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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穗外籍人士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现状分析：
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视角的调查研究 

黄澎莲　陈　锐　袁远珍　肖婉怡　等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广州 广东 510510）

摘要：本研究以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为目的，首先通过文献调查、案例研究等了解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其次，运用问卷调查法和焦点访谈法相结合的方式，对在广州地区生活和学习的 1245 名国际友人进行了实地调查

和深度访谈；最后，采用 WPS、SPSS、excel 等数据分析软件对调研所得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分析。旨在深入了解国外友人对中国

文化的了解程度，其了解中国文化的途径，以及其对中国文化的认可程度。最后结合我国目前文化输出的途径和内容，思考如何调整我

国文化输出的模式，为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从而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中国故事；中国传统文化；文化软实力；文化传播；文化输出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在知识信息时代，文化软实力在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可以抵御各种西方思潮

和意识形态的冲击，维护国家安全，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舞台上，

文化软实力有助于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国际话语权，塑造良好的

国际形象。

要提高中华文化的软实力，首先要发扬中华文化，推动中华

文化的创新，发挥中华文化的魅力，再次巩固中国软实力的基础，

重视国家形象的塑造，增强外国话语的创造力、动力和公信力，

提高国际话语权。

要加强对当代中国价值观的提炼和诠释，拓展对外交流的平

台和载体，创新表达方式和渠道，使当代中国价值观走向世界，

提高国际社会对当代中国价值观的认识和理解，实现文化软实力

的提升。

“增强文化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党的十八大就明确指出。

“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习近

平总书记 在 2017 年 4 月视察广西时强调，要增强中国的文化自信，

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快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到中

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也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

响力。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中华文明作为东方文明的代

表之一，已经延续了五千多年。中国故事的魅力在于中国文化。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最深刻的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明确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和我们最深刻

的文化软实力。”

讲述一个好的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声音，通过一个

生动的，有感染力的，有说服力的沟通方式。实现中华文化走出

去，“与世界文明对话，创造先进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每一

个精彩的中国故事，我们可以向世界介绍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

化、丰富多彩的民俗等，吸引更多的外国人了解和体验中国文化，

进而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二、研究目的

本项目旨在寻找一种合适的形式和方法来传播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故事，以便更好地讲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提高中

国文化的软实力，深入了解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水平，对

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程度。

最后，结合当前中国文化输出的方式和内容，对如何调整中

国文化输出的模式进行了思考，并对如何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好

故事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以提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三、调研方法与调研过程

（一）调研方法

本课题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焦点访谈法和文献研究法 .

1. 问卷调查法

（1）街头拦访

在淘金、大学城和天河北等国际友人聚集的地方做好“关于

来穗国际友人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了解状况调查”的纸质问卷调

查。街头拦访法保证样本的随机性。

（2）网络调研

通过网络邀请在穗的国际友人参与回答问卷以获取“关于来

穗国际友人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了解状况调查”的调查，最后与

街头拦访问卷进行汇总。网络问卷法保证样本的针对性。

2. 焦点访谈法

抽取 16 名在广州生活过 1-3 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国际友人

（其中包括东亚文化区，欧美文化区，印度文化区，非洲文化区

的代表）进行深度访谈。通过访谈，深入了解国外友人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哪些领域 / 内容 / 特征 / 代表感兴趣；了解国外友人通过

哪些渠道 / 形式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国外友人来华前后对中

国印象的转变及其原因；了解国外友人在行为 / 思维方式 / 生活习

惯与中国的差异（价值观）等。

3. 文献研究法

首先通过网络、书籍等方式去了解官方或民间在传播中国故

事、中国声音时采用的方式，选择的内容和渠道；然后搜集并整

理国内外学者们对于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的研究论文和所

著书籍，梳理并归纳“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相关研究的

基本理论。

此外，研究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年鉴等，收集当前传播中国

文化时遇到的困境和障碍等问题的相关研究资料，为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故事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二）调研过程

本项目的调研过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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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调研过程

1. 调研准备

在调研准备阶段，我们确定了调研区域以及样本量和配额的

设计。

根据调查的目的及的国外友人在广州的分布等情况，我们选

取的调研服务为：天河区龙口西路与林窝涌路  天河路  体育东路

一带，越秀区的秀山楼、淘金路和花园酒店一带，白云区的远景

路（韩国街）、三元里和机场路一带，番禺区的祈福新村和丽江

花园一带。

样本量的选取方面，600 份为街头拦访，645 份为网络问卷，

合计 1245 份问卷。

区域文化配额（不同阶段的分类，如下表所示）：

表 1　调研样本配额

        年龄

                      入华时长

区域          配

文化                    额

18—25 26—35 36—44 合计

1 年内 1-3 年 3-5 年 超 5 年 1 年内 1-3 年 3-5 年 超 5 年 1 年内 1-3 年 3-5 年 超 5 年

西方文化区 72 120 36 12 54 91 27 10 54 91 27 10 604

东亚文化区 61 102 31 10 46 76 23 8 46 76 23 8 510

黑人非洲文化区 27 45 14 6 20 34 10 3 20 34 10 3 226

印度文化区 24 38 12 4 18 29 9 3 18 29 9 3 196

南洋文化区 13 22 7 2 10 17 5 3 18 17 5 2 112

南太平洋文化区 18 30 9 3 13 22 7 2 10 21 7 2 148

伊斯兰文化区 24 41 12 5 18 31 9 3 13 31 9 3 204

小计 239 398 121 42 179 300 90 32 179 299 90 31 2000

合计 800 601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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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研结果研究

在后期的调研数据处理阶段，我们选择了 WPS、SPSS、excel

等数据分析软件对调研所得数据进行了信度与效度的分析。

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对 1238 份有效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

信度系数为 0.924，高于 0.8，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有关结

果载于下表：

图 2　信度结果

然后我们用 spss 软件分析了。运用因子分析模型，问卷的 

kmo 值为 0.857，通过巴特利特球测验，显著性水平为 0.05，说明

问卷的有效性：

图 3　效度结果

四、调研结果

通过本次调研，项目小组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来穗外籍人士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现状分析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受访对象在了解中国

传统文化时存在以下特征：

1. 对于文化，“她”了解的更多更深

调查中，我们发现：男性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初步了解的比例

达 76.7%，远远超过女性的 45%；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较高程度

了解方面，女性以压倒性优势超过男性 27% 左右。如图 4 所示。

2. 地理距离影响文化的距离感

图 5 的调查数据显示，不同地区的受访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

不同程度的理解。无论是非洲文化区、东亚文化区、南洋文化区、

印度文化区、印度文化区和欧美文化区，对中国文化均有一定程

度的了解，全部占比高达 50% 以上；在较多程度的了解方面，南

洋文化和印度文化区占有较大优势，印度文化区 20%，南洋文化

区 25%。印度文化区和东亚文化区不了解的比例为零。

3. 受访者来穗目的影响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

被调查者来穗目的一般有求学、经商、派驻中国工作、随亲

前往中国、旅游等五大类，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均有一定程度的

了解，其中随亲前往中国的人群比例最高，为 100%；对中国传统

文化有着较为深入了解的人群以求学群体为主，占比高达 50%。

如图 6 所示。

4. 中华美食俘获人心

我们发现，外籍人士来中国之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范围

方面主要体现为对中国美食的情有独钟，其中男女对中国美食感

兴趣的比例分别为 47.66%、55.91%。在中国服饰中女性对其较感

兴趣，占总人数的 48.39%，相比男性高了 18.48%。在女性中汉语

汉字和中国文学均占总人数的 46.24%，占女性的第二；中国名曲

在男性中位居第二，占总人数的 38.32%，其次中国的传统思想和

中国电影均占总人数的 37.38%。除此之外，男女性均对中国文物

感兴趣占是占男性总数和占女性总数的程度较低，分别占总人数

的 1.87%、1.08%。如图 7 所示。

5. 小结

通过四组交叉分析，我们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论知名度，

中国美食文化的影响是较为突出的；论性别了解文化差异度，女

性了解更多中国传统文化；论来访目的了解文化程度，随亲前往

与中国文化更贴近；论地区了解文化的差异度，地理位置成为较

为显著特征。

（二）来穗外籍人士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的认知现状分

析

1. 互联网成为受访者了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途径

从图 8，我们可以看出，互联网已经成为外籍人士了解中国

传统文化的主要窗口。以中国古建筑和中国服饰为例，通过互联

网平台了解中国古建筑和中国服饰的比例为 41.82% 和 41.72%，

而通过电视了解中国古建筑和中国服饰的比例分别为 23.64% 和

22.09%。

2. 网络媒体选择“因地制宜”

不同文化区域受访者网络平台的选择也有所不同，如图 9 所

示：

在微信使用上，欧美文化区的被调查者占比为 33.73%，位居

第一；非洲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伊斯兰文化区和南太平洋文化

区的被调查者使用微信占比均在 15% 以下，最少的是南洋文化区，

比例为 6.02%。

维基百科的情况和 Facebook 相似，欧美文化区最高，比例为

图 4 　来穗外籍人士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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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外籍人士来源地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关系

图 6　外籍人士来穗目的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关系 

图 7　外籍人士在来中国前了解的传统文化认知整体分析 

33% 左右，南洋文化区使用两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比例最少，

只占 4.88%。

在 twitter 和 ins 的使用上，欧美文化区最高，比例为 32.58%

和 34.43%，南洋文化区和伊斯兰文化区使用 twitter 的人最少，比

例为 5.62%，而 ins 的使用最少的是伊斯兰文化区和南太平洋文化

区，均占了 1.64%。

在 YouTube 的使用中，东亚文化区的占比最大，为 24.14%。

非洲文化区的比例最小，仅达 10.34%。在使用其他网络平台这一

选项中，非洲文化区占总数的 38.46%，位居第一。

3.“老少皆宜”互联网

图 10 显示的是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采取的了解中国文化的

不同途径。从年龄角度来看，18-25 岁的群体使用最多的是互联

网，比例为 86.36%；其次为电视，比例为 39.39%；杂志的比例

为 30.3%；课程学习的比例为 28.79%。26-35 岁的群体使用最多

的是互联网，比例为 80%；其次为电视，比例 47.14%；紧随其

后的是报纸，比例为 20%；使用杂志的比例为 15.71%。36-45 岁

群体使用最多的是互联网，比例为 66.67%；其次为电视，比例为

51.67%；报纸为 26.67%；其他方式占比达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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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受访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途径 

图 9　不同地区受访者了解中国文化的网络媒体选择

图 10　不同年龄受访者了解中国文化的途径 

4. 小结

从以上三组交叉分析中，我们了解到不论哪个年龄段的人，

通过（移动）互联网了解和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最多的，其

次为电视。在各大社交平台中，微信的使用概率比较大，其次为

Facebook、twitter、ins 和 YouTube 等其他平台。

（三）来穗外籍人士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障碍分析

1. 来穗外籍人士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现状满意度调查

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我们在进行文化的输出时，要考虑到

受众是否接受以及满意的程度，不断的改进文化输出的不足，促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有效率地输出。从图 11，我们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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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居住 1 年以内的满足需求的国外友人占 30.89%，而 1-3

年的达到最高 35.77%，居住时间在 3-5 年和 5 年以上的分别占

17.89%，15.45%。由此可见，居住时间对国外友人是否满足中国

传统文化的需求的影响较低。

通过深入分析，我们发现更大原因是国外友人在中国的居住

地以及所接触的平台。国外友人在中国的居住时间长短与满足度

成反比关系，即居住的时间越短不能得到满足的比例越高。图 11

的数据表明，居住时间在 1 年以内不能得到满足的比例占 48.05%

达到最高，1-3 年占 29.87%，3-5 年占 15.58，居住时间 5 年以上

的国外友人不能满足的比例最低仅占 6.49%。

2. 来穗外籍人士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播途径满意度调查

在新时代，更好地将优秀传统传播出去，是非常紧迫的任务。

对传播的方式和内容是否能让国际友人满足这也是的传播效果的

重要指标之一。从图 12 可以看出，73.17% 的国际友人通过（移动）

互联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满足现阶段的传播方式和内容，但

还有 84.42% 的国际友人觉得不能满足所需。通过报纸、杂志、课

程学习、以及其他途径了解中国文化的且满足现在所需的占 15%-

30%，38.96% 的国际友人觉得通过电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

不足满足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同样也有 48.78% 的国际友人觉得通

过电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表示满足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除了通过互联网和电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能满足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了解外，通过报纸、杂志、广播、课程学习以及其他途径中

有相当大一部分国外友人认为不能满足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需求。

3. 语言障碍成为文化认知障碍的“罪魁祸首”

在调查国际友人的年龄阶层与文化区的基础下，进一步考察

了他们在接受和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如

图 13 所示。

（1）关于是否存在语言文字障碍方面

非洲文化区 18-25 岁、东亚文化区 26-35 岁、南洋文化区

18-45 岁、南太平洋文化区 18-25 岁的被调查者全都认为学习中

华优秀文化过程中存有语言文字障碍占比例最大，其次就是欧美

文化区 18 到 35 岁、伊斯兰文化区 26-35 岁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

存在文字障碍，占 90% 以上；而东亚文化区 36-45 岁、欧美文化

区 36-45 岁、南太平洋文化区 36-45 岁的被调查者没存有语言文

字障碍。

（2）关于传播内容的吸引力方面

东亚文化区 36-45 岁、南太平洋文化区 36-45 岁、欧美文化区

45 岁以上的被调查者都觉得传播内容不够吸引人，南非文化区 45 岁

以上、欧美文化区 45 岁的 60%-70% 被调查者同样地认为传播内容

不够吸引人、只有 15% 到 40% 的受访者认为传播内容不够吸引人。

（3）关于传播途径方面

南太平洋文化区 36-45 岁的被调查者一直认为中国对于优

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播途径少，印度文化区 36-45 岁的被调查者

中 75% 的人觉得传播途径少，其他地区认为传播途径少的占比在

25% 到 50% 之间。

（4）关于传播形式方面

各文化区被调查者觉得传播形式较单一所占的比重中相对较

图 11　来穗外籍人士的居住短对中国传统文化现状了解的满意度调查

图 12　来穗外籍人士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播途径满意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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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只有非洲文化区 45 岁以上、伊斯兰文化区 36-45 岁、南太平

洋文化区 26-35 岁的被调查者认为传播形式单一的占比在 60%-

70% 之间、非洲文化区 36-45 岁认为传播途径占比极少、南太平

洋文化区 36-45 岁的被调查者不认为传播形式单一，其余的被调

查者觉得传播形式单一的占比在 15%-50% 之间。

4. 小结

通过以上三组分析，我们了解到来华居住的时间是影响外国

友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语言和文字的

差异是外国朋友理解和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大障碍。大多

数外国朋友通过移动互联网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五、对策与建议

（一）传播方式上

1. 运用现代多媒体手段及网络技术进行多渠道地精准传播 

经过调研我们发现，国外友人并不能很便捷的获取到其想要

了解的内容，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传播范围较窄，不能

满足受众的需求。比如：中华文化的传播在对外汉语中主要是靠

教师来传播，辅助教材、杂志、广播、PPT、电视等，但除了传统

的传播方式，我们还可以通过网络来拓宽传播渠道。

目前，网络平台方面，国家汉办和网络孔子学院的建立，慕

课等网络教学的开展，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的广泛使用等都能

突破时空界限，在文化传播中起到很大作用。

我们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不妨综合各种渠道，根据文

化内容和学习者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传播途径。并在对外国

友人及其认识方式的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交叉分析中发现，我们

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年龄段他们获取知识的来源不同，因此我们需

要更加精准的输出我们的内容，提高文化输出的效率。 

2. 积极使用国际主流有影响力的传播平台 

在访谈中我们深入细致地研究国外友人来华前后对中国印

象的转变及其原因，发现虽然中国的强大世界瞩目，但在来华

前仍摆脱不了国外友人对中国的刻板认知。造成这种认知的偏

差有多方面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当地主流媒体对中国的

宣传。

比如：在俄罗斯，很多凸显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事件在

电视台、电台或报纸上是一笔带过，而详细的报道却是一些火灾、

犯罪、不文明现象等负面的内容，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较少成为

宣传重点。一方面是俄罗斯国内长期盛行的“中国威胁论”以及

中俄之间大国博弈的政治因素；另一方面是多数人对中国文化和

中国国情的认识并不完整。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调动外

国媒体的积极性，发挥国际主流传播平台在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作用，塑造全面的中国形象。而积极利用国际上具有影响

力的主流传播平台，我们可以借助政府创造更多的交流合作空间。

同时，发挥当地民间媒体的重要作用，激发民间传媒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报道兴趣，加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努

力减少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输出“传递偏差”。 

3. 帮助国外友人排除语言阻碍，读懂中国 

在本项目中，我们设计了一个关于外国朋友对中国传统文化

认知障碍的调查，研究发现，语言差异是外国朋友理解中国传统

文化的障碍和正确理解中国的最大因素。并且由于语言文字的巨

大差异，许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新政无法被国外媒体完全

理解，无法顺畅地传播出去。

我们迫切需要帮助国外友人排除语言阻碍，读懂中国。同

时在国外友人对哪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的调研中

发现，国外友人对汉语汉字表现出比较大的兴趣。而语言是文

化的载体，学习一种语言的过程也是掌握文化的过程，语言和

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将文化与语言的学习有机地融合在

一起，实现语言文化一体化模式。一方面，文化的传播能为语

言教学服务，使得受众在文化传播中学会与文化相关的语言知

识，使得不容易识记的汉语知识变得生动有趣、容易理解；另

一方面，语言教学本身就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讲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

我们可以将中国外交部、中央编译局、新华社等权威外宣机

构的外译成果充分利用起来，加大对外推广力度，避免国外媒体

友人的误解，更好地发挥助推作用。同时，我们中国也可以加大

对国际友人开设汉语口语及汉语汉字的课程等一些语言文字的培

养，也可以在中国电视剧、电影和短视频的中文字幕下面加相对

应的外国文字，以便国际友人在电视剧、电影和短视频中多了解

汉语汉字，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减少口语以及书

面传播的影响，促进理解。 

图 13　来穗外籍人士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障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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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播内容上 

1. 内容选择需要契合受众的需求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在对外输出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

容的选择上，我们有时会偏向于输出一些阳春白雪的内容，这些

对受众的文化水平、艺术造诣要求比较高，国外友人也表露出理

解有难度，欣赏门槛较高的态度。而我们文化输出要面对普罗大众，

由雅到俗，由浅入深，先抓住对方兴趣继续深入。在国外友人对

哪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的调研中我们发现，中国美食

深受国外友人喜爱，因此，我们可以借助美食话题，满足人们的

情感需求，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短片主

要以食物为关键词，它与食物的联系自然吸引了大量喜爱食物的

观众，从而扩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观众面。

例如，lee ziqi 的 youtube 视频贴近日常生活，以原始、自然的

形式向用户展示令人垂涎的食物，同时给农村生活场景一个宁静、

田园般的环境。这种将个人的日常生活融入宏大主题的话语策略，

有效地激发了受众的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唤起了人们对自由的

向往和深刻的情感共鸣，将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达到潜移默

化的目的。将内容转换成公众容易接受的形式，以达到最大的传

播效果。 

2. 运用文化沉浸式的传播，促进价值观的认同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我们的外国朋友对于中国文化在国外的

传播有一种防御心态。在国家层面上，外国人很难理解和接受我

们的文化，因为意识形态，也因为西方对中国的文化策略非常敏

感，认为它过于政治化。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以大数据分析为代

表的技术，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外部世界，使受众在多元丰

富的信息场景中，形成强烈的文化沉浸感，全方位直接满足受众

的需求，使其具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和思考，给予深度的身临其境

的体验。

《咬一口中国》以其质朴自然的影像风格，它极易让人想起

中国传统文化，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融入其创作之中，从

更多的角度吸引更多的观众，同时扩大文化传播的效果，激发人

们内心的情感共鸣，为观众提供更多的视觉享受一种美丽的身临

其境的观看体验，向观众传达其背后隐藏的精神和审美价值，以

其丰富的延展性，更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以滋润而无噪

音的方式更准确地向观众传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激发观

众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念的认识。 

3. 丰富传播内容，呈现多维立体的中国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了解是比较的

单一的。因此我们需要输出不同方面的内容，呈现出一个多维的

立体的中国。

比如：湖南卫视的《中餐厅第三季》国宴林大厨林在节目 20 

天的时间中用 64 道富有中国特色的美食把中国美食文化传播，同

时节目中教外国人包中国传统美食——饺子，把中国传统节日端

午的美食粽子作为礼品赠送外国友人，增强国外友人的参与感，

传播中国文化。此外，节目中秦海璐，还把中国的戏曲文化带到

国外在节目中展现传播，为一对外国夫妻举办了中式婚礼，贴喜

字，穿旗袍，揭盖头等形式把婚俗文化传递出去，通过美食、戏曲、

婚礼，于无形中增强了民族文化的输出和传播。它以美食为主题，

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元素，聚集了许多传统文化传播者，

创造了文化传播的聚合体，巧妙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拓展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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