等多种外语专业，具备多语种传播的天然条件。通

过专业外语教师和学生的努力，可将红色文化内容翻译成多种

语言，满足不同国家和地区受众的语言需求，打破语言障碍，

拓宽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范围。此外，学校积极开展国际交流

与合作，与多个国家的大学和教育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

关系，这为李大钊教研基地的红色文化国际传播搭建了广阔的

平台。通过学生交换项目、教师互访、学术研讨会、文化交流

活动等形式，能够将红色文化融入其中，向国际友人展示中国

红色文化的魅力，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红色文化的认知和理解。 

（二）基地存在的问题 

目前，李大钊教研基地在红色文化国际传播方面存在诸多

有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传播主体单一化，当下基地的国际传

播工作主要由学校宣传部和国际交流处承担，学生、校友、企

业等多元主体参与度较低，未能充分挖掘各方优势与潜力。学

生群体充满活力且具备独特的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流优势，却

尚未形成有效参与体系；校友遍布全球，拥有丰富社会资源和

跨文化背景，可参与红色文化国际传播的渠道和平台却十分匮

乏；企业在资金、技术和市场推广方面优势显著，然而当前校

企合作在红色文化国际传播领域规模有限。然后是传播内容缺

乏创新，现有的传播内容多为李大钊生平事迹和历史事件的简

单介绍，形式传统，对红色文化当代价值挖掘不深、呈现方式

缺乏创新。传播过程中，未充分考虑国际受众的文化背景、认

知习惯和兴趣点，如在介绍李大钊思想时，未能结合当代社会

发展需求与全球性问题，导致国际受众难以理解其思想的现实

意义，削弱了红色文化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再者是传播渠道有

限，基地传播红色文化主要依赖传统媒体和线下活动。传统媒

体在新媒体时代，传播速度、覆盖范围和互动性存在局限；线

下活动受时间、空间和参与人数制约，难以实现大规模国际传

播。新媒体平台运用方面，基地表现欠佳，社交媒体平台活跃

度低，发布内容频率低、形式单一，与目标受众互动不足。像

在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等国际主流社交媒体平台

上，基地账号粉丝少，内容的点赞、评论和分享量低，无法形

成广泛传播效应。 

最后是传播效果评估体系不完善，基地目前缺乏科学、完

善的传播效果评估体系，难以准确、全面评估国际传播效果。

传播过程中，无法及时收集国际受众反馈信息，传播内容和策

略调整缺乏数据支持。例如举办线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后，未

对外国参与者进行系统问卷调查和访谈，以了解他们对活动内

容、形式的满意度及对红色文化的认知与感受。 

五、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国际传播路径的策略 

针对吉林外国语大学李大钊教研基地在国际传播中存在

的问题，作者提出以下解决策略： 

（一）构建多元化传播主体体系 

为了推进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可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

可以组建学生翻译团队建设，由英语专业学生构成的红色文化

翻译团队，专门负责教育基地宣传资料、展览内容、历史故事

等的多语种翻译工作。学生们可以运用所学专业知识，结合目

标语言国家的文化特点和语言习惯，对红色文化内容进行精准

翻译与适当调整，以此确保翻译后的内容既能准确传达原意，

又契合目标受众的阅读和理解习惯。其次是师生协同传播，鼓

励英语专业教师指导学生参与红色文化翻译项目，将翻译实践

与课程教学有机结合，从而提升学生的翻译能力和文化传播意

识。最后是校友资源整合，搭建校友参与红色文化国际传播的

平台，邀请海外校友投身传播工作，让他们参与当地文化活动

并分享中国红色文化故事；利用校友社交网络转发基地红色文

化宣传资料；同时鼓励校友与当地媒体合作，报道红色文化相

关内容，进而扩大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覆盖面。 

（二）创新传播内容，增强时代感 

在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国际传播路径研究中，主题化翻

译、故事化表达和跨文化适配是提升传播效果的核心策略，而

创新传播内容、增强时代感则是实现红色文化国际化的关键。

以吉林外国语大学李大钊教研基地为例，首先，主题化翻译应

围绕“红色文化与全球治理”“李大钊思想与当代青年责任”

等具有时代意义的主题，系统翻译相关文献和故事，突出红色

文化在当代的全球价值和现实意义。例如，通过翻译李大钊的

著作及其思想，结合当今全球治理中的挑战，向国际受众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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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推动社会进步、青年责任担当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

面的深远影响，赋予红色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其次，故事化表

达是增强传播感染力的重要手段。通过翻译红色文化中的感人

故事，如李大钊的革命事迹、长征中的英雄故事，以生动、感

人的语言呈现其精神内核，使国际受众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例如，将长征的艰难历程与西方著名的远征事件（如拿破

仑的莫斯科远征）进行类比，帮助西方受众更好地理解长征的

伟大意义，同时结合当代青年奋斗的故事，增强内容的时代感

和现实感。最后，跨文化适配是确保传播效果的重要环节。在

翻译过程中，需充分考虑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避免文化冲突，

提升内容的接受度。例如，在向西方受众传播时，可以结合其

历史和文化背景，选择恰当的类比和解释方式，使红色文化的

精神内涵更易被理解和接受。通过创新传播内容，将红色文化

与当代全球议题相结合，吉林外国语大学李大钊教研基地可以

更有效地实现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推动红色文化在全球范围

内的广泛传播与认同，同时增强其时代感和现实意义。 

（三）拓展传播渠道，加强新媒体平台建设 

为了促进红色文化国际传播，可借助学生团队力量，开展

多维度工作。首先学生团队负责教育基地多语种社交媒体账号

运营，定期发布翻译后的红色文化内容，增强互动性。参与红

色文化短视频和动画的脚本翻译与配音工作，以更生动方式呈

现红色文化；还可参与翻译线上展览内容和虚拟现实（VR）导

览解说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红色文化的线上展览和 VR

导览项目，突破时空限制，扩大传播覆盖面，让国际受众能够

无障碍参观。 

（四）建立科学的传播效果评估体系 

为了提升红色文化国际传播成效，可从三方面着手。首先，

设计多语种问卷开展多语种问卷调查，收集国际受众反馈，评

估传播效果；其次，翻译并分析社交媒体数据、网站访问量等，

通过数据分析量化传播效果，发现问题后及时调整策略；最后，

翻译和借鉴其他国家文化传播的成功经验，开展跨国比较研

究，以此优化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国际传播策略。 

六、结论 

本研究以吉林外国语大学李大钊教研基地为样本，剖析红

色文化教育基地国际传播路径。研究发现传播中存在主体单

一、内容欠创新等系列问题，阻碍了红色文化国际传播及中华

文化“走出去”。为此提出构建多元主体、创新内容、拓展渠

道、精准定位受众、建立科学评估体系等优化策略。这些策略

源于实地调研，具实践指导意义，实施后可扩大传播影响力、

增强文化吸引力、提升互动参与度。 

总之，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国际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需

要政府、学校、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通过优化传播路径，创

新传播方式，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可以在国际传播中发挥更大的

作用，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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