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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的混合方法对 CGTN 关于北京冬奥会的报道进行研究，考

察了相关报道的新闻框架、议题主体以及不同议题的内容细节，力求展现主流媒体在体育国际传

播中建构国家形象的全貌与特征。研究认为，CGTN 在情景性、故事化的国际传播叙事空间中，

基本形成以“运动员”为基石、以“体育外交”和“大国实力”为支柱、以“运动项目”“群众运

动”及“健康安全”为特色的国家形象建构逻辑，使国际体育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深度互嵌。但

是健康安全方面的报道数量较其他议题明显偏少、国际舆情的被动回应，以及大国实力议题的传

播效果等问题，需进一步思考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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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mixed methods to examine CGTN coverage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on 

Facebook, and the purpose is to describe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ional image construction by the 

mainstream media via 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finds that CGTN has basically formed a 

logic of national image construction with "athletes" as the cornerstone, "sports diplomacy" and "national strength" 

as the pillars, and "sports events", "mass sports" and "health and safety" as th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pisodic and 

storytell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arrative space, which makes international sports 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image construction deeply intertwined. However,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lack of coverage of health and 

safety issues, the passive respons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national strength 

issues should be further considered and explored after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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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 2022 北京冬奥会筹备工作

时指出，北京冬奥会是我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

性活动，是展现国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

精神的重要契机[1]。的确，以体育竞技为核心的奥运会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以其去意识形

态化的跨文化传播优势与凝聚人类共通情感的生命叙

事，在国际关系、国家形象塑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

2022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不仅给无数中华儿女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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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了民族与文化自信，也让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焦中

国。为了构建良好有效的对外传播新格局，我国众多

主流媒体利用全球性媒介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广泛宣

传，着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力图进一步

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展现新时代中国的崭新形象。 

2022 北京冬奥会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如期

举办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对外意义可见一斑。考

察主流媒体如何在北京冬奥会期间进行国际传播，无

疑可以明晰当前的“媒体战”时期国家形象建构的逻

辑与动向。 

一般认为，现代“国际传播”的概念起源于两次世

界大战时的美国。国际传播意指“超越国界的传播”[3]，

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而进行的跨文化信息交流与沟

通”[4]。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起步并不算早，当前我们

正处于“积极引领新型全球化的形势”的重要阶段[5]。

专家学者们的学术讨论达成这样一种共识——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是我国国际传播的历史转折

点。显然，体育国际传播具有特殊的地位。时至今日，

中国的体育国际传播亟需综合运用媒体传播等手段，

让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认同中国，塑造、传播

并维护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6]。与此同时，国

家形象的建构，作为体现国家软实力的一环，同样成

为了国内人文学科研究的热点。亚洲与中东研究专家

刘康[7]发现，中华文化尚未成为宣扬中国形象的优势，

外国人对我们的文化尤其是现当代文化的认识与认同

程度反而非常低。因此，当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建设需

要另辟蹊径地“以柔性传播的力量化解西方社会冰冻

的刻板印象，将一个现代化的，而不仅仅是永远站在

历史界碑前顾影自怜的中国形象介绍给世界人民”[8]。

过往研究已证实，国际传播、体育传播与国家形象的

建构深度互嵌——良好国际体育传播策略能够塑造我

国的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而积极正面中国形象又有

助于未来的国际传播效果。因此，如何进行有效体育

传播，建构真实、立体、全面的国家形象，占据与我

国现时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营造健康有力的国

际舆论环境，不仅是业界长久努力的目标，也是学界

持续讨论的焦点。 

本研究以议程设置理论为基本支撑。这一理论强

调，人们通过媒介看到的并不是真相，而是媒介过滤

且形塑之后的表征[9]。如果说议程设置的第一层是媒介

告诉该关注和思考哪些议题，那么该理论的第二层拓

展则是媒介告诉议题的哪个方面最重要。有学者提出，

社会学与心理学结合的产物——框架理论与议程设置

的第二层较为相似，都旨在剖析媒介是如何引导人们

应该从特定的角度看待具体议题的。Gamson 等将“框

架”解释为“媒介文本的内在结构和组织新闻材料的

核心理念，借助这种结构和理念，新闻报道暗示受众

该如何理解新闻事件”[10]。所以，对于大众而言，框架

是一种社会学习或替代性经验，人们通过框架形塑了自

身看待世界方式的心理结构，进而产生对问题的思考[11]。

换言之，同样一个议题，媒介使用怎样的方式去报道，

决定受众如何阐释这件事。更为重要的是，框架实则

是一个动词抑或是一个过程，囊括“选择”与“突出”

两个部分，即“选择”事实中的特定部分在传播中加

以“突出”，“目的是对描述的个体推广问题定义，原

因解读，道德评估，或者加以推介”[12]。国外研究中，

Iyengar[13]将新闻框架划分为“主题性框架”和“情景

性框架”。具体来说，主题性框架，是报道一种抽象且

客观的议题，提纲挈领；情景性框架则一般通过具体

的故事切入讲述新闻现象，又被称作“片段框架”。国

内研究中，台湾学者臧国仁[14]认为框架包含高、中、

低 3 个层次，分别为新闻主旨、新闻结构、新闻语言。

陈阳[15]在此基础上，认为框架的分析应当从 3 个角度

着手：宏观的新闻主题、中观的新闻内容、过程、结

果与评论，以及微观的新闻文本表达和细节呈现等。总

之，大众传播媒介确实有这样一种能力——左右人们

对特定事件的关注，提供可行的意见或建议，甚至改

变大众对事物的既定认知，最终影响人类思维模式及

社会动态。 

基于此，尝试对中国主流外宣媒体的代表——

CGTN 进行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并提出以下研究问

题：主流媒体报道北京冬奥会时使用了何种新闻框

架？报道的议题主体都有哪些？不同的议题主体分别

具有怎样的细致特征？回答以上问题，能够帮助我们

厘清体育国际传播的具体方式，以及国家形象建构的

详细需求。既往相关研究皆呈现出以文献归纳、现象

描述为主的弊端，缺乏切实的文本探究和理论思辨。 

 

1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内容分析与文本分析的混合方法，前者

旨在勾勒主流媒体报道北京冬奥会的整体样态，后者

着重关注那些国家形象建构的典型或具备创新性的研

究样本。 

研 究 对 象 为 国 外 社 交 媒 体 平 台 Facebook 上

CGTN(中国环球电视网)官方账号(@CGTNOfficial)。

CGTN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下属的面向全球的新闻国

际传播机构，其电视频道遍布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

区 。 在 媒 介 融 合 浪 潮 引 领 下 ， 其 亦 经 由 网 页

(CGTN.com)、移动应用、YouTube、Facebook、Twitter、

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传播中国声音，在世界上拥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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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多粉丝[16]。而作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的

Facebook，每月活跃用户超 18.6 亿，且集中在青少年

群体。截至目前，共有超过 1.1 亿的 Facebook 用户关

注了 CGTN 账号。 

研究样本选取的时间段为 2022 年 2 月 4 日—2 月

20 日，即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由于社交媒体平台多

模态的属性，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直播等在内的

所有文本都是本研究具体分析的对象。将每一条有关

北京冬奥会的推文视为一个样本，除去 CGTN 平台自

身的宣传推文外，共获得有效样本 428 个。 

1.1  内容分析 

第一，如前所述，报道框架可以分为主题性框架

和情景性框架，主题性框架一般是一条高度概括或较

为抽象的信息，此类新闻报道更为抽象和客观；而情

景性框架则关注故事的发生发展，多以展开讲述的形

式呈现更多新闻细节。因体育新闻的特殊性，研究认为

一些对体育赛事过程的记录报道应当被划作情景性框

架。基于此，新闻框架部分将 2 个研究变量纳入考察。 

第二，综合参照相关文献和实际情况，针对报道

的议题主体设定编码框。研究变量共 6 个，包括：运

动员、运动项目、群众运动、体育外交、大国实力、

健康安全。在编码过程中，使用“是”或“否”的选

择题，并结合报道的首要目的，确定 6 个议题主体中

的一个进行分类。按照要求，研究对每一个研究变量

均给予了严格的操作化定义及举例。 

议题主体一——运动员，是指对某一个运动员的

比赛过程、过往经历、思想动态等进行详细描述的报

道。除在役运动员的报道外，还包括曾经的运动员和

教练员等与冬奥相关的报道。如 2 月 15 日的一篇图文

报道：China’s Su Yiming won the gold medal in the men’

s snowboard big air final at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on Tuesday(周二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

中，中国队的苏翊鸣赢得了金牌)。此外，本研究还对

被报道的运动员国籍作区分，即在一篇报道中可以分

为“中国运动员”“国外运动员”和“国内外运动员”

3 种情形。 

议题主体二——运动项目，是指报道聚焦一项或

几项纳入冬奥会正式比赛的竞技体育运动项目，包括

项目由来、规则、进程、结果等。如 2 月 4 日的一篇

图文报道：Beijing 2022 is just hours away! Here is a brief 

guide to all the sports of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距离

北京 2022 还有几个小时！这是 2022 冬奥会所有项目

的简短指南)。 

议题主体三——群众运动，是指基于“三亿人上

冰雪”的纲要与目标，对我国鼓励大众参与体育运动、

民间或非官方或非竞技比赛的冬季项目的报道。除此

之外，也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非运动员参与体育运

动的报道。如 2 月 12 日推送的一段视频：In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CGTN anchor Wang Guan, China’s first 

world champion figure skater Chen Lu says that she wants 

to encourage more young Chinese to take up winter sports. 

Chen Lu sees Beijing2022 a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grow winter sports across the country(在接受 CGTN 主播

王冠的独家专访时，中国首位花滑世界冠军陈露说，

她想鼓励更多年轻中国人参与冬季运动。陈露认为北

京 2022 是全国各地冬季运动发展的绝佳机遇)。 

议题主体四——体育外交，是指“通过对于体育

运动的共同爱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相关制

度更紧密地结合起来”[17]。本研究中既囊括通过北京

冬奥会建立起我国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等深厚友谊

的报道，也包括针对某些对北京冬奥恶意揣测和无端

指责的回应与斥责的报道，还包含基于冬奥会外交的

跨文化传播。如 2 月 4 日的一篇报道：Chinese President 

XiJinping on Friday said his meeting with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will inject more vitality into 

China-Russia relations. Xi held talks with Putin in Beijing 

ahead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s Games，which was held on Friday night(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为中

俄关系注入更多活力。习近平在周五晚上举行的北京

2022 冬奥会开幕式前在北京与普京进行会谈)。在这一

议题下，本研究也将以报道中体现的中国态度或行为

为依据作角度的区分，具体分为“友好与和平”“冲突

与驳斥”两种。 

议题主体五——大国实力，主要是指对与北京冬

奥有关的国家综合实力展现的报道，包括经济、科技、

文化等软硬实力。如 2 月 4 日的一篇图文报道：China’s 

Tianwen-1 Mars probe has sent back its very best wishes 

for the coming Winter Olympics Games(中国的天问一号

火星探测器已经送回了它对即将到来的冬奥会最美好

的祝愿)。 

议题主体六——健康安全。疫情发生以来，健康、

安全话题逐渐成为媒介报道体育新闻的焦点。本研究

中主要是指对冬奥会运动员的身心健康、比赛安全、

生活质量等提供保障的政策、设施、环节等方面的报

道。如 2 月 17 日的一篇报道：Meet China’s rapid 

response medical team behind 2022 Winter Olympics and 

Paralympics. Known as “doctors on skis,” top experts 

from various hospitals have trained for 4 years to ensure 

athletes’ safety for Beijing 2022(来看看 2022 冬奥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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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奥会背后的中国快速反应医疗队。来自不同医院的

被称为“滑雪医生”的顶尖专家已经培训了 4 年，以

确保北京 2022 冬奥会运动的安全)。 

第三，作者即内容分析的编码员。首先，编码员

以报道日期为单位，在总样本中随机抽取 10%，共 43

个样本。而后，两位编码员各自进行独立的试编码，

并进行信度检验(Cohen’s Kappa)。结果发现，两位编

码员在“体育外交”“大国实力”“健康安全”3 个变

量上的分歧较多。随后，编码员共同分析校对差异编

码的样本，并对编码框的定义作了二次修改。第二次

试编码仍采用随机抽样，抽取了总样本量的 10%。此

次，“体育外交”变量的 Kappa 值为 0.759，“群众运动”

“健康安全”变量的 Kappa 值均为 1，其余变量的

Kappa 值均超过 0.8，符合操作的基本要求。 

1.2  文本分析 

若要知晓主流媒体对北京冬奥会报道的具体样

貌，就需要对研究样本进行质性的文本分析。这一部

分的文本分析是在对报道议题主体内容分析的基础上

进行的。具体而言，研究将在运动员、运动项目、群

众运动、体育外交、大国实力、健康安全等每个维度

之下，深入了解这一维度更为具象的阐释向度，即从

微观视角窥察报道细节。尚需说明，本研究中的文本

分析是基于文本细读的方法，较为适用于探求为建构

国家形象，主流媒体在呈现北京冬奥会时究竟采用怎

样的议题视角与表达方式。 

 

2  结果与分析 
首先，使用描述性统计，对北京冬奥会开幕至闭

幕期间 CGTN 的相关报道频率进行呈现。开幕式当天

2 月 4 日 的 报 道 数 量 最 多 ， 占 总 报 道 数 量 的

17.3%(n=74)，反映出主流媒体对关键节点的突出关注

与展现。其他日期的报道数量明显减少，特别表现在

冬奥会中后期，数量最少的是 2 月 17 日(n=13)，闭幕

式当天 2 月 20 日的报道数量略有回升(n=28)。总体而

言，除开幕式当天外，每日报道数量趋势较为平稳。 

其次，关于主流媒体在报道北京冬奥会如何使用

新闻框架，如表 1 卡方检验结果所示，两种新闻框架

的使用数量呈现显著差异(χ2=11.449，df=1，P＜0.01)，

超过半数的报道均使用了情景性框架(58.2%)，其余报

道使用主题性框架(41.8%)。 

CGTN 在报道北京冬奥会时，主要是用以人为中

心的故事讲述的方式。叙事传输(narrative transportation)

理论提到，故事能唤起人们整合关注、情感和意象的

独特心理过程[18]，让人体会到强烈现实感，甚至比现

实中的场景更加真实和生动[19]。鉴于此，相较梗概式

的主题性框架，情景性框架将“故事”融入报道，旨

在拉近主流媒体与受众的距离，从而激发受众的情感

共 鸣 。 另 一 方 面 ， 社 交 媒 体 平 台 的 技 术 可 供 性

(technological affordance)，要求媒体快速掌握并使用多

模态的传播形态。传统的文字和图片的搭配已经不能

满足受众的现实需求，视频、直播等形式的故事讲述

方式更能吸引大众的目光，特别契合年轻群体的惯习，

较易形成良好传播效果。以 2 月 10 日 CGTN 对北京冬

奥场馆的报道为例。这篇报道以主创之一的清华大学

博士生“邓慧姝的一天”为主线，首先从其在建筑领

域的研究方向——大众生活与城市空间入手，而后引

出团队设计冬奥场馆的创意内核——民族文化认同与

地区记忆的交融，最后点明了冬奥场馆的核心意义—

—助力城市长期发展并塑造全新的中国形象。CGTN

拒绝概括性和介绍性的报道方式，而是通过关键人物

的故事讲述，以小见大。与此同时，报道中对“理想

生活”“梦想追逐”等细微之处的着力刻画，也有益于

个体共情的形成、传递与扩散。 

 

表 1  CGTN 报道北京冬奥会的新闻框架及其与 

             议题主体的交叉关系 1)                频数(%) 

报道框架 
议题主体 

主题性框架 情景性框架 

运动员 69.0(46.6%) 79.0(53.4%) 

运动项目 10.0(32.3%) 21.0(67.7%) 

群众运动 0 22.0(100.0%) 

体育外交 50.0(47.2%) 56.0(52.8%) 

大国实力 44.0(42.7%) 59.0(57.3%) 

健康安全 6.0(33.3%) 12.0(66.7%) 

总计 179.0(41.8%) 249.0(58.2%) 
   

1)新闻框架：χ2=11.449，df=1，P＜0.01；新闻框架与议题主体交叉：

χ2=20.195，df=5，P＜0.01 

 

故事人物被视为信息的内部来源，对故事中人物

的认同就是对信息源的认同，人们就会相应地认为信

息源更为可靠，从而增强了信息的劝服效果[20]。研究

认为，在体育国际传播中，主流媒体基本形成“中国

特色叙事体系”。这一体系以情景性的故事为主要框

架，以实现对人物的认同为基本切入，尝试创造出国

际社会通用的情感共识，唤起国外受众对中国国家形

象的积极期待。 

再次，CGTN 在报道北京冬奥会时主要关注哪些

议题？依据表 2 卡方检验结果，CGTN 报道北京冬奥

会在议题主体上同样显示出显著差异(χ2=210.103，

df=5，P＜0.001)，频率最高的是运动员(34.6%)，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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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体育外交(24.8%)；而健康安全最少，仅占 4.2%。 

 

表 2  CGTN 报道北京冬奥会的议题主体 

议题主体 频数 比例 

运动员 148 34.6 
运动项目 31 7.2 
群众运动 22 5.1 
体育外交 106 24.8 
大国实力 103 24.1 
健康安全 18 4.2 

总计 428 100.0 

 

这一结果说明，在体育新闻的报道中，CGTN 突

出对“运动员”本身的关切。这深刻反映出，CGTN

的北京冬奥会报道，践行我国“以运动员为中心”的

办奥理念，强调了中国“以人为本”的文明话语。细

致地看，CGTN 对运动员的报道面向较为丰富，赛场

交锋、比赛结果、友爱关系、背后故事等均有涉及。

另外，研究对被报道运动员的国籍进行卡方检验，结

果显示 CGTN 在中国和外国运动员的报道数量上并不

存在统计学上显著性差异(χ2=2.173，df=2，P>0.05)，

说明 CGTN 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基本消解国籍的限

制，铺陈出中国倡导包容并蓄、世界大团结的美好愿

景，昭示着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值

得一提的是，冬奥会期间，CGTN 的日常报道板块

China Face 大多留给了中国冬季项目运动员。除了对

荣获金牌的运动员的报道外，CGTN 还着重报道了那

些取得突破的运动员。例如，在报道高山滑雪运动员

孔凡影、张洋铭时，凸显他们在赛场上的拼搏精神与

乐观心态；在报道钢架雪车运动员赵丹时，则展现了

她的骄傲自豪及对未来的期许。综上，相关报道扬弃

了过去“唯金牌论”的舆论导向，转而更加注重个体

努力进取的过程和敢于争先的勇气，不仅充分表达运

动员的自信与个性，更标志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日趋

成熟。 

作为一种超越分歧的通用语言，体育在外交方面

的作用不容小觑。研究对 CGTN 在报道体育外交时的

角度进行了区分。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友好与和平”

及 “ 冲 突 与 驳 斥 ” 两 种 角 度 之 间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χ2=54.491，df=1，P＜0.001)。总体上，CGTN 报道的

基本导向仍是以“友好与和平”促进体育外交，占比

85.8%，包括外国领导人或代表参加开幕式、冬奥会

期间的会谈与活动等方面的内容。CGTN 特别策划的

各国音乐爱好者共唱冬奥歌曲的活动是体育外交报道

中的亮点之一。“体育+音乐”的跨文化传播组合，蕴

涵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背后增进各国人民的人文交

流与文明互鉴的思想，为国家之间的联结奠定基础。

此外，有关“冲突与驳斥”的报道虽仅占 14.2%，但

值得深究。相关报道主要集中在 2 月 11 日和 12 日两

天，这是因为该时期部分外国政客和媒体在社交平台

上发文称，北京冬奥会首钢滑雪大跳台旁的“大烟囱”

是“核电站”。事实上，所谓的“核电站”是北京冬奥

组会基于可持续与发展理念，对首钢“冷却塔”的升

级改造。于是，CGTN 这两日的报道集中应对国外负

面舆论。特别是 12 日，CGTN 先后发布 3 篇由主播刘

欣或王冠主持评论的视频报道。两位在国际舆论场知

名的中国主播开门见山地批评政治家们“不谈体育只

论政治”的行径，详细说明外媒对北京冬奥会报道的

荒谬之处，鼓励大众尊重公平竞赛的体育精神，引导

国外受众理性看待中国形象。整体而言，CGTN 关于

体育外交的报道基本遵循国家间建立联系的宗旨，亦

不惧西方对体育政治化的解读，及时调整报道角度，

扭转消极国家形象。 

大国实力的相关报道，则在经济、科技与文化等

方面凝聚起中国实力的整体构建。经济方面，2 月 6

日对开幕式上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报道，不仅透露乡

村孩子梦想成真的温情，更是中国全面脱贫的有力证

明。科技方面，CGTN 在 2 月 8 日以图文形式报道了

中国航天技术在冬奥开幕式中作用在视觉上的冲击；2

月 15 日的一篇报道则是用漫画的形式，将北京冬奥会

中的智能床、5G 通信、AI 工具及绿色能源等逐一列

举。文化方面，2 月 16 日的直播报道聚焦北京冬奥会

里的中国文化元素，从学说中国话，到谷爱凌衣服上

“龙”的图腾，再到颁奖花束的巧思上海非遗代表——

海派绒线编结技艺等，一个个独特的中国文化符号被

一一诠释。由此可见，大国实力的相关报道通过从硬

实力到软实力的全面描绘，希冀增进世界对自信中国

的深刻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交平台热度居高不下的吉祥

物“冰墩墩”的报道隐含着体育外交与大国实力两个

不同侧面。一方面，在体育外交中，“冰墩墩”成为中

外友好关系的象征。如 CGTN 报道摩纳哥亲王准备带

两只“冰墩墩”回去送给自己的双胞胎孩子，与他们

分享体育精神。习总书记听闻后，在会谈时送上对亲

王和孩子们诚挚的祝福。另一方面，在大国实力中，

CGTN 报道了“冰墩墩”的热销，展现出冬奥会刺激

中国的消费市场，表征中国在经济上的强大实力。应

该说，相关报道将“冰墩墩”塑造成为中国国家形象

的生动隐喻。 

为进一步厘清新闻框架与议题主体的关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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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卡方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具有显著差异(χ2=20.195，

df=5，P＜0.01)。分析发现，CGTN 在报道“运动员”

“体育外交”和“大国实力”时，使用的主题性框架

均略多于情景性框架；在报道“运动项目”和“健康

安全”时，使用情景性框架的频数是主题性框架的 2

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群众运动”的相关报道全部

使用情景性框架，占比 100%。通过对“群众运动”

相关报道的深入分析，研究发现 CGTN 主要在“少数

民族”与“年轻群体”两个方面作文章。CGTN 在报

道少数民族时，通常将具有民族特色的衣着、饮食等

与体育运动勾连起来。举例为证，CGTN 在 2 月 12 日

推送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朝鲜族别具一格的冬季运动

会视频。报道介绍了 3 项民间的群众冬季运动项目，

描画了中国朝鲜族女性的美丽与力量和男性的骄傲与

坚韧，传递出中国人民乐于合作、公平竞争、不屈不

挠的优秀品质。而在年轻群体方面，报道则以营造良

好运动氛围，让年轻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益处为主。比

如，2 月 15 日 CGTN 以短片的形式，报道中国儿童对

冰球运动的喜爱。报道不仅意在表现运动能够助益个

人体质的增强，还凸显运动对家庭和谐关系的维系。

再如，2 月 11 日的报道关注一位 9 岁的男孩和一位 11

岁的女孩对冰雪运动的痴迷，将“滑雪板”比喻成他

们“童年梦想的翅膀”，鼓励勇敢逐梦的少年们向着世

界顶峰攀登。曾经“冷门”的运动，如今在年轻群体

中变得“热门”，让世界人民看到中国未来依旧希望为

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作出贡献的决心。 

 

3  结论 
北京冬奥会被视为我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

性活动，亦是展现我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契机[21]。学界

普遍认为，“国家形象”是复杂且有机的综合体。研究

通过对 CGTN 关于北京冬奥会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与

文本分析，呈现主流媒体在体育国际传播中建构国家

形象的多向度特征。研究认为，CGTN 对北京冬奥会

的报道进一步整合了国际体育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的

内在关联。宏观上，CGTN 的相关报道以“情景性框

架”为主，吸纳了国际体育传播中的共情元素，搭建

塑造国家形象的叙事空间。微观上，CGTN 首先以“运

动员”作为国家形象建构的基石，诉诸我国以人为本、

相互尊重、开放包容的文明话语，继续倡导“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其次，CGTN 还将“体育外

交”与“大国实力”作为国家形象建构的两个支柱。

一方面，体育是国际通用的语言，国际传播中的体育

新闻不仅诉说着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同繁荣

的美好愿景，还凝练了中国不畏强权、不惧阴谋、不

容侵犯的鲜明态度；另一方面，CGTN 在体育新闻报

道中融入了我国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宣传，展现了中国

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再次，CGTN 将“运

动项目”“群众运动”及“健康安全”作为国家形象建

构的 3 个特色，生动形象地介绍专业比赛项目和体育

知识，出浅入深地表明了提升国民体质的决心，坚定

不移地宣扬了对人民生命健康与安全的深刻关切。简

言之，CGTN 在情景性、故事化的叙事空间下，基本

形成“一个基石、两个支柱、三个特色”的国家形象

建构的底层逻辑，蕴含中国建设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

的奋斗目标，能够丰富世界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

等多方面积极想象。 

最后，亦有必要对 CGTN 的报道进行省思，触达

主流媒体在国家形象建构时的本质问题。第一，冬奥

组委强调要把参会各方的健康安全放在首位，因而健

康安全议题应当成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的要点之一。

遗憾的是，研究证实这一目标并未实现。相较其他议

题，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主流媒体对健康安全议题

的报道数量明显偏少。不可否认，北京冬奥会的相关

新闻应当将运动本身放置在报道的关键位置，但疫情

席卷之下，中国针对北京冬奥会的抗疫举措是中国战

疫经验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与中国人文主

义关怀的具体实践。因此，适当增加健康安全议题的

报道频率，应当成为未来体育国际传播建构国家形象

的努力方向。第二，面对国际舆论的复杂生态，主流

媒体在体育国际传播中的快速回击可圈可点。但值得

关注的是，西方媒体往往利用“先发制人”的传播策

略，给中国国家形象建构造成被动不利局面。所以，

主流媒体在做好国际舆论疏导的同时，如果能够变“被

动”为“主动”，及时分享和公开我国的主张，增强信

息来源和内容的多元性，进而拓宽对外舆论治理的整

体思路，或许能够使世界了解、理解并认同现代中国

的国际形象。第三，北京冬奥会的报道中，大国实力

议题占比较高，但是否能够形成有效传播效果并未可

知。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该议题确实能在

国内传播中达成广泛共识。然而，在国际传播过程中，

由于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文化背景等迥然不同，这

一议题或许会造成领悟的偏差，降低国际传播的效能，

甚至助长西方社会的敌对情绪。因此，体育国际传播

中大国实力议题的使用效果，应当成为后续实证探究

与讨论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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