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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运动员奥运会夺冠故事的情感叙事与国家认同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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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奥运会夺冠故事成为中国加强国家认同和提升国际形象的关键途径。本文探讨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夺冠

的故事如何通过情感叙事和新媒体传播，促进国家认同的构建。采用文本分析和案例研究法，深入分析了夺冠故事中的情感元素、国家

符号与文化元素的运用，及其在新媒体环境下对受众情感反应和认知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这些故事通过强化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情感

联系，有效促进了国家认同感的增强。据此，论文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策略，旨在新媒体时代更有效地传播中国体育故事，加强国家形

象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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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体育作为跨越国界的共同语言，在

构建国家认同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

屡创佳绩，其夺冠故事不仅彰显了中国体育的崛起，更通过情感

叙事的方式，激发了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本文旨在深入探

讨中国运动员奥运会夺冠故事的情感叙事与国家认同构建之间的

互动关系，以期为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提升国家软实力提供理论

支持和实践指导。

一、中国运动员奥运会夺冠故事的情感叙事分析

（一）情感叙事元素与手法

情感叙事是讲述中国运动员奥运夺冠故事的核心，通过这种

叙事方式，故事能够触动听众的心弦，激发他们的共鸣和情感反应。

情感叙事元素通常包括对运动员的奋斗历程、牺牲精神，以及背

后的支持系统（如家庭、教练和国家）的描述。这些元素不仅展

示了运动员个人的毅力和坚韧，也体现了一个团体或国家的整体

精神和价值观。

在手法上，情感叙事常采用个人化的视角，通过运动员的亲

身经历和内心感受，将观众带入故事，使观众能够与之产生情感

上的共鸣。例如，通过深入描述运动员面临的挑战、他们如何克

服困难以及最终夺冠的瞬间，这些叙述强化了故事的情感冲击力。

此外，故事中还会运用象征性的语言和图像，比如国旗、国歌等

国家象征，以及家庭、团队的支持，进一步加深情感的层次和丰

富性。

（二）情感叙事与国家认同的关联

情感叙事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当运动员在奥

运会上夺冠时，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胜利，也成为了国家荣

誉和集体身份的象征。情感叙事通过强化与观众的情感连接，促

进了一种共享的身份感和归属感，这在构建和加强国家认同中起

着关键作用。

首先，情感叙事通过展示运动员的努力和成就，体现了国家

的价值观和精神面貌，如坚韧不拔、追求卓越等，这些价值观与

国家认同紧密相连。其次，情感叙事中的国家象征，如国旗的升起、

国歌的响起，在观众心中激发强烈的国家荣誉感和归属感，这种

情感体验是国家认同感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这些夺冠故

事的广泛传播，特别是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分享和讨论，进一步加

强了社群内的情感共鸣和集体认同，使得国家认同不仅仅停留在

理性认知层面，更深入到情感和心理层面。

因此，情感叙事不仅为个人荣耀铺就道路，也成为国家认同

构建中不可或缺的力量。通过情感的共鸣，个人的成就转化为整

个国家的骄傲和认同，展示了情感叙事在塑造和加强国家认同中

的独特作用和深远影响。

二、中国运动员奥运会夺冠故事与国家认同构建的互动关系

（一）夺冠故事中的国家符号与文化元素

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夺冠故事，不仅仅是体育竞技的胜

利，更是国家符号和文化元素传递的载体。这些故事中蕴含的国

家符号和文化元素，在加强国家认同构建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

要的角色。

国家符号如国旗、国徽、国歌，在夺冠瞬间的展示，不仅仅

是胜利的象征，更是国家荣耀和民族自豪的体现。当运动员在赛

场上高举国旗，伴随着国歌响起，这一幕幕激动人心的画面，直

接触动了国民的情感，激发了对国家的深厚感情和归属感。这种

情感联结，强化了人民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提升了国民的国

家认同感。此外，夺冠故事中还融入了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如

传统文化的引用、民族精神的弘扬等。通过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

值观和美德与运动员的夺冠故事相结合，不仅展现了中国运动员

的卓越成就，也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这种文

化的传递和共鸣，使得夺冠故事不仅是一场体育胜利的叙述，更

成为了一种文化认同和民族自豪感的表达。

通过夺冠故事中国家符号和文化元素的深度融合，不仅加深

了国民对国家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也加强了民族精神和国家

认同感的构建。这一过程中，夺冠故事作为一个重要的媒介，促

进了国家认同感的传递和强化，显示了体育胜利与国家认同构建

之间复杂而深刻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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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众对夺冠故事的情感反应与认知变化

中国运动员的奥运夺冠故事，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新闻事件，

更是一种强有力的情感和认知影响力的体现。这些故事引发的受

众情感反应和认知变化，在加强国家认同感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

作用。

从情感层面看，夺冠故事激发了受众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

感。这种情感反应不是简单的喜悦，而是深层次的情感共鸣，是

对国家、民族、文化的深切感情和尊重。当观众看到中国运动员

在世界舞台上取得优异成绩时，这种自豪感和归属感被强化，从

而加深了他们对国家的认同。

在认知层面，夺冠故事通过传播国家符号和文化元素，促进

了受众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深入了解和认同。这种认知变化不

仅提升了受众对国家历史和文化的理解，也促进了国家形象的积

极塑造。随着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认同的增强，受众的国家认同

感也随之加深。

此外，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得夺冠故事能够迅速传播至更

广泛的受众，加强了信息的影响力和覆盖范围。在新媒体平台上，

受众不仅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对象，还可以通过评论、转发等方式

参与到故事的传播和讨论中，这种互动性加强了受众的情感投入

和认知参与，从而更有效地促进了国家认同感的构建。

三、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运动员奥运会夺冠故事的国家认同构

建策略

（一）新媒体传播的特点与优势

在当今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新媒体已成为信息传播

的主流渠道。新媒体，包括社交网络、博客、微博、即时通讯工

具以及各种在线平台，以其独特的传播特点和优势，为中国运动

员奥运会夺冠故事的国家认同构建提供了新的机遇。

新媒体具有极高的传播速度和广泛的覆盖范围。信息可以在

短时间内迅速传播至全球各个角落，使得中国运动员的夺冠故事

能够迅速被国内外广泛关注。这种快速广泛的信息传播能力，使

得新媒体成为构建和强化国家认同的强有力平台。同时，新媒体

的互动性强。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平台允许用户参与内容的

创造和评论，使得信息传播变得更为双向和互动。这种互动性不

仅增加了受众的参与感和归属感，也使得受众能够更深入地理解

和感受到中国运动员夺冠故事背后的文化和价值观，从而加深了

对国家的认同感。

此外，新媒体能够提供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信息传播。通过数

据分析和用户行为跟踪，新媒体平台可以向不同的用户推送他们

感兴趣的内容，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这种个性化的信息服务，

使得夺冠故事的传播更加精准有效，进一步强化了信息的影响力

和受众的国家认同感。

最后，新媒体的多媒体展示方式，如视频、图片、动画等，

使得信息传播更加生动和直观。这种多媒体的表现形式，能够更

加生动地展现中国运动员的夺冠瞬间和背后的故事，增强信息的

吸引力和感染力，使得受众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加深对国家的

认同。

（二）国家认同构建的策略建议

首先，利用新媒体的广泛覆盖和快速传播特性，加大中国运

动员夺冠故事的宣传力度。通过各种新媒体平台，如社交网络、

视频网站等，广泛传播中国运动员的夺冠故事和背后的努力，展

现中国运动员的精神风貌和民族精神，提升国家形象和国民的民

族自豪感。

其次，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互动性，鼓励受众参与到夺冠故事

的传播和讨论中来。可以通过设置话题挑战、在线互动讨论、投

票等形式，激发受众的参与热情，增强他们对故事的共鸣和对国

家的认同感。

再次，发挥新媒体个性化传播的优势，针对不同受众群体设

计差异化的传播内容。对于不同年龄、兴趣和背景的受众，提供

符合他们兴趣和需求的夺冠故事内容，使得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

共鸣点，增强信息的针对性和效果。

最后，利用新媒体的多媒体展示能力，创造生动、多样的内

容形式，如制作夺冠瞬间的高清视频、图文并茂的故事介绍、互

动式的体验项目等，使得夺冠故事的传播更加生动有趣，增强受

众的感知体验和情感共鸣，从而有效地构建和加强国家认同感。

四、结语

通过对中国运动员奥运会夺冠故事的情感叙事与国家认同构

建的深入研究，本文揭示了夺冠故事如何运用情感元素与叙事手

法，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进而强化国家认同。在新媒体环境下，

如何更好地利用新媒体平台传播这些故事，创新叙事方式，提升

传播效果，成为构建国家认同的关键。未来，我们应继续讲好中

国运动员的夺冠故事 ，让体育成为连接每个中国人情感与国家认

同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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