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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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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媒体技术是互联网发展背景下逐渐涌现出的一种全新的媒体传播方式，新媒体的发展会影响人们日常生活、

休闲娱乐，改变了传统的信息接收形式，新媒体传播的内容会影响社会环境，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广，需要努力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需求，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本文主阐述新媒体时代下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播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新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探究新媒体时代下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路径，充分发挥出新媒体的传播优势，保留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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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media technology i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gradually emerged a new way of media

communi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will affect people's daily life,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form of information reception, the content of the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will affect the social environment, change people's
way of thinking and valu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motion, need to strive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social
development, close to people's daily life.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media era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ransmission,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era of the new media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mmunic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explore the new media era under the spread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ath,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new media transmission, retain the preci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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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媒体时代下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路径，能

够全面扩展传播范围，加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

解，新媒体时代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具有实时性、互动

性和个性化的发展特点。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媒体

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更加直接，拓

展了人们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途径。新媒体时代改变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方式，建立互联网展示平台、吸引

社会群体的广泛参与、发挥出自媒体的传播优势、促进传

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有效融合。

1.新媒体时代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特点

1.1 实时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活动的主办方，可以通过互联网

技术的有效应用，创建网络信息传播平台，不断更新平台

信息内容，让广大群众实时了解非文化遗产的发展动态。能

够利用微博、微信等手机软件进行实时互动，让非遗文化传

承人从艺术家向自媒体人的身份转变，有利于非遗文化信息

在社会群体中的传播与扩散。大众传媒系统的应用十分广

泛，在社会发展中构建一个庞大的信息网络环境，中国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设立了文化遗产

日，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传播的主要内容，让社会群众

提高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随着网络非遗信息内容的不断

更新与完善，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时传播的媒介语境，

利用广播、电视等传播手段，加强广大群众对于非物质文化

遗产活动的理解。新媒体借助数字音频、高清视频等多元化

的传播功能，将最新的非遗活动信息第一时间发送到网络平

台，信息内容的生成成本较低，网络内容宣发具有较强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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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实效性，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网络账户，在第

一时间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自媒体营销活动。

1.2 互动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非遗传承人所采用的口口相传方式，传播范围有限，通过

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可以利用网络终端与广大网民进行互

动交流，全面提高传播效果。互动性是新媒体发展的主要

优势，非遗传承人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账户的

开放，以直播、短视频等形式与广大关注者展开实时交流，

并通过图片、视频等多种技术手段的有效应用，丰富互动

内容。根据广大群众对网络信息接收的喜好，不断调整传

播路径，传统媒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传播方式，具有中

心化的辐射性发展特点，主流媒体为大众传媒。通过电视、

广播等传播渠道，向社会群众宣传非遗信息，整个过程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与普通民众之间缺乏有效交流，群

众能够获得的信息反馈有限，受到传播渠道不畅的影响，

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传播效果。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新媒

体传播，首先需要建立系统分析模型，在大众传媒的基础

上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方式，通过主流媒体向广大群

众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知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通过实时互动了解社会民众对非遗文化的喜好，制定出具

有针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方案，全面提高社会群体

的民族自豪感，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认识，为非

遗传承人的宣传活动开展提供帮助。

1.3 个性化

新媒体时代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主要内容由用

户自主选择，大多数来自于大众传媒撰写的新闻报告和重

要的网络资源信息，人们在接触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内

容后，需要通过点赞与评论的方式参与网络互动，充分发

挥出新媒体传播人性化的发展特点。非遗传承人可以自主

撰写文章，网络用户在信息浏览与查阅时进行客观评价，

表达出个人独特的审美能力和艺术品位，新媒体传播具有

明显的发展优势，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多种传播途

径。通过技术升级弥补传统主流媒体宣传的不足，提高广

大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与热爱，新媒体技术的应

用能够自动筛选多余的宣传内容，提高社会群众对宣传信

息的接受程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普遍生活在经济欠

发达地区，当地的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十分落后，因此，

需要通过系统培训，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营销能

力，熟练的应用博客、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不断提高非

遗文化的社会影响力。新媒体的主要受众群体是互联网用

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内容的选择要符合网络受众的审

美需求，在传播信息生产过程中，新媒体用户会通过评论和

转发的形式进行信息内容分享，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

信息的二次创作，根据个人的审美需求，选择不同的方式展

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提高传播效果。

2.新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挑战：新媒体传播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更加直接。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为传统社会发展的产物，具有并发

性的发展特点，包含传统声音和传统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播与推广会影响社会群众的交际行为和生活习惯，选择

恰当的传播方式能够提高人们对国家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

感。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和西方文化，通过网络平台融入到

中国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传统文化内涵造成了一定冲击，

影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新媒体时代人与人的交往

方式发生重大改变，从面对面交往向多元化网络交往形势发

展。通过微信、qq 等网络社交平台进行交际往来，新媒体

时代借助互联网的应用优势，将社会各地的风土人情、民俗

习惯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面临着重大挑战，新媒体传播工具限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魅

力的展现，通过冰冷的屏幕无法体现现场热烈的气氛和情

趣，通过剪辑、配音等多种技术手段加工后的视频，降低了

原作的质感，展示出的作品内容充满遗憾。

机遇：拓展了人们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途径。

新媒体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伴随

着一定的发展机遇，新媒体所具有的互动性、实时性、个性

化的发展特点，能够扩大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果，打破传

统媒体信息宣传的局限性，拓展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

解途径。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传统媒体基础上融入

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衍生出的一种新型媒体，具有强烈的

时代性发展特征，包括网络媒体、数字电视、手机电脑终端

等等。新媒体是科技研发的产物，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过程中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实

现海量信息的实时共享，新媒体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出非遗

文化的内涵，有助于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留。广大用户在阅

读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资讯时，能够按照个人的主观意愿

进行评论转发，扩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范围，通过网络

第一时间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传播给社会群众，人们能够

随时随地的通过新媒体了解非遗信息。

3.新媒体时代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路径

3.1 建立互联网展示平台

互联网展示平台通常以网站的形式出现，目前国内已经

设立了许多承担传统文化传播重任的专业网站，包括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宣传内容和生产性保护政策，在网站内容制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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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多种媒体形式。将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内涵直观形象地展示出来，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信

息的互动性和参与性，让古老神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

代化社会发展接轨。利用互联网展示平台，建立由政府为

主导的专业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网站，例如：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网；建立研讨会发挥出社会组织的协同性作

用，以群众研讨交流为主，在互联网平台上各抒己见，例

如：中国民间民俗网。构建以研究机构为主导的精细化非

遗展示网站，方便广大群众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查

阅，通过网站宣传的形式，让更多群众接触到非物质文化

遗产，体会其中含有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和传承价值。

3.2 吸引社会群体的广泛参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视频展示、图片信息浏览

的方式，将传统技艺展现在互联网平台上，让社会群体提

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到非遗

传承与保护中。互联网展示平台是一个多元化、互动性、

内容丰富的非遗宣传网站，建立数字化信息库，在虚拟平

台上搭建集视频、音频于一体的混合式宣传模型，广大网

络用户可以突破传统信息获取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利用互

联网展示平台进行重要信息浏览与获取。虚拟互联网展示

平台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特点，能够实现对濒临消失非遗

项目的保护，设立由广大群众共同参加的创意体验模块，

面向全球网络环境提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关信息。

加强各方主体与外界之间的交流互动，信息化网络平台的

构建契合新媒体时代下的审美需求，受到了网络群众的广

泛关注。

除了网络宣传之外，还需要重视各地中小学的非遗宣

传普及工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与小学美术、中学音

乐等课程进行有效融合，让学生在知识学习中接触京剧、

剪纸等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将非遗的传播工作作

为校园活动开展的重要依据，从学生入手提高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影响力，在全国各地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博

览会等宣传平台，并将其与新媒体网络平台进行有效连

接，提高广大群众的参与积极性。静态化的展厅展览空间

有限，通过微博、微信等公众号扩展非遗项目信息资讯，

设立网络互动环节，围绕宣传内容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

法。

3.3 发挥出自媒体的传播优势

自媒体传播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自

媒体时代的信息宣传能够突破时间与地域的限制，采用群

体传播、大众传播等多种传播形式，扩展多元化信息传播

渠道，利用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手段，不断更新与

拓展传播内容。智能手机的迅猛发展已经逐渐演化为新媒体

传播平台，人们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进行相关资源查找，手机

逐渐成为新媒体传播的主流，具有移动性、便捷性的发展特

点，能够随时随地进行丰富信息查阅。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宣传与推广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人们可以将接触到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信息，以微信朋友圈转发的形式，在社交平台上

快速分享。广大网络用户可以采用图片传播、音频传播、视

频传播等多种形式，结合个人的兴趣爱好进行非物质文化遗

产宣传。原创性自媒体需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中融入原

创精神，通常具有明显的个人特色，能够吸引具有相同爱好

的人群，让更多年轻人主动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背景

和民族精神，通过网络平台表达个人真挚的情感和内心体

会。

3.4 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有效融合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有效融合，需要在打造新媒体载体

的同时，充分发挥出传统媒体的宣传优势，在广播电视台、

手机频道等媒体宣传途径融入互联网技术，创新业务流程，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立板块，不断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媒

体宣传途径。整合传统媒体的资源优势，采用线上线下联合

互动的方式，对各项非遗活动进行宣传推广，提高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影响力。

总结：新媒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扬中受到了大

众的广泛好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是一个多

元化的发展体系，通过新媒体技术平台改进传统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播途径。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特点，科学的

安排新媒体传播活动，对非物质文化资源传播内容进行合理

配置，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跟紧时代的发展步伐，

不断改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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