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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流媒体应在互联网时代带领中国文化输出
1.1传播分析
1.1.1大众传播娱乐化迎合了受众需要。根据《中国青年报》

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89.3%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存在有“文化缺
失”的现象，61.0%的人希望挖掘更多优秀传统文化，制作更多
文化综艺节目。中央电视台多元文化综艺节目的播出顺应了时代
的呼唤，抓住了年轻人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

1.2主流媒体应当以创新手段重塑历史风貌
1.2.1主流媒体传播中国文化方式的创新。以创新手段重塑

历史风貌，创新的向世界展示我国的重要文化遗产。主流媒体中
的《国家宝藏》节目用最有冲击力，最顺应潮流的方式弘扬文化，
做出了一份全新的答卷。主流媒体传播中国文化的方式也要靠当
代人的创新。它需要借用年轻人的跳跃思维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在了解时代特征的同时，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特殊性。同时鼓舞中
国文化类创作人员的信心。

1.2.2民众对文化类创新节目保有热情。河南卫视的《端午
奇妙游》一经播出就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响应。水下舞蹈《祈》再
现了《洛神赋》中的绝美景象。在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中，舞蹈
节目这种传播形式也是其重要的一环。这种优秀的媒介能鼓舞文
化类创作人员的信心，带动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让投资者发现
这块区域的潜力——以投资制作出更加精美的节目。

2  主流媒体市场现状
2.1主流媒体环境
2.1.1宏观分析。“讲好中国故事”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来起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传播实践
时代使命，当今世界，需要共享机遇、合作发展。政治需要互鉴，
文化需要了解，需要通过传播媒介共享知识、沟通信息，并且主
流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口舌，一直以来就位于主流地位，在大众
眼里对于大事件发生的可信程度他们也更偏向于主流媒体。因此
说主流媒体自带一种“先天主流性”。

2.1.2 微观分析。从2013 年开始习总书记提出“讲好中国
故事”后，我们国家便在不同平台以各种方式在实践着，而主流媒
体则是主要“讲述”与传播的平台，这方面主流媒体是党和政府的
口舌，其公信力始终是大于自媒体的，威信力始终是最强大的。目
前的生存环境对于主流媒体来说长远来看还是比较具有威胁的，自
媒体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未来有可能是会影响到主流
媒体的逐渐边缘化的。国家外宣媒体内部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受众调
查部门与反馈机制同时对媒体的管理工作有了改进和突破。

3  分化规范引导化
3.1推以社会责任为立足点，采用官自分化规范引导化，平

衡社会情绪。因为网络时代对内容的要求，所以优秀的选题都非
常具有话题性。所以对于网络内容，官方应在保持严格的同时，
活化说法增加新闻生命力，以此照顾社会情绪。而对于自媒体，
要立足法律之上负起社会责任，再以多角度的视野引导讨论。

3.2 选题话题性是碎片化网络时代特点。选题话题性是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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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主流媒体是文化生命力的切实体现,作用是传播和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在社会发展的步伐中进

行传播方式的革新及理念突破。中国主流媒体应当成为中国化方向潮流引领者，这是国家主流媒体的重要责任。对内讲好中国故事，

向外传播中国声音，通过2019年习主席“讲好中国故事”这一政策的实施，在原先一直都没有取得好效果的“Medius”中国化有

了更多创新突破。于是便有了在海外开设孔子学院这一举措，随着孔子学院不断扩建，海外学院数量日渐增多，也有了显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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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化网络时代，为了截取流量热度，将事件突出特点，进行逐级
多次情绪渲染，从而引导人们对网络价值观的探讨批判的一种营销
概念。以及另一板块,“直播中国”、“70年70城”其中70年70城每
期甚至用不到5分钟讲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各个城市的发展变化。

3.3 动态调整。主流媒体讲好中国故事，应该从主流媒体
开始拆解，主流媒体中的主流是指的当今互联网社会媒体方向的
潮流引领者。以小见大，以小故事作为切入点来表现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故事这样的大主题，这是观众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并且也
最大程度控制了推广成本。人们对话题内容的选择具有优先选择
相关自身利益的特点，而越贴近现实的时间点发生的事，越容易
与人们产生利益联系，所以同概念基础上的事件，发生时间离现
在越短，越容易成为热点。反之，时间跨度越长，越容易被人们
在选择时忽略。相对应的内容价值也就变低。

4  主流媒体讲好中国故事——点式分析
关于主流媒体讲好中国故事，要首先从主流媒体开始拆解，

一部分是指中央、各省市区党委机关报和中央、电视台，以及其他
大报大台；以《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代表的中央级
新闻媒体；以新华网、人民网等为代表的国家重点扶持的大型新闻
网站。而另一部分主流其实是民间崛起的极少部分的顶尖天赋型的
媒体，他们拥有的是难得的创意创新点，通过新的角度，新的思维
去讲好这个中国故事，因为他们本身也就是中国的故事之一。

最后，如果想要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应该明白，主流媒体所
讲的是中国的故事，这些故事是由一个个事实中的人组成的，他
们是在脱贫攻坚，实现全民小康中的人，他们是住在基层，用一
生奉献的扶贫干部刘斯日古楞，他们是在教育第一线永不放弃的
良师杜定碧。也就是说，我们要讲好故事，就必须立于基层，不
能脱离现实，永远信奉实事求是。

我们应该保持专业记者的素养，发挥如今自媒体短视频创新
引人目光的优点，在真正体会理解中国历史，民族精神的情况
下，用实际中人们的行为宣讲我们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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