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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一体化的格局下，传讲中国故事已成为汉语国际传播的重要渠道和树立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
目前对于国际学生传讲中国故事路径的研究较为分散。本文建立三重路径模型，从“利用传统路径”“开

拓新型路径”和“探索现代路径”三个层面对国际学生传讲中国故事多重路径进行全面探究。希望可以

通过探讨多元化、精准化传讲中国故事的路径，为构建新时代国际学生传讲中国故事理论体系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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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integration,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an important means to establish a good national 
image.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b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s 
relatively scattered. 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explores the multiple paths of Chinese storytel-
ling b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utilizing traditional paths”, “opening up 
new paths” and “exploring modern paths”, hoping to explore the path of Chinese storytelling 
through diversification and precision, to provide enlightenment for building a theoretic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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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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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一体化的格局下，传讲中国故事已成为汉语国际传播的重要渠道和树立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

手段。习总书记在 2015 年 5 月对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 30 周年作出重要指示，明确要求“讲述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此，学界给予了积极的回应，针对一般人群中国故事传播路径的研究逐渐增

多[1] [2]，针对国际学生讲述中国故事的研究也受到关注[3] [4]。在国际学生传讲中国故事路径研究方面，

已有研究包括李卓然[5]、郭亚玲等[6]。但总体而言，目前对于国际学生传讲中国故事路径的研究较为分散。 
本文尝试建立三重路径模型，从“利用传统路径”“开拓新型路径”和“探索现代路径”三个层面

对国际学生传讲中国故事多重路径进行全面探究。希望可以通过探讨多元化、精准化传讲中国故事的路

径，为构建新时代国际学生传讲中国故事理论体系提供启示。 

2. 研究背景 

2.1. 传讲中国故事成为汉语国际传播的重要渠道 

汉语国际传播是指建立在世界各国对汉语需求的基础之上，汉语遵循语言传播规律，从中国走向世

界的语言传播现象[7]。汉语的国际传播也是汉语与其他民族语言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过程。传讲中国故事

是汉语国际传播的重要渠道，从语言文化传播到跨文化交流与合作，运用国际学生的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可以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悠久的中华文化为传讲中国故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中华文化是世界四大文明当中唯一没有中断的

文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蕴藏着深厚的底蕴，形成了充满人文魅力的体现中国品格和中国精神的价值体

系。经过长期的沉淀和发展，中国现如今已经越来越强大。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不仅能够在

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还能够帮助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获得更好的发

展。故事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元素，已经越来越超越文学的范畴，进入传播学的领域。故事的形式是对外

话语表达方式的一种创新，故事具有独特的影响力和独特的感召力，可以成为汉语国际传播的有效形式

和重要渠道。精彩的故事还可以成功塑造国家形象，对于提升国家软实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故事丰富多彩、独具魅力。习主席曾说，我们要做好中国的事情，更要满怀文化自信地讲好中

国故事。因此，要积极争夺国际话语权，打造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相匹配的多层次、多形态、

立体化国际间文化传播的格局，最大限度地讲好中国故事。 

2.2. 国际学生传讲中国故事的多重优势 

国际学生作为重要的群体，日益成为传讲中国故事的重要主体。本文所指“国际学生”既包括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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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也包括曾经在华学习过，现今毕业回到祖国的海外国际学生。在疫情背景下，国外通过网络平

台学习汉语的学习者也可以纳入本研究对象中。国际学生是一个日渐庞大且有着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群体。

他们既是中国故事的承载者，也是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让这一群体参与进来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必然选择。 
首先，国际学生人数众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目前 70 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全球

4000 多所大学、3 万多所中小学、4.5 万多所华文学校和培训机构开设了中文课程，中国以外累计学习和

使用中文的人数达 2 亿。尽管受到疫情限制，国际学生的影响力仍然十分强大。 
其次，国际学生分布广泛，吸纳国际学生传讲中国故事可以扩大中国故事传播主体。2014 年，全球

汉语学习者已经累计达到 1 个亿，分布在全球 200 余个国家。面对当前复杂的外部形势，应该胸怀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高标准、高质量地讲好中国故事。吸纳国际学生讲述具有中华人文底蕴的中

国故事，可以让世界上更多的群体知道中国人民为人类文明进步曾经做出的贡献以及正在做出的贡献，

可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和认同，实现有温度的文化传播。 
第三，国际学生视角多元，吸纳国际学生传讲中国故事可以拓展中国故事文化视角。国际学生来自

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绝大多数人既有海外成长经历又有中国生活体验。其不同的观察视角往往可以提

供更加具体的文化信息，注入更加丰富的文化内容，使得中国故事在国际学生的传讲中变得更加多元化

和立体化，也可以推动过去由政府主导的“单向性”文化传播向民众之间“互动性”的文化传播转变。 
此外，国际学生形象亲切，吸纳国际学生传讲中国故事能够提升故事传播的真实度和可信度。传播

的前提是真实和信任，国际学生加入传讲中国故事的主体，更加易于被传播对象所接受，其传播效果也

会更加理想。随着世界文化多样化、信息多极化的发展，全球民间文化交流出现了新的形式和新的特点。

国际学生传讲中国故事不仅可以增进国际学生与中国民众之间的包容与理解，也有利于推进国际学生与

本国民众的沟通与连结，从而增强故事的真实感和信任感。通过这种新型的民间交流途径，可以使充满

人情味、平民化、可信度的中国故事传递到世界人民的内心。 
总之，要从丰富“他者镜像”、培养“意见领袖”等多种途径入手，帮助其实现对中国文化的认知、

认同、践行，使其成为中国故事的主动讲述者和中国国家形象的特殊传播者[4]。 

2.3. 国际学生传讲中国故事路径有待进行整合性研究 

美国学者拉斯维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传播过程的五个基本要素(5W)包括：

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路径、接收对象、传播效果。由此可见，对传播路径的研究十分必要。当前，

我国国际间文化传播工作顶层设计相对不足，传播主体略显单一，传播路径有待拓展，而文化传播的成

功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传播路径，传播路径甚至成为传播至关重要的因素[8]。在疫情时代，国际学

生传讲中国故事的路径更需要进行整合性的研究和探讨。 
 

 
Figure 1. Triple-path model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tell Chinese story 
图 1. 国际学生传讲中国故事三重路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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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际学生的特殊性，我们建立了国际学生传讲中国故事三重路径模型：运用传统路径、开拓新

型路径以及探索现代路径(见图 1)。 

3. 利用传统路径传讲中国故事 

本文所谓传统路径，一般是指以学校为主体举办的相关活动。 
1) 语言文化赛事 
随着国际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与之相关的各类赛事日益增加。通过这些赛事，国际学生可以展现

自身的汉语水平、表达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当然，这些赛事也是传讲中国故事的良好渠道。 
有研究者将国际学生文化赛事分为综合类和单项类[9]。综合类赛事以“汉语桥”系列赛事的规模最

大，“北京外国学生汉语之星大赛”也成功举办了多届。综合类赛事中会安排演讲、辩论或文化故事讲

解等环节。单项赛事则是针对某项技能而展开的赛事，如朗诵比赛、征文比赛等。上述赛事及其环节都

是国际学生传讲中国故事的重要平台。 
华南理工大学组织过“如何让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论坛，设置了国际学生讲述中国故事的朗诵比

赛。中央民族大学连续多年面向国际学生举办“视说中国”视频大赛，比赛内容是留学生通过视频讲述

中国故事。2019 年，北京语言大学举办“讲好中国故事——百国青年共话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演讲比

赛，78 个国家的 116 名国际学生参与到中国故事的演讲中。此外，各所高校也积极举办《我与中国的故

事》等主题征文比赛，引导国际学生讲述他们的中国故事。 
2) 各类实践活动 
国际学生的实践活动按照性质可分为体验型、参观型、互动型、展览型等多种类型。在各类文化活

动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全球孔子学院日活动，该活动于 2014 年 9 月 27 日首次举办，以后连年举行。首

届全球孔子学院日活动就专门开辟了国际学生“故事会”沙龙，邀请各国汉语学习者讲述他们的中国故

事。随后，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日活动也纷纷邀请国际学生讲述中国故事。 
3) 各类庆典仪式 
在有国际学生参与的高校开学典礼、毕业仪式、运动会开幕式等校园重大场合，越来越多的国际学

生被邀请作为发言代表，在这些重要场合中分享他们来到中国、了解中国、热爱中国的精彩故事。2018 年，

中央民族大学全体毕业生毕业典礼专门邀请日本留学生臼井麻耶讲述她眼里的中国故事。2019 年，中央民

族大学刚果布留学生于渊(Nganga Alfred Rineche)在全校秋季运动会开幕式上代表全体国际学生进行《中

国——我的第二故乡》的演讲，讲述他对于中国的情怀，演讲给在场近千名中外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开拓新型路径传讲中国故事 

所谓“新型路径”是指超越校园范围之外的具有一定公信力的广播/电视媒介和纸质媒体。 
1) 广播/电视媒介 
广播/电视媒介在主流视频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公众心中具有较高的权威

性，其节目的质量和品质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准。 
2013 年，中国国际广播总台/国际在线栏目邀请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国际学生参加《我的中国故事》活

动，通过广播媒介讲述中国故事。以全球视野为切入点的江苏卫视大型青年谈话类节目《世界青年说》

邀请了各国学生参加。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学生基于某个社会热点话题展开讨论，学生在其中也融

入了其对中国价值、中国实践的看法和观点，讲述了很有有趣的中国故事。 
2) 纸质媒体 
纸质媒体生产周期短，传播速度快，能够很好地满足受众的需要。与其他媒体相比，纸质媒体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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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度和深度，可以为读者提供深度延展性的思考空间。早在 2017 年，《人民日报》就曾发表专题文章

探讨如何让中国故事拨动世界心弦。《光明日报》也就如何通过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进行国

评论。 
除了报刊之外，书籍也是国际学生传讲中国故事的平台。北京大学启动了“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

友口述实录丛书”计划，该套丛书邀请优秀国际学生校友讲述他们的故事，目前口述实录已有近 20 本。

2017 年，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举办“我与中国”征文活动《我与中国的美丽邂逅——来华留学生讲

述中国故事》新书发布。该书从 86 所高校的 200 篇稿件中遴选出优秀作品出版成书。获奖的留学生以讲

故事的形式畅谈在华留学的感受，并通过自身视角讲述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变化。 

5. 探索现代路径传讲中国故事 

日新月异的新媒体已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大大突破了校园的有限空间，超越了广播电视媒介

和纸质媒介，甚至超越了国界。因此我们应充分探索现代路径，形成以世界各地汉语文化教学机构或教

学点为依托，以创意文化品牌项目为牵引，以在线网站为纽带，融合专业报纸、门户网站、云资源库、

专业期刊等为一体的现代化汉语文化国际传播阵地，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舆论力量和传播影响

力[10]。 
1) 网络社交媒体平台 
网络社交媒体平台的网络直播是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渠道，已经有高校举办了大型校园跨文化交流

活动国际文化节的网络直播，活动以“留学生在北京”等为主题，引导国际学生讲述中国故事。 
在疫情或全球突发事件的背景下，用网易、腾讯等互联网媒体进行文化传讲活动，可以超越地域限

制，使得中国故事可以达到远方。2020“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一带一路”主题赛，就是专门

吸纳国际学生传讲中国故事的成功案例。其中，《阿萨德重大留学记》讲述了在中国留学并参与科研建

设的故事，以及回国后将在中国学习到的知识帮助巴基斯坦建设核电站的感人故事。此外，《肯尼斯的

青岛航海梦》、《谢尔盖的“上合梦”》等中国故事也具有良好的影响力。 
2) 新媒体平台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发展，微博、微信、快手、抖音等新兴媒体、自媒体已成为新的话语平台。

这些具有开放性、交互性和多元化的新媒体平台受到了广大年轻学生的欢迎，是传讲中国故事的绝佳选

择。例如“歪果仁研究协会”利用抖音平台，采用短视频的方式邀请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讲述他们眼中

的中国故事，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北京大学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举办的《我的中国故事》大赛，

邀请来华国际学生通过微纪录片、VLOG、VR 等多种现代媒介形式说家常、说变化、说中国，使中国好

故事更加真实。 
3) 中国故事资源库 
在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公众认知这个世界的维度和信息源大幅增加，因此大数据就变得尤其重

要。通过建立中国故事资源库的形式来增强讲故事的能力，可以帮助海内外受众与时俱进地认识既有历

史传承，又有现代感与亲和力的当代中国形象。 
因此，我们应考虑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建立一个满足学生需要、便于学生查找且不断扩充发展的中国

故事动态资源库，这就需要国际学生主动搜集发生在自己身上和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资源库中的故

事内容可以涵盖广泛，既要有党和国家的“大故事”，也要有基层民众的“小故事”；既要有“历史故

事”，也要包含“当代故事”[11]。国际学生故事资源库的建立可以为提供丰富的语言文字材料和影像材

料，方便学生随时检索并展示给其本国居民。 
新华社“中国好故事”数据库 2019 年 9 月上线，数据库用大数据的理念来增强讲故事的能力，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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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海内外受众与时俱进地认识中国。数据库分为“学习”、“治国理政”、“奋斗圆梦”、“中华文

化”、“合作共赢”等五个板块，采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呈现。数据库目前已收录 6 万多条中国

故事。 

6. 结语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故事，精彩的中国需要精彩的讲述。在舆论主导一切的今天，人们的思维越

来越被叙事和故事所定义。我们不能天真地以为，自己所拥有的价值体系、对于经济所做出的努力以及

对人类所做出的贡献会理所当然地被外界所吸纳和接受，探索国际学生讲述中国故事的传播路径，成为

顺应时代需求的理论求索。 
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背景下，通过国际学生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一方面能更好地传播中华

文化，另一方面可以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因此，我们应该运用全球思维，积极探索和构建集创新性、

实践性、国际性于一体的交流平台和传播路径，丰富表达路径，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中国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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