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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和语料库分析法，将《人民日报》中有关卡塔尔世界杯的相关报道进行收录、降噪、

赋码，并以语料库工具Antconc3.4.4为辅助，对文本进行批评话语分析，最终得到了三点结论：(1) 报
道主题较为片面、内容较为单薄；(2) 报道手法运用较为丰富，但在部分报道中存在一定的专业性问题；

(3) 报道具有惯性思维，报道的价值有待提高。由此，笔者提出了三点建议，以期为我国体育报道的发

展提供一定参考意义：扩宽报道广度、挖掘报道深度，提高报道的价值；加快推进媒体议程设置建设；

媒体工作者应提高行业自律，兼顾客观性和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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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content analysis and corpus analysis to collect, reduce noise, and code 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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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s about the Qatar World Cup in the People’s Daily. It also uses the corpus tool Antconc3.4.4 
as an aid to conduc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n the text. Finally, three conclusions were drawn: 
(1) The subject of the report is relatively one-sided and the content is thin; (2) The reporting tech-
niques are relatively rich, but there are certain professional problems in some reports; (3) The 
report has inertial thinking and the value of the report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refore, the au-
thor puts forward three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de-
velopment of sports reporting in my country: broaden the breadth of reporting, explore the depth 
of reporting, and improve the value of reporting;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media agenda 
setting; media workers should improve industry self-discipline, combining objectivity and profes-
s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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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0 年 12 月 2 日，卡塔尔从五个申办国中脱颖而出，获得 2022 年世界杯举办权。这是历史上首次

在卡塔尔和中东国家境内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也是首次在北半球冬季举行、首次由从未进过世界杯决

赛圈的国家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外界对于卡塔尔能否办好此次赛事一直存有争议。由于新规的实施和

各路黑马的涌现，本届杯赛中出现了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和比赛结果，阿根廷对阵法国的比赛，

更是被称为“世界杯史上最精彩的决赛”。据 FIFA 官网统计，2022 年世界杯共吸引了全球 50 亿人参与

其中，决赛观看人数达到了 15 亿 1，由此可见，卡塔尔向世界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世界杯足球赛作

为全球最受欢迎的体育赛事，吸引人的，不光是华丽的个人技巧、激烈的身体对抗，更体现为此消彼长

的攻防转换、可歌可泣的英雄主义、逆风翻盘的励志故事以及形态各异的人文景观。发生在世界杯中大

大小小的故事被各国媒体记录、渲染、报道，成为人们了解和参与世界杯最主要的方式。 
我国媒体对体育新闻进行报道已有 70 余年的历史，经历了从宣传模式到专业模式再到娱乐模式最后

到人文模式的变迁，并逐渐形成了四种模式相结合的叙事风格。[1]世界杯赛周期是我国人民关注足球这

项运动最集中的时期，故人们对足球的认知会极大程度地受到此周期内媒体报道的影响。因此，笔者欲

将其具有代表性的《人民日报》相关报道进行收录，运用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理论知识对其叙事模式进行

分析，试图把握我国媒体报道足球赛事的脉络，发现我国媒体在报道体育赛事中的问题，以期为我国体

育叙事的健康发展提供可行的建议。 

2. 理论背景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 CDA)诞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英国。其中，“批评”

一词具有中性意义，是指话语分析中一种“理性、公平的解释”。1989 年，随着费尔克劳夫(Fairclough)
的《语言和权力》(Language and Power)一书出版，CDA 走向成熟。[2] 

费尔克劳夫认为，CDA 是用来分析社会过程和社会问题的；其研究重点并不是语言运用和语言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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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而是社会语言特征和文化结构。他指出语篇是一种社会空间，其中包括对世界的认知与表述和社会

交往互动两个基本社会过程，因此在对语篇进行分析时不得不考虑话语实践过程本身及其发生的社会语

境。[3]由此他提出话语三维模式(见图 1)： 

 

 
Figure 1. Fairclough’s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discourse 
图 1. 费尔克劳夫话语三维模式 

 

语篇(TEXT)是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的产物，这个过程包括语篇的产生(Production)、传播

(Distribution)和接受(Consumption)，所有的这些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所决定的。在此基

础之上，费尔克劳夫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的三个步骤：描写(Describe)语篇的语言形式和结构特征；阐释

(Interpret)语篇产生、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解释(Explain)语篇形成的社会语境，分析语篇如何建构及其

背后的意识形态。[4]然而，CDA 的发展过程并非一番风顺，很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对 CDA 提出了质疑和

反对。[5]其中，福勒(Fowler)认为 CDA 文本数量太小，在解释话语的过程中难以保证客观性和系统性，

因此，学者们将语料库语言学运用到批评话语分析中，实现了定性和定量研究的结合，加强了 CDA 的科

学性和实用性。[6] 

1996 年，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辛斌教授发表了《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7]
一文，引进了批评话语分析理论。自此，CDA 在我国迅速发展，成为我国学术界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和

方法。2010 年，钱毓芳[8]提出将语料库和批评话语分析结合，从而弥补了研究中主观臆断的缺陷，为人

们提供了自下而上的话语研究方法。单胜江[9]通过实例证明新闻语篇的批评话语分析可以帮助人们了解

报道背后所隐含的观点，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近十年来，我国涌现了大量结合语料库对新闻语篇进行

批评话语分析的实例研究，包括国内外知名报刊杂志的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对比。此类研究中选取的语

料大多为英文语料，涉及国内期刊则会选取海外版或英译版，究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其一，语料库工

具的制约，目前学术界的语料库工具主要用于检索英文语料，处理中文的功能尚不成熟。其二，研究目

的主导着语料的选择，国内学者进行此类研究主要是为了撕开西方国家自诩“公正”、“客观”的虚伪

面纱，揭示其报道后真正的意识形态，以维护我国国家形象。[10] [11] [12]但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语言

转换也会产生很多微妙的变化，所以，此类研究对于提升国民的认知水平还有待商榷。因此，笔者从体

育报道出发，结合语料库语言学和批评语言学理论，选取《人民日报》中文语料进行研究分析，具有一

定的学术价值。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3.114135


吴自强 
 

 

DOI: 10.12677/aps.2023.114135 991 体育科学进展 
 

3. 研究设计 

3.1. 语料来源 

本研究以《人民日报》2022 卡塔尔世界杯相关报道为目标语料，登录人民网官方网站，以“世界杯”、

“卡塔尔世界杯”为检索词；以开幕式前一周至决赛后一周为限，将检索时间圈定在 2022 年 11 月 14 日

到 2022 年 12 月 25 日。经过筛选，共得到 317 篇报道；而后将报道逐个录入，以“.txt”形式保存；运

用 EmEditor 工具进行文本降噪、CorpusWordParser 进行文本编码，最终建立了小型自建语料库(集合) 
RWCC，共有形符(Word Tokens)数 164,420 个。 

3.2. 语料库工具 

AntConc3.4.4 是由日本早稻田大学的 Laurence Anthony 博士开发的一款单语语料库检索工具，它具

备索引(Concordance)、索引定位(Concordance Plot)、文件查看(File View)、词丛(Clusters)、N 元模式

(N-Grams)、搭配(Collocates)、词单(Word List)、关键词单(Keyword List)等功能，为文学作品、政治话语、

新闻语篇等的研究提供了帮助。 

3.3. 研究思路 

本文主要运用语料库辅助的文本分析法，参考费尔克劳夫的三维分析模式，从文本分析、话语实践

分析和社会实践分析三个角度对报道的数量和质量、内容、特点等进行统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借助语

料分析工具 Antconc3.4.4 的检索、搭配、关键词表功能进一步探究中国媒体报道体育事件的语言特征和

叙事风格。 

4. 《人民日报》的批评性分析 

4.1. 新闻报道主题的批评性分析 

笔者通过文本阅读和借助 Antconc3.4.4 部分功能，将所收集到的 317 篇报道进行统计，从中发现了

《人民日报》报道体育事件的关注点和叙事风格。 
 
Table 1. Analysis of themes reported by People’s Daily 
表 1. 《人民日报》报道主题分析 

主题 数量(篇) 比重(%) 

比赛前瞻 38 12.0 

比赛战报(跟踪) 94 29.7 

个人(球员、教练)报道 38 12.0 

周边新闻 7 2.2 

中国元素 49 15.5 

杯赛讨论 91 28.7 
 

由表 1 可见，赛果播报和杯赛讨论是《人民日报》的报道重点，例如： 
《11.25 全天综合：日本逆转德国，西班牙 7 球狂胜》 
《11.29 小组赛出线形势：巴西、葡萄牙提前出线“死亡之组”悬念丛生》然而，此类报道在题材选

择上却是消息远多于通讯和特写，其主要形式是通过记录比赛进程中的重要转折(时间)点来叙事。例如： 
“……第 64 分钟……梅西在禁区外接到迪玛利亚传球，稍作调整后左脚打出“贴地斩”，皮球蹿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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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角，阿根廷队 1:0 领先……第 87 分钟，替补上场的恩佐·费尔南德斯再入一球，阿根廷队锁定胜局。” 
“本轮结束后，波兰队积 4 分，阿根廷队和沙特队同积 3 分，墨西哥队积 1 分。最后一轮小组赛……

阿根廷队只要取胜就将锁定小组出线名额。” 
消息类报道相较于通讯和特写虽更具时效性，但往往缺乏深度和质感。读者虽然可以最直观地获得

比赛结果，但却无法在脑海中形成完整的印象、引发思考。大量重复的报道并不是偶然产生的结果，人

们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信息产生了某种需要，而这种需要通过自然化的过程变成了非意识形态的常识。

读者陷于其中而不自觉，并逐渐开始传播、强化这一过程，最终导致这一现象成为常态。 
除此之外，《人民日报》还用大量篇幅报道了卡塔尔世界杯中的中国元素。将有关中国的报道单独

赋码，运用正则表达式中的限定符检索其常用名词和形容词得到表 2。 
 
Table 2. list of commonly used nouns and adjectives in China-related reports 
表 2. 中国相关报道常用名词、形容词表 

 常用词 

名词(n) 
世界杯、足球、企业、人、技术、球迷、客车、体育场、队、公司、产品、球场、卡、国际、国家、

世界、名、项目、能源、文化、全球、球队、品牌、有限公司、标准、赛场、场馆、传统、商品、团

队、质量、绿色、中小企业、结构、民警、水平 

形容词(a) 多、大、高、新、重要、最大、成功、好、所有、强、积极、主要、全面、大型、丰富、精彩、顶级、

唯一、迅速、精、复杂、明显、有力、深入、顺利、高效 
 

可以看出，有关中国的报道处处体现了我国政治上的话语模式。“基础建设”、“新能源技术”以

及“企业投入”等成为了报道的重点；“全面深入”、“扎实推进”、“多快好全”成为了世界杯中的

中国形象。在中卡建交 35 周年之际，我国与卡塔尔以世界杯为契机，推动中卡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中国官媒也抓住这次机会，向世界宣扬大国担当。 

4.2. 新闻报道引语的批评性分析 

新闻报道有一条基本准则就是记录人们说了什么话以及他们是怎么说这些话的。《人民日报》也大

量引用了教练员、运动员和评论员的话来增强报道的客观性。 
例如： 
《12.07 摩洛哥队主帅：我们拥有世界上顶级的门将》 
此篇报道借用赛后新闻发布会中摩洛哥主帅的发言作为标题，表达了中心思想：门将在整场比赛中

发挥神勇，摩洛哥点球淘汰了世界强队西班牙。这种叙事手段可以一定程度上增强报道的客观性，但也

应注意引语的准确性。不恰当的引语和不清晰的表达在一些报道中也起到了负面作用。例如： 
《11.29 韩国助理教练科斯塔：比赛结果对我们不公平》 
“‘我们完全配得上比赛胜利，我们对球队的表现感到自豪。我们在前 25 分钟完全控制了比赛，下

半场也创造了很多得分机会。(失利的)结果完全不公平，即使是平局对我们也不公平。’科斯塔说”。 
韩国在小组赛第二轮对阵加纳，比赛跌宕起伏，但最终，胜利的天平还是向加纳队倾斜。韩国助理

教练指出韩国队大部分时间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因此难以接受被绝杀的事实，认为这种结果对于他们的

表现来说是不公平的，明显与标题产生了歧义。借用引语本意为更加客观，却往往突出了事件的“重点”，

最终有意无意地影响了读者对事件的看法。 

4.3. 新闻价值的批评性分析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它让人拥有了社会属性。新闻是通过语言来表述世界的，其内容自然难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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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存在个人或社会的价值观。高尔登(Galtung)和鲁杰(Ruge)曾提出了一套评价新闻价值的标准被人们广泛

接受(见图 2)，这 12 条标准更加适用于分析独立的新闻事件，但是对于分析连续的、周期的事件也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Figure 2. Galtung & Ruge’s news value evaluation criteria 
图 2. Galtung & Ruge 的新闻价值评估标准 

 

借用 Antconc 的 Keyword List 功能检索出了 RWCC 的主题词(见表 3)，可以发现报道体现了某些价

值准则：第一，文化相似性标准。关键词单(TOP40)中一共出现了 11 个国家名，按照关键性排列依次为

阿根廷(冠军)、摩洛哥(第四名)、法国(亚军)、克罗地亚(第三名)、韩国(16 强)、葡萄牙(8 强)、日本(16
强)、西班牙(16 强)、德国(小组出局)、英格兰(8 强)、荷兰(8 强)。文化相似性体现在地理位置与我国临

近的日本和韩国中，亚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打破了最好成绩，而韩国和日本作为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也

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第二，不可预知标准。此条标准分为正不可预知和负不可预知，众所周知，本届

世界杯经常爆出“冷门”，对于“爆冷”事件进行报道也是中国对足球比赛的一个重要理解。摩洛哥、

日本属于正不可预知，两队关于“黑马”的头衔也争得不分上下。四分之一决赛后，这一头衔就毫无争

议地授予了摩洛哥，就如《人民日报》所说：“最强黑马，成色十足”。然而，除此两条标准以外，报

道几乎没有体现出其他价值标准。这种单薄的叙事风格和“聚光灯”式的报道偏向造就了足球的信息茧

房，人们无法全面了解到这届赛事，更无法真正认识到足球这项运动。这种报道影响到了包括媒体行业

在内的各类人士，相互传播、繁衍，并逐渐成为公知，最终形成了中国足球的意识形态，压制着中国足

球事业的发展。 
 
Table 3. Statistics of keywords in “People’s Daily” Qatar World Cup report 
表 3. 《人民日报》卡塔尔世界杯报道主题词统计 

TOP Freq Keyness Keyword TOP Freq Keyness Keyword 

1 5193 13,585.099 队 21 338 1012.168 日本队 

2 2390 7845.135 世界杯 22 325 909.765 西班牙 

3 910 3061.483 卡塔尔 23 262 841.746 对阵 

4 1339 2745.229 比赛 24 251 839.415 c 罗 

5 842 2676.341 球队 25 255 797.243 姆巴佩 

6 715 2287.027 球员 26 311 771.633 德国 

7 715 2082.264 阿根廷 27 240 723.091 英格兰 

8 683 1830.632 足球 28 179 595.672 淘汰赛 

9 481 1632.842 小组赛 29 199 588.286 出线 

10 487 1628.030 进球 30 221 574.831 莫德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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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1 465 1553.532 摩洛哥 31 214 568.328 荷兰 

12 491 1418.648 决赛 32 203 562.606 球迷 

13 531 1379.206 法国 33 171 501.886 击败 

14 412 1374.097 点球 34 180 484.946 比分 

15 400 1344.292 克罗地亚 35 144 460.759 门将 

16 361 1225.480 梅西 36 290 455.247 最后 

17 361 1151.590 韩国 37 254 454.794 冠军 

18 441 1089.325 分钟 38 150 433.385 禁区 

19 348 1062.457 葡萄牙 39 214 421.329 战胜 

20 329 1059.118 晋级 40 136 420.486 球场 

5. 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几点建议。其一，丰富体育报道的内容，提升体育报道的价值。体育报道

并不仅仅是对比赛结果的反映，更应当传达深层次的精神内涵。世界杯、奥运会等赛事是世界性的体育

盛会，媒体进行报道时应扩宽广度，挖掘深度，引发人们深层次的思考。与此同时，也应兼顾报道的议

程设置开发。议程设置理论是 1972 年被提出的，它指的是新闻虽然不能决定人们如何看待一些事，但可

以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这一理论发展到当今已经到了网络议程设置阶段，指的是新闻报道通过一些技

术的帮助可以构建人们的思维网络，通过一系列地报道使人们形成对事件一致的看法，最后形成媒体预

期的价值评价。这就要求国内相关媒体应当与时俱进、探索创新，科学合理的选取报道内容和材料，做

到新闻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织融合，根据国家发展情况推进议程设置建设。其二，增强报道

的客观性和专业性。客观性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媒体工作者应时刻谨记自己的职责使命，培养良好的

品性，不可为了流量而遮天换日、歪曲事实。第二，虽然任何新闻报道都无法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但

是媒体工作者还需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认识到自己身处的信息茧房，报道中不可出现主观性的表述和

思想，做到尽可能地客观公正。专业性体现在媒体工作者应当注意新闻报道中技巧的运用，切不可“依

葫芦画瓢”，弄巧成拙。例如报道中如果用到引语，就要区分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用法和转换，如果

想体现直接引语的权威性却运用了间接引语的转换方法，就会产生专业性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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