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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中的传播策略研究

【摘     要】 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社交媒体占据了重要的席位。在这样的形势下，传统文化的传播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如何在社会化媒体

的大环境下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广大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针对传统文化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中的传播策

略进行深入地探究，并提出了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中传播传统文化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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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手机、电脑等智能终端设备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
交流的重要社交媒体。在当下智能化时代的发展下，信息实现
了高速的传播。作为社会中的年轻群体，大学生占据了重要的
比重，其成为了社会化媒体的主要受众。其对于传统文化的学
习也深受影响，变得异常艰辛。

一、社会化媒体的主要特征

随着智能终端设备的广泛应用，现在的我国俨然已经步入
云时代，越来越多的数据实现了云计算，其对于我们的日常生
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以微信、微博为主的社交媒体已
经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受众涵盖了中老年、青年及
儿童等各个年龄段的群体，社交媒体的发展呈现了无比的潜力。
社会化媒体作为当下新兴的行业，为广大的互联网用户提

供了实现梦想、展示自我的平台，越来越多的“网红”借助这
一主流媒体，实现了自我价值，比如当下很火的脱口秀竞技类
节目《脱口秀大会》中，红遍大江南北的“李雪琴”、“带货
主播”李佳琦、薇娅等。这些由互联网带动的话题人物，已经
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深
受年轻人的追捧 [2]。

社交媒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首先，社
交媒体的出现替代了传统的生活、娱乐的方式。人们可以用淘宝、
拼多多等购物软件，实现了网络购物。人们可以利用美团、饿
了么等 APP，替代传统的用餐模式。这些新潮的社交软件，改
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形式，拉近了社交与媒介之间的距离。其次，
每一位互联网用户在充分享受互联网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在评
论区积极发表着自己对当下热门话题的看法、感受，在朋友圈
中发表自己的心情，在浏览信息的同时，自己也是信息的制造者。
无意间发表的一段话、一个图片，很可能都会引起轩然大波。

二、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华传统文化历来被视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
民族之所以可以屹立世界之林，主要归功于中华传统文化。历
经五千年风雨的洗礼，中华传统文化历久弥新，实现了不断的
发展和革新。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凝聚了五十六个民族亿万儿
女的努力和辛劳。在中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留下了经典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在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
化中，涵盖了人生哲学、国家发展目标、人生价值等各领域的
观点，而这些观点都是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检验。从
儒家的“仁爱”思想，到道家的“以和为贵”等文化精髓，无
一不体现了中华儿女共同努力、发展的方向 [3]。
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勤劳

勇敢的优秀品质均得到了传承，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劳动模范，
“铁人”王进喜、“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时代楷模的付出，
是我国亿万中华儿女的榜样。这些优秀的中华文化对于当代的
教育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并促进了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

三、传统文化传播所面临的困境

1.传播契机与文化扭曲并驾齐驱
社会化媒体促进信息高速传播的同时，也滋生了一些社会

乱象，一些人企图借助社交软件博取关注，以谋求商业福利和
经济利益。比如一些企业的管理者会在微博中发布关乎自身利
益的话题，通过“蹭热度”的方式，增加自身企业的关注度。
这些乱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传统文化传播的严肃性，
让传统文化的传播变成一种儿戏。而一些不法分子企图借助传
统文化招摇撞骗，获取更多的利益。比如近年来兴起的“女德班”，
通过对传统文化中的“女权”进行扭曲，对所有的学员吹嘘当
下社会如何重视男权 [4]。种种乱象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
造成这种乱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当下的社会背景为传
统文化的传播造成一定的阻碍，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下，产
生了不利于传统文化发展的因素，这成为社会发展的常态，而
这种常态导致我国公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扭曲和误解。

2.碎片化的生活方式
当下的社会环境导致了我国公众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颠覆性

的改变。身处在社会化媒体的环境下，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由
被动渐渐化为主动，并逐渐开展了碎片化的阅读模式。人们在
接受信息传播的同时，总是不假思索，存在一定的从众心理，
人云亦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传统文化变得分散化、浅
显化 [5]。在微博上，一篇帖子的字数大都在一千字甚至更多，
而人们在阅读相关新闻或网络贴吧时，总是习惯了不假思索地
快速浏览，从而映入脑海中的只是一些关键词，往往还未熟悉
整篇文章的梗概，就已经被关键词充斥。而传统文化的传播也
是如此，人们应用碎片化的阅读方式，其获得的效果往往会差
强人意。

3.传统文化传播话语权的渐渐迷失
在智能手机中，蕴含了“关键词推送热点新闻”的功能，

人们只要点击相关的关联词语，搜索引擎中就会迸发出诸多的
相关文章，人们即可实现了对当下热点新闻的一览无余。相较
于该现象，传统文化的传播显得异常困难。现如今，传统文化
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被弃于盲点。人们乐于被更多喜闻乐见
的形式所吸引，而传统文化因为传播内容、传播形式相对传统，
无法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已经从主流文化逐渐转变为“小众
文化”。比如一些文化艺术馆举办的“汉服周”活动，其宗旨
是传播汉服文化，让人们走进汉服的世界，充分了解汉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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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却被更多的受众视为一种“奇装异服”现象，转而投入到
虚拟的“二次元”世界 [6]。
我国历朝历代文化的不同，主要表现为服装的不同，从汉

朝的汉服，到清朝的旗头，不同的朝代人们穿着不同，从而滋
生了不同的文化形式，是该时期的文化特质。相比于传统文化，
小众文化得到了受众的广泛关注。现如今，抖音、快手等社交
媒体的广泛应用，造就了一大批的“网红”、网络热点话题，
人们热衷于这种小众文化，并为之着迷。近年来，不断的发生
一些未成年人“打赏”网络事件，在社交平台中对“主播”进
行打赏，其对社交媒体的痴迷热度不减。

四、社会化媒体中传统文化的传播路径

1.完善传统文化慕课体系
在当下社会形势下，网络教学模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人

们在线借助手机、电脑等网络终端设备，实现了线上选课、线
下学习和练习。而传统文化的传播也要充分借助这种新兴的教
学形式，积极创建传统文化慕课体系，师生在线互动，集结众
多热衷于传统文化学习的有志之士一起探讨学习，一改传统课
堂学习的模式，化被动为主动，争做课堂的主人。这种慕课的
教学模式，实现了学习方式的多样化，充分满足了学生多样化
的发展需求 [7]。基于此，我国广大高校须与互联网平台开展深
入的合作，通过更多技术人才的研发，完善自身的传统文化教
学体系，在促进高校传统文化积极推进的同时，也为我国传统
文化的教学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2.积极开展网络教学
在社交媒体的时代下，传统文化的传播也要乘着时代的浪

潮，实现网络教学 [8]。广大的高校要积极拓展自身的网络教学
平台，开设网络教学平台。在疫情不断发展的形势下，教育系
统深受其害，其教学质量也在逐步降低。为了保证教学工作的
正常开展，网络教学的方式得到了广大教学工作者的推崇。广
大教学工作者从教学设计到教学准备工作的开展，始终贯穿于
高校整个教学环节。教师通过网络教育平台，在网上进行授课，
并在线上布置作业，邀请学生参与其中。学生在申请网络账号
之后，接受教师的邀请参与课堂，并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畅所
欲言，从根本上提升了传统文化的课堂效率。而广大的传统文
化教学工作者也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强化自身的多媒体教学
技能，自主学习如何巧妙地应用多媒体进行教学。而高校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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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教师多媒体教学能力的提升，须加强教师多媒体教学的培
训工作，定期开展专业知识讲座，邀请一些网络技术人员深入
到教学机构进行知识的讲座与技能实训，以强化广大教师的多
媒体教学能力。

3.构建和完善传统文化传播机构
传统文化的传播需要借助当地政府的力量，通过当地政府

的宏观调控，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主要的原动力。社会化
媒体时代的来临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生活、购物等方式，从
根本上推动了产业的发展。而当地政府为了有效地带动传统文
化的发展，应利用自身所具备的资源，构建传统文化栖息的场
所――传统文化传播机构。首先，高校利用自身的教学资源，
构建传统文化数据库。将众多传统文化资源积极转变为数字化
存储的形式。将优秀的诗词歌赋、艺术形式、知识典故、经史
子集纳入其中，供广大的学生在课余时间查阅。其次，当地政
府也要联合文化机构，共同创办传统文化科技博物馆。实现数
字化媒体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全方位地为当地民众展现中
华文化的精髓。当地政府可以开放“传统文化一日游”的路线，
与当地教育机构、小区联合，为广大的学生及小区居民提供专
业的文化之旅，增强人们的传统文化保护意识。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代社会化媒体的时代下，信息的传播速度
日益加快，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诸多的便捷服务，而在当下的
社会发展下，传统文化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和思想中，
成为了“边缘文化”。为了积极拯救传统文化，充分实现传统
文化的有效传播，广大的教育工作者要充分借助社会化媒体这
种新兴的媒体，将传统文化的传播步入正轨。本文首先阐述了
社会化媒体的主要特征与传统文化的内涵，之后从传播契机与
文化扭曲并驾齐驱、碎片化的生活方式及传统文化传播话语权
的渐渐迷失三方面着重分析了传统文化传播所面临的困境，最
后提出了社会化媒体中传统文化的传播路径，囊括了完善传统
文化慕课体系、积极开展网络教学及构建和完善传统文化传播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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