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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本挖掘技术的用户关于乡村非遗文化的行为意向分析 
王浩冉  田红蕊  朱星睿  张思佳  孙丽欣 

（华北理工大学  河北省唐山市  063210） 

在传统技艺创新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同时，非遗

与文旅融合的生态也开始形成[1]。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源自

特定社区、群体或个人的社会实践，地方性是非遗的主

要特征。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相互作用下，非遗的地方

性不仅被本土要素塑造，更是被超越本土的不同物质、

知识技术和观念符号等共同建构[2]。作为河北省的一项重

要文化遗产，乡村非遗文化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人文内

涵，乡村非遗不仅是乡民也是所有人的精神遗产，既赋

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又能增强乡土文化自觉、提升乡

土精神自信，更能够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3]。 然而，在

乡村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如何更好地了解群

众的意愿和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和推广活动成为

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团队设计了一个河北省乡

村非遗文化宣传平台，旨在通过群众留言模块收集用户

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分析群众对于乡村非遗文化的行

为意向。为此，我们利用文本挖掘技术对用户在留言中

的关键词、情感倾向等文本信息进行分析，从而深入探

索用户对于乡村非遗文化的态度和行为意向。通过本研

究，我们将进一步推动乡村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

高人们对于乡村非遗文化的认知度和参与度，促进乡村

社区的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 

1 文本挖掘方法简介 

近年来，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基于文本

挖掘的新兴技术主题识别研究受到广泛关注[4]。 

文本数据作为非结构化数据，无法作为机器学习算

法的直接输入类型，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处理，最终转化

为结构化数据，形成输入流[5]。处理其方法必不可少的是

对于文本信息的提取，挖掘，清洗，转换等。以计算语

言学、统计数理分析为理论基础，结合机器学习和信息

检索技术，从文本数据中发现和提取独立于用户信息需

求的文档集中的隐含知识。它是一个从文本信息描述到

选取提取模式，最终形成用户可理解的信息知识的过程。 

2 文本挖掘基本流程 

2.1 获取文本 

选取河北省乡村非遗文化平台中群众留言模块的回

答及评论作为文本数据来源。目前网上没有此次分析所

需的成型的数据库，因此需从指定的网站中逐个抓取所

需要的内容。利用 Python 语言编写爬虫程序，调用 

Requests 库请求网页，利用网页解析来提取选取网站中

需要的评论。 

2.2 对文本数据进行预处理 

①将原始文字语料中的很多干扰信息，包括标点符

号、数字、英文字母、转换符等噪声进行删除。 

②对重复语句删除和重复词压缩。 

③将无用的短句删除。比如：“很不错”“很好”等。

因此，最后还要对字数过少的句子删除。 

2.3 数据分析 

①认知维度 

对高频词进行主题分析，结果如图 1。 

 
图 1 词频统计 

依据词频统计结果，从用户认知维度的角度来看，

群众留言模块的词语分析出用户对于乡村非遗文化的认

知和理解。群众所提及的“普及”、“保护”、“乡村振兴”

等词语体现了用户对于乡村非遗文化的认知和重视程

度。他们希望通过宣传平台了解更多有关非遗文化的知

识，加深对于乡村非遗文化的理解和认知。 

②情感维度 

针对文本数据的情感极性及情感值测量分析，可视

化结果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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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情感分析 

据上图得出：文本数据中正向语言较多，用户对于

乡村非遗宣传模式满意度较高，提出的大多为积极性建

议。 

③行为维度 

短句划分为词，即将连续的字序列按照一定的规范

重新组合成词序列的过程。接着，通过高频率词组进行

统计和词云展示，就可以提炼出主要信息，反映群众留

言中大家的主要倾向。词云绘制结果如图 3。 

 
图 3 主要词符展示 

根据词云显示，从用户行为维度的角度来看，留言

模块所收集到的用户词语反映了用户对于乡村非遗文化

的行为意向和期望。用户提及的“活动安排”、“展览”、

“培训项目”等词语表明他们希望能够积极参与乡村非

遗文化活动，亲身体验乡村非遗的魅力。同时，用户还

提到了“合作交流”、“数字化展示”、“网上直播”等词

语，表达了对于借助新技术平台进行文化传播和推广的

期待，希望能够通过线上渠道获取和传播相关内容。 

3 结果分析 

通过词频统计、情感分析以及词云绘制的结果，综

合考虑群众留言，我们有针对性地为乡村非遗提供以下

切实可行的未来发展策略。 

1.加强保护措施：政府应该加强对乡村非遗的法律保

护，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严禁侵犯和盗窃非遗文化的

行为。同时，建立监管机构，加强对乡村非遗项目的跟

踪和保护工作。 

2.提供资金支持：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支持

乡村非遗的传承与发展。这些资金可以用于修缮非遗传

承场所，培训非遗传承人以及推广非遗文化等方面，帮

助乡村非遗项目实现可持续发展。 

3.加强教育培训：政府应该加强对乡村非遗传承人的

培训和支持，并在学校教育中加入非遗相关课程，提高

公众对乡村非遗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此外，通过举办展

览、活动和文化节等方式，增加公众参与度，促进乡村

非遗的传承与发展。 

4.拓展市场渠道：政府可以推动乡村非遗产品的市场

化，促进其与旅游业、文创产业等的结合，开拓销售渠

道和市场。同时，建立在线平台，为乡村非遗项目提供

展示和推广的机会，扩大乡村非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5.引导社会参与：政府应该倡导社会各界参与乡村非

遗的保护和传承工作，鼓励企业、非营利组织和个人投

入资金和资源，共同推动乡村非遗的发展。通过建立合

作机制和伙伴关系，实现政府、社会和乡村非遗项目的

多方共赢。 

这些建议可以帮助政府加强对乡村非遗的保护和传

承工作，促进乡村非遗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提升乡村经

济和文化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刘云,李婧,黄敬慈. 天山脚下，“非遗行者”在路上[N]. 农

民日报,2024-01-23(008). 

[2]魏雷,刘晓平,朱竑等.跨地方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

性的多尺度建构[J/OL].地理学报:1-17[2024-01-23]. 

[3]黄琴.非遗文化赋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路[J].阿坝师

范学院学报,2023,40(02):69-75. 

[4]宋博文,栾春娟,梁丹妮.技术特征相似性视角下的新兴技

术主题识别[J].软科学,2023,37(12):80-85+108. 

[5]郑小强,陈萌.新闻报道如何影响采购经理人指数——基

于文本挖掘技术[J].特区经济,2023(11):94-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