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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新媒体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之路
钱丽萍

（中共太原市万柏林区委党校，山西 太原 030024）

摘要：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高速发展，使得新型的社交媒体

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的方式

也随之发生着新的变化。新媒体具备成本低、运行快、操作简单

的优势，为大众的生活提供充盈的内容和良好的视觉感受。中国

传统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影响下，借机发展，迎来了新的传播方向，

基于此，本文研究新媒体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之路，以便于

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实现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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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借助互联网为载体进行传播，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方式，

新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操作简单、运行灵活的特点，是时代高

速发展的产物。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应结合新

媒体技术的发展，革新传承方式，促进其更好地发展。　

一、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的意义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所在，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建设

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新媒体背景的发展下，传统文化有了新的

传承与发展方式，也愈发受到更多的重视，获得了新的高度。文

化能够体现国家软实力，中华文化以其强大的凝聚力激发我们的

爱国热情，使我们感受到历史的文化底蕴，增加现实感受，也融

入了我们深刻的精神追求与道德准则。为了让传统文化能够推陈

出新、革故鼎新，就要注重其的传承与保护，要将其放到国家战

略核心地位，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建设。我国的传统文化历

经五千年的沧桑变化，依然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的

集中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之路的重要内容。因此要

加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力地推动传统文化向前不断发展。

二、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的特点

（一）传播速度快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高速发展，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也出现了

新的变化。实现了由全民参与的众媒时代到如今发展的智媒时代

的跨越，摆脱了过去传统媒体复杂繁琐的审核过程，通过运用新

媒体技术实现实时传播，提高了传播的速度，缩短了时空的距离。

借助新媒体技术平台，可以有效地提高传统文化的传播广度。比

如被我们所熟知的电影，就可以通过各种网络渠道与直播平台进

行线上播报，从而展示影视作品中表达出来的内容与情感。从而

进一步使得电影可以快速得到推广和宣传，从而更大程度地吸引

观众观看电影，达到宣传传统文化的目的。

（二）互动联系性强

新媒体承载着传播的多样性特征，在传播的发展过程中具有

随机性的特点，在受众过程中通过发挥其主动性的特点使得传播

的效果更加明显。通过观察我们发现，我们国家的很多电影电视

作品都具备相应的特色知识产权和生动的故事情节来体现想要表

达的价值理念。像很多出色的影视作品中会体现很多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道德传统以及礼仪文化，打造出符合正常伦理道德的特色

影片。通过影片的观看，引起观众的思想共鸣，从而达到传播中

国传统文化的效果，以此体现出新媒体传播相比较传统文化传播

中无法替代的优越性。

（三）共荣性强

伴着着我国网络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传统媒介环境也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而形成一种新型传播环境，即媒介融合。

新媒体传播环境下，不同形式的媒介彼此之间的相连性与融合性

得到了加强，媒介一体化的趋势日趋明显。作为新媒体的传播方

式而言，即有别于报纸、杂志等一系列书刊的传统媒体，依托高

新数字技术的而产生的新型媒体形态。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与新型

媒体媒介相融合，从而增加了传统文化传播的方式，推动着传统

文化的向前发展的进程。

三、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的传承路径

（一）开展传统文化入校园活动

在进行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探究时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

要注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引导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历

史脉络，对优秀传统文化礼仪中的历史沉淀、文化传承、人文魅

力进行学习和吸收；而是要围绕学生的生活展开，比如与同学、

教师和长辈等相处时的礼仪，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在每

年新生入学时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的熏陶，比如以感恩父母为主

题的校园讲座，或者以诚信做人为主题的校园晚会等。在日常礼

仪与普通话学科教学中将这些元素融入进去，倡导学生在日常生

活中从身边做起，尊重他人，对他人的帮助心怀感恩之情，营造

出“互相尊重，文明讲礼貌”的校园文化氛围。

例如：在进行“人际交往的的原则”相关内容的教学时，教

师可以拿学生身边的舍友之间的相处举例子，以帮助他们更好的

理解礼仪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学生毕业之后是要直接走向社

会工作岗位的，在日常生活中就要模拟社会培养他们以后的生活

能力，在日常生活中与舍友相处需严格遵守礼仪，避免冒犯到别

人引起矛盾甚至爆发冲突，比如甲同学因去图书馆学习回来晚了，

拜托乙同学给他带饭，并叮嘱一定多放些辣椒，结果乙同学忘了

放辣椒，此时甲和乙分别应该如何做呢？甲应该对乙表示感谢，

毕竟人家是在帮助他，只不过做的有一点瑕疵；乙应该表示自己

的歉意，哪怕是在帮助别人，但自己答应别人的事情没有做好，

应该承认错误并表示歉意。双方的互相谦行为避免了舍友之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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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矛盾，一个既鲜活又贴近实际生活的案例，让他们明白礼仪在

人与人相处中的重要性。

（二）利用新媒体传播传统文化，强化群众的传统文化意识 

　　传统文化在社会传播的途径有很多，像广播、报纸、地铁宣

传栏等，在手机成为社会的主要通讯工具和信息工具之后，教学

途径又拓宽了许多。教师可以利用互联网开展教学，利用网络无

处不在的普遍性和学生随时可以上网的特征，将两者有机的结合

在一起，借助各种社交平台和软件，开展更深程度的礼仪文化教育。

如今人们的零散时间很多，有很多碎片化的时间都被用来玩手机，

礼仪文化的互联网教育就是要渗透进学生的这些碎片化娱乐时间，

比如做一些具备教育意义的短视频、微电影、微小说等，内容格

式一定要新颖，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三）搭建传统文化网络传播平台

利用新兴的短视频形式向群众渗透传统文化之外，还应搭建

一个网络平台，收集各种形式关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为那些想要

想要了解传统文化的社会群体创立一个文化社区，以促进传统文

化的传播范围。在这个文化社区里，每个人都可以分享的自己所

了解传统文化知识，可以写成文章上传到平台上；也可以将校园

内发生的好人好事分享到平台上，鼓励更多的人向他们学习，促

进校园风气正向发展；也可以针对校园内的不文明行为以随后拍

的形式上传到平台（对于不文明行为当事人要打码，保护个人隐

私），针对这种不良现象进行讨论，引起广大群众的自我反省，

思考自己有没有过不符合礼仪的不文明行为，从而促进群众个人

文明素养的提升。

三、结语

总而言之，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无形瑰宝，我

们应该继承并将其发扬光大。作为教育工作者，应在对学生的教

育中不断渗透传统文化，提升他们的个人文明素质，将他们培养

成知礼、懂礼、守礼的高素质人才，为他们以后的长远发展打下

良好的基石。在我国数千年的文化传承中，礼仪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从孔子开始提出“仁礼治国”的主张之后，礼仪文化逐渐从社会

的上层渗透到全国百姓之中，经过数千年发展，礼仪文化早已深

入人们的思想观念里。让中国礼仪文化融入社会之中，能有效增

强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心，提升他们的个人

综合素质，有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林立容 . 传统文化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传承 [J]. 建材与装

饰，2019（09）：102-103.

[2] 竭红云，李霞 .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基本路径 [J].

智库时代，2019（11）：237-238.

图文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