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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大数据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探究
——以来华留学生间中国文化传播为例

韩佳秀

（西华师范大学，四川 南充 637000）

摘要：本课题研究基于来华留学生间的中国文化传播问题，

探索大数据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本文将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加

入进去，进一步探索了大数据技术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给跨

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视角的大数据化实践理论基础，让跨文化传

播实现了信息化、技术化的升级。通过大数据技术与跨文化传播

领域的结合，能够更充分的应用大数据技术搜集和了解来华留学

生对中国文化学习和了解的偏好、习惯、需求、难点、空白等方

面问题，助力跨文化传播实践，从而让在四川南充留学的外国学

生能更好地认识当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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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高校的国际化发展要求越来越高，来华留学生数量也

在不断增多，伴随着数量的急剧增长，对外汉语教学上的问题越

发凸显。中国文化作为国际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板块，它的有效传

播成为了目前亟待突破的重要课题。大数据在最近几年也是崭露

头角，不少领域应用大数据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这样新的视角是

我们突破当今中国文化传播尴尬局面的重要方式之一。

一、来华留学生间中国文化传播现状

现如今，在来华留学生间的跨文化传播上仍然是个难题，首

先留学生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民族，有着复杂的宗教信仰，国家

与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很大，文化背景极其复杂，因中国文

化博大精深，所以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好感度

上存在巨大差异，甚至有少数留学生身在中国，却只对亚洲其他

国家的文化感兴趣，所以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是学术界需要思

考的一个重要话题。

为什么难，笔者根据自己所在高校和其他高校的汉语授课情

况来判断。一是留学生对汉语的掌握程度，是否可以进行日常生

活交流；二是留学生对中国文化课的喜爱和参与程度，是否积极

参加，进行有关中国文化的交流；三是留学生对中国文化是否有

自己的理解和思考。从简单的汉语交流到复杂的对中国文化的思

考，粗略分析出四川各高校的中国文化在来华留学生间的传播情

况。

据调查发现，现在大部分对外汉语教师还是把中国文化内容

中心放在汉语课堂上，如果仅仅让留学生只是在上课期间接触中

国文化，我们的中国文化传播速度远远无法满足文化走向世界的

速度要求。所以来华留学生间中国文化传播的方式也亟待改进，

必须做到多元化。

二、大数据技术对跨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

大数据技术，是指从各种各样类型的大数据中，快速获得有

价值信息的技术的能力，包括数据采集、存储、管理、分析挖掘、

可视化等技术及其集成。适用于大数据的技术，包括大规模并行

处理（MPP）数据库，数据挖掘电网，分布式文件系统，分布式

数据库，云计算平台，互联网，和可扩展的存储系统。跨文化传

播，是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社会成员之间通过人际交往进行

的信息传播活动，涉及到多种文化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迁移、扩

散和变动，跨文化传播对整个群体、国家以及文化建设都有较深

层的影响。随着大数据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分量，

我们不可忽视它在跨文化传播上的作用。大数据成为未来一切商

业活动的发展方向，它已撼动了整个世界，未来是一个由大数据

推动的时代。

目前，互联网传播已经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人们交流最普遍

的方式和渠道，除开上课和学校活动的时间，当前来华留学生使

用互联网进行学习、交友、娱乐的比例极高，笔者对此在四川省

内几所高校里发放了问卷，调查问卷目的是为了深入了解来华留

学生经常使用的网站、搜索引擎、社交媒体、游戏等。这里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在留学生经常使用的网站或者视频软件中，

随意挑选一个使用率较高的，就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定位出留学

生甚至所有外国人的用户，截取他们涉及的有关中国文化的内容，

从而分析出他们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偏好、习惯、需求、难点、空

白等方面问题。

比如：用非汉语检索的用户搜索过哪些有关中国文化的内容，

此类视频观看的时长，哪里会重复播放，哪里会快进，通过这些

内容和行为的记录，可以分析出各个用户的喜好，最后综合所有

用户的喜好，精准得出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不同喜好，

从而达到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有针对性地，在来华留学生间推广优

秀中国文化、当地特色文化。

三、借助大数据技术，实现来华留学生间中国文化的传播

来华留学生间中国文化如何更快更有效地传播，离不开大数

据技术的辅助，所以如何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帮助我们实现留

学生间的中国文化传播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

（一）借助大数据技术，优化传播内容

如何把握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情况？受生活习惯、经济水

平、文化及社会背景不同的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对中

国文化的认知情况、接收习惯、兴趣方向等不同，因此要对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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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中国文化的情况进行一个实际调查和了解。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必须摆脱传统的单一的调查方

式，如问卷抽样调查、内容分析、实验法、访谈等模式，通常这

种定性的研究方法难度大，速度慢，辐射范围窄，收效慢，成本高，

成果不显著。而如今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可以通过网络获取人的行

为和信息，大数据技术速度快、辐射范围广、收效快，因此借助

大数据技术，我们可以挖掘探索出更多的优秀中国文化及当地特

色文化在留学生间的传播。

例如笔者调查发现的，非洲留学生的女生对中国的茶文化、

旗袍比较感兴趣，印度留学生对中医感兴趣，东南亚国家的留学

生对四川美食很感兴趣、个别老挝留学生除了对传统民族服饰感

兴趣以外，对南充的丝绸文化也比较感兴趣，还有不少留学生对

中国的历史也特别喜欢等等，相信通过大数据的分析，留学生对

中国文化接收的实际情况将会在短时间内系统清晰地传递给我们，

为国际汉语教学的老师们提供明确的方向和新的视角，从而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借助大数据技术，实现传播方式多元化

要想深入研究中国优秀文化及当地特色文化如何在留学生间

有效传播，必须要实现传播方式多元化，而现在利用大数据技术

来实现是跨文化传播的机遇和挑战。大数据时代，让传播拥有更

多的便捷和可能性。

首先通过社交平台、公众号、短视频软件、网页宣传等多种

方式加大推广中国文化、当地文化，从而发挥大数据“大”的特点；

其次利用留学生“第三只眼看中国”的平台，办一场比赛，形式

可多样，开设留学生自己的公众号、拍摄纪录片、vlog、脱口秀、

舞蹈、演唱、写作等形式，这样可以吸引中外创作者团队、外籍

主播、自媒体团队及全球所有对中国有兴趣的外籍友人参与进来，

以这种新颖的视角吸引留学生去了解和探索中国，发挥自我主观

能动性，展现外国人观察中国的独特视角，记录外国人走读中国

的精彩历程，聚拢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故事，引发他们自己的

思考和理解，实现一个利于实现跨文化传播的平台，从而发挥大

数据处理信息高效的优势，以生动的方式充分展现中国文化的精

彩；再次，我们可以利用各行各业进行交流与合作。借助旅游景

点大力宣传当地文化，利用健身 App 注入中国传统或特色的健身

方式，如太极拳、八段锦、广场舞、广播体操等。

此外，还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开设各种中国特色文化体验，

如马术体验、太极体验、民族服饰体验、民族乐器体验、中医体验等，

通过 VR 虚拟技术身临其境，从而更加系统有效地传播各类优秀

中国文化。

（三）借助大数据技术，进行效果评估

在进行优秀的中国文化、特色当地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我们

要定期开展效果评估，进而不断调整传播方案，改进传播内容和

方式，实现最终的有效传播。大数据技术可以在短时间内采集到

大量的有效数据进行调查，这样的数据调查出来的结果更直观和

准确，从而可以直接快速地获得评估结果。

四、大数据时代下跨文化传播的对策建议

（一）国际汉语教师转变授课思维

目前大部分的国际汉语教师还是停留在传统的上课满堂灌或

者做有关中国文化活动的模式，笔者认为是时候转变大家的授课

思维了，教师应该去思考如何多元化地去传授中国文化，而不是

思考如何上好一堂课，在带领留学生亲身体验中国文化的同时，

老师们也可以给留学生推荐一些好的视频号或者公众号，日常生

活中看到好的相关文章、图片或视频链接也可以实时分享给留学

生，让中国文化课堂成为留学生生活中的一部分，润物细无声，

让留学生在娱乐中去探索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的滋养中，过好

在中国的生活。

（二）积极拥抱大数据技术

利用大数据技术找到不同留学生群体的偏好、习惯、需求、

难点和空白，分析传播效果好的中国文化，针对难点和空白的优

秀中国文化定制个性化的传播策略。借助大数据优化传播内容，

促进传播方式多元化，以及进行直观准确地效果评估，促使优秀

中国文化有效传播的良性循环。

（三）抓好历史机遇，直面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挑战

留学生间的中国文化传播实际上是一个突破口，不仅是国际

汉语教育上的重要阵地，同时也是解决很多高校招生难的瓶颈突

破口，更是传播当地文化的一把利器。像如今，各个高校都在增

招留学生，实现留学生数量，但拥有数量的同时，质量如何把控。

这就需要靠这个学校及当地政策、文化来吸引了，尤其是我们西

南地区的各个高校，地理位置也不占优势，城市也不出名，奖学

金也不多，怎么吸引留学生来呢？做好当地的文化发展定位，打

造独特的文化品质是关键，当这个地方的文化特质真正能吸引到

其他外地人甚至留学生时，伴随而来的是本地的知名度提升，促

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解决当地高校招生难的问题。所以要抓

好历史带给我们的这个机遇，利用大数据技术来促进优秀中国文

化、当地文化在来华留学生间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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