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教育论坛
第 7 卷◆第 10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Modern Education Forum

211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中华传统文化认知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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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探索通过新媒体手段提升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知的有效

路径成为一个关键议题。本研究以吉林外国语大学为例，探讨新媒体技术在传统文化传播中的

应用及其效果，旨在理解新媒体如何影响大学生的文化学习方式。本文分析了新媒体特性对提

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认知度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新媒体工具能有效补充传统教育方

法，通过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资源和互动平台，显著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认知水平和文化自信。本

研究不仅为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了利用新媒体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策略和建议，也为传统文

化的现代传播途径提供了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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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media era, it has become a key issue to explore effective ways to
enhance college students’ cogni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new media means.
This study takes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iming to understand how new
media affects college students’ cultural learning metho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ecific impact of new
media characteristics on improving students’ interest and awarenes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study
found that new media tools can effectively supplement traditional education methods,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cultural cognition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by providing diversified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teractive platforms.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use new media to sprea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modern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New media era;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ollege students

引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高校应深

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广泛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实践活动，积极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

将新媒体技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以新媒体作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媒介，可以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文

化认同感和创造力，有助于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学生竞争

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一、新媒体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依托[1]。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传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平台。融合新媒体能够打破

信息传播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从而有效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播。适应了大数据时代发展，顺应了时代潮流。

二、大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现状

为了解目前大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和认知

现状，现开展问卷调查，详情如下。

问卷共设 16个问题，涵盖三个方面：大学生对中华传

统文化的态度、大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大学生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获取渠道。笔者在长春市某大学进行随机

抽样，共招募本科生和研究生共计 200人参与调查。发放问

卷 200份，有效问卷 194份。

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因素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度上

显著，女性在某些文化领域，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上的

认同度高于男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度随着学年的增加

而提高。其中，研究生同本科生相比相对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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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度较高文史类（语言）专业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认同度显著高于理工类和艺术类学生，反映专业教育背景对

文化认同的影响。以上研究发现表明，大学生对中华传统文

化的认知程度存在个体差异，并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

要引起重视

卡方检验结果表明，了解渠道与传统文化认知程度之间

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卡方值为 159.81，P 值约为 4.88e-22，

Cramer's V值为 0.527）。学校教育是学生了解传统文化认的

重要渠道之一，对其认知程度影响最大，其次是网络教育，

而家庭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一发现表明，后

三种渠道目前发挥的作用较小，大学生以往获取传统文化的

方式相对比较单一，有很多值得开拓的空间。

（一）丰富的表现形式与互动体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的发展之本和精神之源。

我们需要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前提下，按照古为今用、

以古鉴今的原则，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

结合时代特征与新媒体的特点，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进行深度的发掘和系统的阐释[2]。

新媒体为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开辟了广阔空间，大学生

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新媒体，已完全适应这种媒介。新媒体

平台不仅为高校提供了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技术和

变革机会，还彻底改变了高校的传播思维，为传统文化的传

播方式和内容带来了创新[3]。此外，新媒体上的多元声音为

传统文化提供了讨论和思考的空间，促进了文化的多元解读，

并激发了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思考

和创作。大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学习和传播传统文化，还

成为文化创新的主体。他们通过创作短视频、参与网络讨论

等形式，不仅传播了传统文化，还为其提供了现代解释和创

新表达，从而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新媒体的特点包括即时化、多元化传播方式，全球化覆

盖范围，以及个性化和数量化的传播效果，这使它成为了现

代社会信息传播的主流形式。这些特点不仅吸引年轻一代的

注意力，还突破了文化传播的地域和时间限制，为传统文化

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4]。利用新媒体的多样化表现形式

和交互性功能，大学生得以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学习体验，这

种互动和体验深度是传统教学方式难以比拟的。同时这些技

术的应用大大丰富了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使其更加生动、

直观，从而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注意力。

我们可以看到，新媒体为传统文化的创新和传播提供了

广阔的平台和无限的可能性。通过充分利用新媒体的特点和

优势，我们不仅能够保护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还能够促

进其创新发展，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路径

随着新世纪以来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的日常

信息接触量急剧增加，这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提出了

新的挑战。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

截至 2023年 12月，中国网络视听用户已达到 10.74亿，覆

盖率高达 98.3%。这一背景下，传统文化的传播亟需融入新

媒体特性。因此，本研究基于对当前技术趋势和用户行为的

深入分析，提出以下三条主要路径来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播效率和范围。

（一）开设具有新媒体特征的课程

根据前期调研可知，新媒体时代人们接受教育的形式也

发生了变化，学生不仅可以从书本上获取知识，还可以从各

种网络媒体平台自主学习，但是学校教育这种形式依然发挥

着主要的作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必须拥有个

良好的教育环境，也离不开学校教育[5]。在这种背景下，开

设相关课程成为提升大学生对这一文化遗产认知的重要途

径。

在新媒体时代，高校课程设计应充分利用跨学科融合的

优势，并整合新媒体的核心特性，包括互动性、即时性和多

媒体呈现，以便打破传统教学的时间与空间限制。这样的课

程设计不仅有助于学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时地接触并深

入地理解多元文化，还能够有效提升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认识和欣赏。

以《中华文化西语说》、《中华文化韩语说》及《中华

文化西语德语说》等课程为例，这些课程不单传承并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更通过新媒体平台的交互功能，学生能够

与全球各地的文化学者进行实时互动，从而更深层次地理解

文化的全球意义和价值。

课程的新媒体设计增强了教学的互动性和多样性，使学

习过程变得更加动态。学生可以通过在线讨论和实时反馈积

极参与到学习中，这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文化自信和学习效率，

还培养了对传统文化的深厚兴趣。通过运用网络教学平台和

虚拟现实技术，课程提供了一种丰富且互动的学习体验，使

学生能够直观、深入地理解中华艺术与传统文化。

当前，教育领域正在经历一场由新媒体技术驱动的革命，

传统的教学模式和内容正逐步被创新的理念和技术所取代。

这种变革不仅重塑了教学方式，也重新定义了学习的路径。

对于信息时代的大学生而言，这些变化为他们提供了探索和

理解多元文化的新机遇和挑战。通过充分利用新媒体的多媒

体展示特性，这些课程能够帮助学生全面、深入地欣赏和理

解中华文化，培养他们成为具有国际视野和文化底蕴的未来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开展新媒体加持下的实践活动

吉林外国语大学地球村（以下简称“地球村”）是吉林

外国语大学集中外文化展示和语言训练于一体的综合性语

言文化实践基地。于 2013年分别被教育部和联合国教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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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确立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与“世界多元文化

教育中心”。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通过创新的技术手段，学生对于

传统文化的学习不再局限于课堂和书本，而是可以在日常中

随时深入了解，从而提高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和

兴趣。

外语专业师生依托地球村与超星学习通平台，共同创建

了一系列文化元素专题，涵盖大量多种形式的文化资源。在

建设专题的过程中，学生本身的知识得到了积累和梳理。其

中，文化专题以二维码形式呈现，张贴于场馆中所对应的文

化元素或展品处，方便访客高效获取相关资源，降低了信息

获取的门槛，为传统文化的呈现提供多样化途径。

（三）建设新媒体依托的实践资源

社交媒体交流平台也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共享中心，高校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积极探索开发不同渠道的新媒体

平台[6]。师生可以在平台共享高质量学习资源。通过资源共

享，提高教学资源利用效率，帮助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

和兴趣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和研究。

建立社交媒体交流平台，不仅可以作为学生之间交流和

分享的空间，还能成为他们展示学习成果和创意作品的舞台。

通过这样的平台，学生能够将自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

解和解读，以文章、图片、视频等形式分享给同学和广大网

友，实现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传承。此外，这种交流平台还

可以吸引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国内外学者、专家和爱好者，

通过他们的参与和互动，进一步丰富平台的内容和视角，使

之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文化交流社区。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以地球村为依托定期通过直播、互

动投票和评论功能，举办如“传统知识竞赛”、“古诗文朗

诵大赛”、“非遗技艺在线教学”等文化主题活动，吸引广

泛参与，增强文化传播效果，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并展现他们

的学习成果和才艺。通过这些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对传

统文化的学习热情和参与度，还能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民

族认同感。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借助何种社交媒体作为文化

交流的平台都要确保为学生构建一个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

环境。因此，有关部门应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和审核机制，

确保平台内容绿色发展。通过社交媒体交流平台的综合性发

展，不仅可以有效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习得与传播，还

能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能力，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和文化素养的新时代青年添砖加瓦。

四、结语

本研究通过综合分析和实证调查，探讨了新媒体时代下

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知的现状及其提升路径。结果

表明，利用新媒体平台如社交媒体、在线视频等，能显著增

强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兴趣。特别是通过互

动性强的新媒体内容，如文化主题的在线讨论和互动式文化

展示，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度和参与度有了显著提升。

本研究对于理解新媒体在传统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提供

了新的视角，强调了采用现代技术手段在青年一代中推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对于教育实践而言，本研究建议

高等教育机构和文化传播者设计更多融合新媒体特性的文

化教育项目，如开发具有教育意义的文化游戏、制作高质量

的传统文化主题视频等，以此吸引和激发大学生对传统文化

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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