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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短视频“讲好中国故事”策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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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要探讨在跨文化传播背景下，作为一种新兴传播媒介，短视频怎样才能有效地“讲好中国故事”，
把中华文化传播出去，推动其与世界文化的深入交流。从短视频“讲好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面临问题入手，提出

了促进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传播、增强目标受众差异化的精准性传播、提升内容与文化的高质量性传播和优化平台

算法与传播机制等有效的短视频国际传播中国故事的策略，为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正向传播提供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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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of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in short videos from perspective of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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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mainly explores how short videos, as an emerging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an effectively "tell the story of China" in hope to spread Chinese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exchange an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and world cultures. Starting from the problems faced b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short videos'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stories through 
short videos have been proposed, including promoting inclusive communication of diverse cultures, enhancing precise 
communication of target audience differentiation, improving high-quality communication of content and culture, and 
optimizing platform algorithms an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These strategies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positiv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on a global scale. 

【Keywords】Telling China stories well ; Short videos; Communication strategy 
 

1 前言 
“讲好中国故事”就是通过真实、立体和多元的叙

事方式来讲述中国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现代发展成就

和和平理念，把中国真实样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但是在

今天这个全球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世界里，“诸多复

杂的国际原因使中国文化的全球化传播面临现实掣肘”
[1]。我们需要不断提升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客观认知，增

强其他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同感与亲和力，推动国际

社会了解和接纳中国文化。“在国际关系日益复杂的当

今社会，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提高中国话语权的最佳方

式，同时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保证。”[2] 
当前，“短视频这一新媒介载体，改变了文化传播

的格局，以生动、简洁、轻松、直观且有趣的特征吸引

粉丝，更易于表达和集中粉丝的注意力，更容易出现

‘病毒式’传播，迎合了网络时代受众快速消费信息的

阅读习惯。”[3]短视频平台的崛起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

沟通更加便捷，为中国故事走向世界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机遇。因为短视频平台（如 TikTok、YouTube、
Instagram 等）具有全球用户基础，信息传播快，能够

在短时间内覆盖大范围受众，通过这些平台，来自中国

的文化内容、故事和观点能够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另

外，短视频的内容通常简单直观，通过图像、音乐、舞

蹈、场景等元素来讲述故事，能够使复杂的文化背景和

历史故事以更具吸引力的方式呈现，将中国的多元文

化特色在全球范围内形象化和可感知化。而且，短视频

平台具有强大的互动性，观众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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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等方式参与其中，这种互动性增加了文化传播的影

响力，也使得中国故事能够与全球观众产生更多共鸣。

此外，短视频的受众群体以年轻人居多，这一代人普遍

愿意通过轻松、有趣的方式了解异国文化，对不同文化

更加包容和接受，这也给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传播的

机会。然而，“不同的语言体系、意识形态环境、制度

环境和文化习俗，造就了国内外宣传对象不同的思维

习惯和价值观念，进而造成了他们对同一事件的不同

解读和不同立场。”[4]这是对外宣传核心困境之一，另

外短视频在宣传实践中也存在着诸多其他问题。本文

就短视频“讲好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的现状和所面临

的问题，提出相应国际传播策略，为中国文化在全球的

传播提供切实可行的途径。 
2 短视频“讲好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现状分析 
随着全球数字化传播的加速，短视频已经成为全

球化语境中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短视频平台如

TikTok、YouTube Shorts、Instagram Reels 等已逐步成

为全球用户日常消费内容的重要渠道。以 TikTok 为例，

“作为全球性的短视频娱乐平台，早在 2021 年 9 月

TikTok 的全球月活跃用户数就已突破 10 亿。” [5]且用

户遍布全球。这一平台的全球化特点为中国故事的传

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我国短视频内容创作逐步呈现多样化特征。个人

创作者、文化机构、官方媒体等不同主体纷纷参与进来，

创作内容涵盖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民间艺术、旅游景点、

历史遗址、现代城市面貌、现代科技、社会发展等各个

方面，涵盖面广，形态多样，满足了受众对不同文化背

景的需要，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有了很大提升。例如，

近年来，文化部、外交部等相关部门通过官方账号发布

一系列与中国历史、传统节日、社会进步等相关的短视

频内容，旨在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的发展成就和文化

特色。同时，许多中国品牌和企业也利用短视频传播中

国制造、中国创新的正面形象。以短视频为载体，中国

故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 
虽然短视频已经成为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重要媒

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制约

了其在国际传播中的效果和影响力。一是语言与文化

障碍。语言与文化差异依然是短视频传播中国故事的

一大障碍，虽然许多短视频平台提供自动翻译功能，但

翻译的准确性和文化适配性仍然是问题。中国故事中

的许多文化符号、语言风格、幽默元素等可能难以通过

翻译精准传达。许多中国创作者在制作内容时未充分

考虑到跨文化交流的需求，导致外国观众可能难以理

解或产生共鸣，影响其接受中国文化的程度。二是文化

误读与偏见。由于文化的多样性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复

杂性，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受众对中国故事的接受度存

在显著差异。短视频创作者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文化

差异，导致内容被误读或产生负面印象。三是内容的浅

显化与表面化。短视频的时长限制使得许多创作者在

讲述中国故事时，过度追求娱乐性和视觉效果，忽视了

内容的深度与系统性。许多短视频内容呈现出过于简

化和表面化的特点，使国外受众对中国故事的理解产

生认知偏差。“中国文化传播内容过于浅显，未能完全

彰显中国文化的价值底蕴和内涵，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中国文化的传播效果。”[1]四是平台算法的偏向性。短

视频平台的推荐算法往往优先推送娱乐性强、具有较

高点击率的视频，而这种偏好使得某些具有社会价值

和文化深度的中国故事可能难以获得足够的曝光。这

种平台算法的偏向性影响中国文化传播的多样性与深

度，从而影响全球受众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认识。 
3 短视频“讲好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策略 
结合短视频“讲好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

几大困境，本章将提出有针对性的“讲好中国故事”的

几大策略。 
3.1 促进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传播 
面对国际受众时，短视频创作者可以采取更为包

容和多元的表达方式，以跨文化共识为基础，创造更加

易于接受的作品。“在国际传播中，只有以共识为底色，

才能传播中国精神、中国价值，构筑起中国话语和中国

叙事体系。” [6]首先，可以选择能够引起共鸣的文化符

号和图像，通过情感化和视觉化的方式，努力做到在全

球范围内被理解或至少能够激发共鸣。比如可以选择

“风景如画”的中国自然景观、美食文化、城市面貌等，

这些内容通常容易引起受众的兴趣。同时“在国际传播

中，以中外融合的共同价值作为叙事核心，注重传播的

人文关怀，旨在唤起共鸣并产生宣传效果。”[7]比如，

中国文化中的普世价值观，如和平、发展、合作等，与

全球观众也能够产生情感共鸣，可以讲述中国在全球

事务中的贡献，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文化、经济和社

会层面的互动与合作等。其次，创作者在编码过程中需

要合理使用字幕、翻译和旁白，不能只考虑字面意思翻

译更要做到文化翻译，使信息能被广泛的受众所理解。

同时，视频中的符号、手势、颜色等非语言元素也要考

虑到跨文化理解差异，上升到文化翻译层面。 
3.2 增强目标受众差异化的精准性传播 
“由于高低语境的二元对立转换以及异域受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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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不同，中国文化产品的对外输

出不可避免会产生‘文化折扣’”[8]在创作面向国际受

众的短视频时，创作者应增强文化敏感性，深入了解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与社会背景，打破单一文化

视角的局限，增强跨文化的对话与理解，避免文化误读

与冲突。创作者应该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基础上，采取更

加多元和包容的方式进行文化表达，根据文化背景和

目标市场的兴趣特证，调整内容呈现方式，可以通过配

合本地语言、背景、习惯等元素，让中国故事更易为外

国观众理解和接受。同时，在短视频的全球化传播过程

中，中国故事创作者可以根据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反

应及时调整内容，并且依据霍尔的“编码解码传播模式”
[9]理论，充分利用短视频的互动环节，答疑解惑，积极

引导受众向主导性解码方式靠拢，做到精准传播。还应

该关注跨文化沟通与合作，邀请国际创作者和文化专

家共同参与内容的创作，增加精准传播的筹码。也可以

“鼓励更多海外受众走进中国，了解中国，并借助第三

方视角传播中国故事。”[10] 
3.3 提升内容与文化的高质量性传播 
对于短视频创作者来说，提升对中国文化和历史

的理解与尊重非常重要。在创作短视频内容时，除了注

重视觉吸引力外，更应注重内容的深度与文化内涵的

传递，可以通过增加文化背景、历史解读等元素，避免

过度简化和误读；如果创作出现困难，可以通过跨领域

的合作与专业的历史文化顾问来支持，确保内容的准

确性与全面性。短视频平台也要加大对主创人员的培

训和引导力度，提高其文化创作专业性。此外，可以采

用长视频或者是系列短视频的形式，逐步展现中国的

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从而避免内容的肤浅化，弥补短

视频内容信息深度不足的问题，从而帮助受众更好地

理解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或者采用长短视频

融合的方式，例如，可以在短视频中进行故事的简要介

绍，吸引观众点击查看完整的纪录片或系列视频，进而

提供更深层次的文化、历史解读和社会背景分析。只有

在信息传递的源头把基础打扎实，才能做到短视频“讲
好中国故事”的高质量传播。 

3.4 优化平台算法与传播机制 
短视频平台的算法可以进一步优化，推送注重内容

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性，而不是仅仅依据用户的兴趣

偏好进行单一推荐。还可以通过算法提升具有社会价值

和文化深度的内容曝光度，避免偏向低俗和娱乐化内容，

这样也可以促进中国故事传播的多样性和深度。 
4 结论 

本文针对短视频“讲好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所面

临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策略，包括促进多元文化的包容

性传播、增强目标受众差异化的精准性传播、提升内容

与文化的高质量性传播和优化平台算法与传播机制等。

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不同地区与文化背景下短视频的

传播效果与受众反馈，优化传播策略，提升中国文化的

国际话语权。同时注意，要想讲好中国故事，保持文化

自信始终是关键，过度迎合可能会削弱中国文化的独

特性和原创性。因此，在传播中国故事时，应注重文化

内涵的传递，不仅要让国际受众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

力，也要避免过度“西化”或“同质化”，而且也要表

现出中国文化多元的特点，从不同地域、历史和文化视

角出发，讲述不同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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