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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耳朵图图》作为启蒙经典动画，给予特定的人群以深刻记忆。如今，《大耳朵图图》融入了媒体发展

趋势，通过鼓励受众参与叙事，实现了该作品的跨媒体叙事，赋予了经典作品新的表现形式与社会价值，

获得了更高的社会认知。为了探究UGC模式以及在该模式下《大耳朵图图》的叙事内容，文章结合跨媒

体叙事理论与UGC创作理论，运用案例分析法，得出在UGC创作模式下的《大耳朵图图》实现了其内容

创作的多元化，实现了经典文化的年轻化表达与互动沉浸体验，以故事化演绎方式辐射出《大耳朵图图》

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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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nlightenment classic animation, “Big Ear Tutu” gives deep memories to specific groups of 
people. Nowadays, “Big Ear Tutu” integrat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media, and realizes the 
cross-media narrative of the work by encouraging the audience to participate in the narrative, g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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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social value to the classic works, and gaining higher social awarenes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UGC mode and the narrative content of “Big Ear Tutu” in this mode, this paper 
combines cross-media narrative theory and UGC creation theory, and uses case analysis to conclude 
that “Big Ear Tutu” realize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ts content creation under the UGC creation mode, 
realizes the youthful expression and interactive immersion experience of classic culture, and radiates 
the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of “Big Ear Tutu” with story-based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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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Media Storytelling, User Generated Content, Matrix Propagation, Cultural Identity, “Big 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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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耳朵图图》是由速达指导、叮当编剧、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电视动画片，于 2004 年 6 月

1 日在中央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首播。《大耳朵图图》代表了陪伴孩子们成长的一系列启蒙动漫，对于

懵懂的孩子具有非凡的教育意义。儿童健康成长一直是《大耳朵图图》创作的指导思想，作品追求阳光、

创新、绿色、质朴的精神品质，寓教于乐，贯穿在动画片的始终，以幽默诙谐的剧情、生动的案例树立

了孩子们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与世界观，这也是《大耳朵图图》能够传承至今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体融合时代激活了 UGC 的灵魂。《大耳朵图图》作品实

现了不同媒介的相互交融与传播方式的创新，使得该动画作品与 IP 形象以全新的方式再次出现在大众视

角，延伸与扩充了产品内容的丰富性，例如各大《大耳朵图图》公众号、营销号、视频号等层出不穷，

如雨后春笋，他们通过自我解读“文本”，自主搭建创作内容平台，助力该影片与 IP 形象的再创作、再

传播，亨利·詹金斯将他们亲切地称呼为“盗窃者、搬运者”[1]，粉丝群体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为弘扬

优秀文化、培养文化自信起到重要作用。 

2. 《大耳朵图图》在 UGC 创作模式下的参与现象 

2.1. 参与 + 融合：《大耳朵图图》的跨媒体现象 

“人们单独或者共同的进行决策，通过不同形式的实践进行自我表达，以体现多元和民主的价值观

文化”[2]。亨利·詹金斯指出，人们在融媒体时代，已然将用户作品创作当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

们每天生产“作品”并在微信、抖音、快手、小红书等数字媒体传播。《大耳朵图图》的 UGC 内容在“参

与感”的推动下应运而生，同时推动了《大耳朵图图》的延伸表达。喜爱这部作品的用户通过作品创作

建立起一个平等性、互惠性、社交性、多样性、自下而上的非正式文化传播社群。 

2.2. UGC 模式下的参与需求 

1) 创作表达与利益需求 
“个体成就感、外部奖励、互惠性”是调动用户生产积极性与主动性的重要因素[3]，该理论充分指

出 UGC 模式下用于参与文化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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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参与的准入门槛不断降低，用户参与意愿与数量不断增加，粉丝经济成为了主流网络文化，

以流量为王的评判标准逐渐成为共识，加之平台的创作激励，广大用户转变为内容与产品的生产者与传

播者。对于统一媒介产品，不同的用户产生的创作表达方式、角度、媒介均有所不同，兴趣较高的用户

亦会参与评论与支持，由此实现了用户之间的双向互动，推动跨媒体叙事发展。因此，形成自我的社区

运营、粉丝流量从而获取利益是推动 UGC 内容生产的主要原因。 
2) 社区展示与身份认同 
“UGC 内容是出于公众需求将具有自我思想的创造性内容发布在网络站点上”[4]，UGC 内容的生

产动因其本质在于公众需求，公众通过创作、传播作品，实现价值传递与自我认同。在特定的语境下，

“人人都是艺术家”，每个人都通过 UGC 模式表达自我主张、自我情感，实现价值传递。例如家庭不同

的教育语境下会呈现不同的教育主题创作，用户采取不同主题篇的方式传达不同的语义，用“社会篇”

教育孩子要树立拾金不昧的精神；用“校园篇”教育孩子珍视友谊、勤俭节约的优良品德；以及《图图

的配图美学》展示了大耳朵图图具有创造性的人物形象与美术价值。 
互联网为每一个人打上了网络标签，相同的标签的人们相遇宛如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打造出

属于自己的社交圈、文化圈，在圈层里自由地表达与创作，在实现创作兴趣地同时，满足了自我身份与价

值的认同，且这种自发的叙事行为具有更紧密的互动效应[5]，从而形成了激励–创作–表达–再激励–再

创作的良性参与。 

2.3. 延伸表达：内容 + 情感 

协作叙事、共同创造、合作著述和参与式文化是跨媒体叙事的重要特色，实际上它们都指向了媒体

生产主体的延展——从大众媒体组织向跨媒体主体的延展[6]。作品的延伸是根据主品牌的 IP 形象驱动其

他相关的副产品的创作与生产[7]。图图的 IP 形象因此从电视荧幕走进了微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

等网络社区，在自由空间的主导下，大耳朵图图论坛、贴吧开始兴起，形成了个性化社区，在这个分散

在不同地区但是却拥有共同兴趣的社区中实现了文化参与和身份认同；《大耳朵图图》通过媒介融合丰

富了作品的多元化表达，与图图相关的“主题篇”层出不穷，例如挖掘该作品中的美食、育儿、教育方

式等二创作品；图图 IP 的表情包、动图席卷网络，实现了图图 IP 包括个人立体绘本、有声读物、短视

频、UGC 漫画、头像、专题汇总整理等方式的创新性视觉表达，充分展示了用户参与下广阔的故事世界。 

3. 《大耳朵图图》跨媒体叙事下的 UGC 参与模式 

3.1. 抓住文化需求：《大耳朵图图》的跨媒体支撑 

在跨媒体叙事的创作版图里，离不开文化产品的支撑，跨媒体叙事需要对已有内容资源的进行创新

性的表达与创造，从而构建起一种全新的故事空间。我们不难从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中看到，大多

数用户生产的内容都是对原作品的“搬运”。《大耳朵图图》的用户叙事作品亦是如此，广大用户均抓

住图图这一 IP 的经典形象与教育启迪这一文化需求进行叙事表达。《大耳朵图图》动画片在带来快乐的

同时，也弘扬了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培养了一代有一代少年儿童，它通过图图的真实生活，

引发孩子好奇心，教会孩子们正确的三观、传承拾金不昧的优良品质、诚实最可贵等等，让孩子们在动

画中成长。 

3.2. 互动沉浸：多元素的 UGC 创作类型 

凯利·麦克莱恩指出跨媒体传播及叙事、交互叙事等叙事模式已经成为智媒传播的新叙事模式[8]，
这种叙事模式更能适应多屏智能传播的生态环境。例如图图 IP 的立体绘本、UGC 自主创作漫画、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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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物类、“美食”、“语录”、“壁纸”等主题篇的创作，通过声音效果和视觉艺术的虚拟式、沉浸式

体验，为用户带来极好的视听体验，有效吸引受众注意力。 
1) 主题篇创作 
《大耳朵图图》能够成为少儿时期的经典，离不开其真实的生活故事、有趣的创作、丰富的文化内

涵以及优秀的制片制作。以《大耳朵图图》创作为原材料的主题曲合集创作，唤醒了一代人的童年回忆，

在 B 站、抖音短视频平台的弹幕交流中，达到了用户之间的互动沉浸创作。主题曲合集篇的跨媒体表达

赋予作品更高的社会认知度，这些主题曲亦被创作为各式各样微信电话铃声，深受用户喜爱。除却主题

曲合集创作以外，部分用户深挖图图动画片里的美食与家常菜，他们以动漫 IP 为焦点，组成“大耳朵图

图吧”、“图图表情包”等社区论坛，进行话题交流，以诙谐幽默的方式将图图动画片的菜系制作成美

食合集展现给其他用户，唤醒广大用户的童年回忆，吸引更加广泛的文化参与。 
2) 情景化呈现 
为了满足纸质阅读与碎片化阅读的受众群体，部分受众积极扩展这一作品的个人立体绘本的形式表

达、自主化漫画文本叙事等等，实现了《大耳朵图图》的“情景化学习”。以 UGC 模式的情景化表达多

以经典语录文案、简单立体绘本以及同人漫画的形式出现，就用户创作而言，情景化表达制作成本较高、

周期较长，因此目前该类创作数量仍然处于劣势，但广大用户在情景化表达与沉浸式体验中得到了更高

的参与感与身份认同，促进了 UGC 内容创作。 

3.3. 年轻化表达：以流行因素助力经典文化 

用户在社区中通过 UGC 模式创作更多关于《大耳朵图图》的延伸作品，他们怀着更高的目标与标准，

使得传统经典在大众媒体和数字文化当道的时代仍然散发新的价值与意义，他们希望实现更多元包容的

实践共同体。不同于用户被不断渗透、作为被动文化消费者的电视时代[9]，在 UGC 模式下用户实现了

从“观众”到“表演者”的转变，在“平视视角”[10]的角度下，用户借助网络媒体平台表达自我需求与

情感，借助流行的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实现《大耳朵图图》的年轻化表达，并在参与文化中找到共同体

验的参与感、共鸣感，助力经典元素的年轻化表达。 
《大耳朵图图》作为经典少年启蒙动画片，给孩童时代的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今，该作品借助

多媒体平台实现跨媒介传播，用户在媒介平台上展开创作与互动，通过 UGC 创作模式，使得用户沉浸在

其创造的多元世界中，同时不断激励用户创作叙事，通过融媒体平台等流行因素助力经典文化的传播。 

4. UGC 模式创作与传播对《大耳朵图图》的影响 

4.1. 故事世界的多元延伸创作 

用户接受原材料作品之后，利用媒体技术、媒介平台实现了从信息接收者到信息创造者的身份转变

[11]，同时赋予多元意义的故事世界。用户叙事过程中，善于加入自我想法与创作力。例如用户生产的视

频创作、有声读物、个人立体绘本、主题曲翻唱等线上作品，利用 IP 形象开展的线下人物展览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实现跨媒体叙事作用的最大化，赋予原本故事世界更多的延伸表达。它们既发挥着

各自特有的传播优势，也展现出不同媒体平台多元叙事的合力，使用户沉浸在 UGC 模式下的多元世界中，

并促使其他用户进行内容创作与传播。 

4.2. 赋予《大耳朵图图》教育意义全新表达 

“参与文化只有与亚文化相关的才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中”，伊藤瑞子在《参与的胜利》

中强调了参与文化对于教育的重要性。UGC 模式下的教育意义是主动的、通俗易懂的，它通过多元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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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再现《大耳朵图图》中对于孩子们的教育意义的全新表达。在文化参与中，用户出于共享的目的进

而进行创作与贡献[12]，有效良好地推动了健康角色的再塑造以及品牌形象的再提升，例如抖音平台中，

与《大耳朵图图》类似的动漫 IP 形象“一禅小和尚”、“熊大熊二”等在点击量、浏览量与转发量具有

良好的表现，除此之外，用户还通过微博、豆瓣、知乎等社交平台进行“文化参与”，这种主动性地共

享与接收有效提升了 IP 形象知名度，拓宽了受众群体，从而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发挥了更强大的文

化教育功能。通过相互吸引、聚集讨论为跨媒体叙事提供更多的创作思路，愈发具有故事性表达与叙事

特点，助力品牌形象、演绎文化自信。 

5. 总结 

本文通过对国产动漫《大耳朵图图》的分析研究发现，在媒体融合发展时代，用户参与文化的需求

和行为已然成为用户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通过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打造《大耳朵图图》的跨媒体叙

事矩阵，丰富了《大耳朵图图》延伸的故事世界，提升了 IP 品牌形象，拓宽了用户群体与社区范围，为

《大耳朵图图》的品牌年轻化、延伸创作与文化价值、教育功能的彰显提供了新模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

局。我国融合媒体发展已成为主流趋势，跨媒体叙事与 UGC 模式创作将成为媒介融合发展的必然现象。

跨媒体叙事下的 UGC 创作模式既满足了销售者、创作者的经济需求，更通过身份认同为驱动力积极推动

用户创作，以赋予经典文化新的知名度与社会热点。相信跨媒体叙事下的用户生产内容将会向着高质量

的方向发展，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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