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30 

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与新媒体技术融合的创新研究 
贾涛 

（南京工程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  江苏省南京  211167） 

摘要：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艺术。而随着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

提升，我国也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传统文化艺术由于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价值观，在当下仍旧有着较高的借

鉴意义，需做好对其传承工作， 大限度的发挥其积极作用。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促进下，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可与

新媒体技术进行有机融合，创新发展形式，符合社会发展所需，更符合公共美育发展要求。本文分析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与新媒体技

术融合的积极作用，并提出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与新媒体技术融合的创新策略，以期为今后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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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媒体技术在当下的发展水平相较于从前来

说有了较大程度上的提升，将其运用在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播的过

程中，更可使得其传播内容和形式均得以丰富，提升优秀传统文化

艺术在当下的影响力。而在社会发展的促进下，我国也 始构建公

共美育体系，应用新媒体技术来进行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播可使

得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得以进一步提炼，提升传统文化艺术传播的

时代感和吸引力，提升我国公共美育发展水平。 

一、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与新媒体技术融合的积极作用 
（一）实现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在新时期内的创新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是我国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发展水平在艺术

层面上的体现，对于探寻我国在一段时间内的经济社会政治发展水

平可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在当下仍旧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需加大对其保护力度以及传播力

度，发挥其在新时期内的积极作用。而在传统优秀文化艺术传播的

过程中，由于受到传统理念以及技术水平的影响，在传播内容和传

播形式上较为单一，没有深度挖掘其中的价值底蕴，对其传播也造

成了较大的影响。而应用新媒体技术进行传播，可对传统文化艺术

中的深刻内涵利用新媒体技术手段进行充分挖掘，提炼出其中的艺

术价值，使得人们深刻理解传统文化艺术的内涵[1]。 

与此同时，将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与新媒体技术进行融合发展，

更可使得传统文化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创新发展渠道以及传播渠

道，扩大其影响力。并借助新媒体技术高效性以及交互性的特征，

拉近公众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之间的距离，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在当

下的创新发展和持续发展[2]。 

（二）提升我国公共美育发展水平 

当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较大程度上的提高，在大力推

进经济建设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也在这一时期不断凸显

出来。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公共

美育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在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与新媒体技术进

行融合创新的过程中，可利用新媒体技术对其中的主题、符号以及

形式进行重新提炼，使其与公共美育的内容进行有机结合，丰富公

共美育内容。同时，将新媒体技术应用到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

中，由于当下的新媒体平台数量和类型较多，其应用人数较多，影

响范围较广，更可使得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得以

全面提升，使得公共美育在发展路径上得以创新，提升公共美育的

发展水平[3]。 

二、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与新媒体技术融合的创新策略 
（一）拓宽传播渠道 

在将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与新媒体技术进行有机融合的过程中，

由于传统文化艺术在传播的过程中需借助平台进行，平台发展水平

对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水平可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应用

新媒体技术，可使得传统文化在传播平台上更为广泛，除传统广播

电视报纸进行传播之外，还可利用远程教育、视频链接以及网络课

程进行传播，传播渠道也得以全面拓宽。在具体的实施中，可结合

新媒体技术来构建出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播平台，并结合交互技术来

使得用户可利用智能终端设备接受到传统文化艺术教育，提升教育

的趣味性，使得用户在娱乐中加深对于传统文化艺术的了解程度。

而在这一过程中，还可鼓励当代的艺术家或者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利

用各类新媒体平台来推广传统文化艺术。以美术为例，可利用短视

频平台来对绘画的全流程进行直播，并将创作成果进行上传，利用

网络平台来创新其传播渠道，使得传统文化艺术赋予更多的时代感，

符合当下社会发展潮流[4]。 

（二）创新传播模式 

在传统优秀文化艺术进行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技术发展水平较

低，导致其在传播的过程中模式也较为单一，仅以线下传播为主。

而线下传播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传播的局限性较强，传播效果不

佳。而在将新媒体技术与传统文化艺术进行创新融合发展的过程中，

对于传播模式也可进行创新，引入线上线下共同传播的方式进行，

提升传播效果。在具体的实施中，可利用线上讲座与线下展览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可由当地的博物馆以及文化部门进行牵头，邀请这

一领域的专家来举办讲座，并结合线上直播的方式来为公众讲述有

关于传统文化艺术的内容，发挥传统文化艺术在当下的社教功能。

还可搭建线上教育平台，将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在平台中进行整合，

使得公众足不出户即可接受到传统文化的教育，更可使得我国的优

秀传统文化在传播范围上得以进一步拓宽，提升传播效果[5]。 

另一方面，在将新媒体技术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创新的过

程中，还可针对线下传播方式进行创新，可在实体展示的基础之上，

应用新媒体技术来提升展示效果。以故宫为例，故宫作为明清两代

的行政中心，其积累了较多的传统文化内容，如文物、建筑以及书

画等。而故宫在新时期的发展中，即引入了较多的新媒体技术内容。

在展览的过程中应用到虚拟现实技术，将单一的文物内容设置在立

体的场景中，使得公众产生身临其境质感，加深公众对于文物的认

知，更使得公众更好的感受到传统文化艺术的深刻内涵以及魅力[6]。 

（三）提升传播的针对性 

在过去，传统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技术发展水平较为落

伍，导致传播仅能以单项传播为主，如电视报纸广播传播等，传播

内容固定性较强，灵活性不足。而这种单项传播模式也使得受众在

信息获取上极为被动，无法结合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进行选择，导致

文化传播的有效性不强。而随着新媒体技术上的不断发展，传统文



理论探讨 

 231

化在传播上的针对性以及精准度得以全面提升，从单向传播也 始

转变为双向传播，传播的效率也得以全面提升。而在具体应用中，

可在对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进行传播之前，利用新媒体技术来收集并

分析公众的实际诉求，了解公众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点，并应用双

向传播模式来进行传播，保证公众可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内容来选

择所要了解的传统文化内容。可应用大数据技术做好用户诉求的分

析工作，并将分析结果进行整合，对用户进行分类，提升传播的针

对性。还可在当下流行的社交平台中利用问卷调查或者信息调研等

方式进行，将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设计出问题，利用有奖问答的形

式来进行调查，激发公众参与到传统文化调研中的积极性，并借助

这类活动使得公众对于传统文化艺术的诉求以及关注点等内容传至

后台，并利用云计算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等来进行分析，为进行传

统文化艺术的传播提供可靠依据[7]。 

其次，在新媒体环境中，信息在传播方式和服务方式上均发生

了较大的变化，不仅可为用户提供收看收听以及阅读等服务，还可

为用户提供检索，评论以及下载等服务，互动性得以明显提升。在

新媒体技术与传统文化艺术进行融合创新的过程中，也需加大对于

用户的研究力度，提升传统文化艺术的服务水平。可利用传统文化

艺术的文创产品进行，例如在产品的设计和解说上，可引入现代流

行语进行，并在形象设计上提升创新性，使得传统文化艺术更符合

当下公众审美，提升其传播水平。 

后，为提升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播影响力，还可利用符合大众

审美的方式进行，利用一些新媒体的传播技巧，使得传统文化的影

响力得以全面提升。例如可借助微博、微信、淘宝以及手机游戏等

方式进行，并结合线下的体验店、书店以及线上的综艺节目和纪录

片等来进行传播，如《上新了，故宫》以及《国家宝藏》等，均利

用趣味性极强的内容来实现了传统文化艺术在新时期内的创新传

播，并利用碎片化的方式来 展全方位的传播，传播效率得以显著

提升[8]。 

（四）创新传播技术 

1.数字动画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媒体技术在当下的发展水平也有

了显著提升，将其与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播进行有机结合，为传统文

化艺术在当下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发展动力，更为文化传承创新了

途径和方法，提升了传统文化的传播水平。而在具体应用中，新媒

体技术在当下的类型较多，可结合不同的传统文化艺术内容选择不

同的新媒体技术进行。首先为数字动画技术，数字动画技术在出现

时间上较早，在类型上也较多，以下将结合具体的类型来进行分析。 

在传统动画制作中，由于技术发展并不完善，动画仅能以二维

模式进行展示，在立体感上不强，在表现力上也存在较大的不足之

处。而在动画技术的发展下，二维动画 始转变为三维动画，立体

感上得以显著提升，在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上也得以显著提升。将

其运用在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播中，可使得传统文化艺术以立体动画

的形式进行展示，可更好的反映其深刻内涵，加深公众对其的认知。

以《夏》为例，即利用三维动画技术来将我国的水墨画利用动画的

形式来进行展示，并借助动画来展示出水墨画的不同形态，可使得

公众全方位的感知到水墨画的艺术内涵。在《千里江山图》中，也

利用三维动画的形式将山水画展示在公众面前，使得公众产生身临

其境质感[9]。 

2.虚拟现实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也是新媒体技术中的典型内容，其可构建出虚拟

环境，使得公众产生沉浸式感受，将其运用在传统文化艺术传播的

过程中，可使得公众沉浸在真实环境的体验中，并可实现用户与影

像内容的交互，丰富用户体验。可将传统文化艺术内容构建出高清

数字影像，便于公众更好的看清细节，并利用交互操作的方式来

展人机交互，实现公众与传统文化艺术的零距离接触。 

3.短视频 

新媒体技术与传统文化艺术内容进行有机结合的过程中，短视

频在当下的普及率较高，且受众群体较为广泛。由于短视频的时间

较短，这也使得其内容极为精炼，符合当下人们碎片化的时间对于

信息的需求。而在应用短视频进行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播中，需提升

制作水平，创新制作角度，使得人们更好的感受传统文化艺术的内

容。以木雕为例，可利用短视频的剪辑将木雕作品的形成过程进行

动态展示，使得公众能够在观看的过程中感受到传统手工艺在当下

的发展[10]。 

4.游戏 

游戏在新媒体技术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也极

为常用，可有效提升传统文化艺术的影响力，公众在参与游戏的过

程中，即可深度了解传统文化内容，更可提升游戏的文化内涵。但

在应用的过程中，需对传统文化进行严格的筛选以及应用，避免对

公众造成误导。 

结语： 
将新媒体技术运用到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播过程中，对于实

现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在新时期内更好传播，提升我国公共美育发展

水平均可起到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在将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与新

媒体技术进行融合创新的过程中，可拓宽传播渠道，创新传播模式、

提升传播的针对性并对传播技术进行创新，发挥新媒体技术在优秀

传统文化艺术传播中的积极作用，保障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顺利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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