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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自媒体环境下，探究龙狮运动文化传播特征，对于讲好中国龙狮故事，推动新时代龙狮运动高质量发
展有着重要意义。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自媒体环境下龙狮运动文化传播的特征及发展对策展

开讨论。研究发现，龙狮运动文化传播特征呈现出传播内容多元化、传播渠道圈群化、传播受众交互化

和传播效果裂变化。其优化路径包括政府监管，促进龙狮文化良性传播；分众化传播，满足受众差异化

需求；整合龙狮资源，拓宽传播途径；提高媒介素养，打造优质龙狮文化内容。 
 
关键词 

自媒体环境，龙狮运动，文化传播，特征 

 
 

Study on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Dragon and  
Lion Dance Sports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We-Media 

Chunyan Du 
School of Leisure Spor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Received: Jun. 28th, 2021; accepted: Jul. 30th, 2021; published: Aug. 5th, 2021 

 
 

 
Abstract 
In the we-media environment,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ragon 
and lion spor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elling Chinese dragon and lion stories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ragon and lion dance sports in the new era. By using th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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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coun-
termeasures of dragon and lion dance sports culture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we-media. It is found that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ragon and lion dance 
sports show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ommunication content, the clustering of communication chan-
nels, the interaction of communication audience and the split of communication effect. Its devel-
opment path includes government supervision to promote the benign spread of dragon and lion 
culture, mass communica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different audiences, to integrate the resources 
of Dragon and Lion to widen the way of transmission, to improve media literacy, to create 
high-quality Chinese dragon and lion culture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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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信息革命的深入，以微博、微信、短视频等为代表的自媒体强势崛起。在市场和资本推

动下，自媒体发展成集舆论策源地、信息动力源和发酵池为一体的多元话语场域[1]。以自媒体为载体的

年轻化传播方式改变了原有的交流方式，并收获了大批高黏性的受众群体，如当下流行的汉服文化和以

李子柒为代表的中式传统生活等短视频深受大众喜爱。舞龙舞狮运动作为中华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是我国体育事业和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但因龙狮文化沉淀不足，对历史渊源、文化寓意、价值表

达等研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价值体系，使得龙狮文化传播存在严重断裂。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为龙狮文

化的传播提供了新思路、新范式。基于此，本文将在自媒体环境下，探究龙狮文化传播特征，并尝试提

出促进龙狮运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 

2. 自媒体环境下龙狮文化的传播特征 

自媒体是指传播者借由互联网平台，以点对点(面)的形式，将自主采集或把关过滤的内容传递给他人

的个性化传播渠道，又称个人媒体或私媒体[2]。相较于传统媒体，自媒体在信息制作和信息传播上呈现

个体化、多样化、圈群化和高速性等特点，它是一种能由大众自己掌握的一种话语平台，具体表现形式

有微博、微信、抖音等。长期以来，龙狮文化的传播都依靠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的宣传，因传播内容

的片面性、受众群体的单一性等因素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现今自媒体时代，人们借助微博、微信、抖

音等平台随时随地分享身边的龙狮运动，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龙狮文化的魅力。自媒体传播的加入，将有

利于龙狮文化健康发展，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力。 

2.1. 龙狮文化传播内容多元化 

龙狮运动自媒体发布者因不受受众群体的影响，可根据个人喜好编辑所要发布的内容，也可发布个

人内心的所思所想，阅读者的可选择性增大。因此，龙狮文化传播内容包罗万象，呈现多元化特征。如

“龙狮在线”公众号则专注于南狮文化的传播，以比赛视频为主、文字解说为辅的方式向阅读者传播南

狮技术动作要领以及其动作内涵。“龙狮精神”抖音账号以短视频的方式，向用户介绍广东醒狮服装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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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要点，展示醒狮的艺术风格，以及提供醒狮表演等形式扩散传统龙狮文化。由于受到自媒体平台的传

播内容符合限制，如文字数量限制、视频时长限制等因素，因此自媒体人在内容发布上有所取舍，这就

导致内容多元化的同时，出现传播内容碎片化。内容的不完整性极易导致信息的错误理解。 

2.2. 龙狮文化传播渠道圈群化 

“网络圈群”特指网友群体因某种特定原因组合而成的网络聚合空间，分为四种类型:关系型圈群、兴

趣型圈群、地理位置型圈群和临时事务型群[3]。个性化时代的到来，青年群体更愿意通过网络来建立自己

的社交圈，通过网络媒介寻找兴趣、结交朋友、表达想法，即个体的圈群化生活。现下自媒体平台通过对

用户进行分众式、精耕式的优质内容输出以筛选兴趣相投的圈群，龙狮文化传播亦是如此。当自媒体人不

在基于地域，而是基于文化场域，发布能引起“粉丝圈群”共鸣的内容时，可增加粉丝粘合性，激发圈群

创造力。从圈群类型来看，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的龙狮运动相关信息所建立的“粉丝圈群”，是典型的关

系型圈群；通过微博平台发布的龙狮文化话题，人们参与其中分享与龙狮文化有关的内容，这属于兴趣型

圈群；通过建立微信群发布龙狮赛事培训、龙狮技能学习等属于临时事务型群或地理位置型圈群。 

2.3. 龙狮文化传播受众交互化 

传统媒体的传播主体与受众群体交互性差，受众多是单向接受传播主体的观点信息，并不能将自身

想法反馈给媒体，无法形成“你来我往”式的讨论。新媒体环境下，以微信、抖音平台为例，一方面，

受众人群可以在接收到龙狮信息后，能在第一时间内对该内容进行评价，与发布者和其他受众体交换思

想，形成及时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受众人群可以将该文章转发至微信群、朋友圈或@他人观看，能

让有着相同龙狮爱好但并未关注此账号的受众，也能及时阅读此文章，并因此间接成为新的传播者。传

播主客体间一对一、一对多的交互关系，更有助于信息广泛而快速的传播。例如，抖音账号“万警醒狮

团·啊达”发布的一则狮王争霸赛视频，得到五十多万赞，受众在热议舞狮人技艺高超的同时，更直观

的感受到中华传统龙狮文化的优秀传承。 

2.4. 龙狮文化传播效果裂变化 

自媒体的普及改变了传统龙狮文化传播的范式，形成了多中心化的裂变式传播。自媒体传播者依据

互联网信息平台，挖掘受众对龙狮文化的“可获得性”形成多对多的网状传播模式。碎片化的龙狮文化

内容和多功能平台的使用，加快了传播速度，也增加了信息覆盖面。低门槛的自媒体环境，让人们既可

以成为龙狮文化的传播者，又可以是龙狮文化的消费者，通过技术引流和推送无形中打造出“蜘蛛网”

式的传输渠道，结合自媒体特有的点赞、评论、转发、分享等功能加大龙狮文化传播覆盖面，最终使得

龙狮文化传播效果裂变化。 

3. 自媒体环境下龙狮文化传播的优化路径 

3.1. 政府监管，促进龙狮文化良性传播 

龙狮文化传播在“无把关人”的自媒体环境下发展呈现良萎不齐。有些自媒体人在龙狮文化宣传过

程中过分商业化，导致信息内容失真，打着文化传播的幌子误导受众进行消费。因此，政府应该构建网

络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首先，加快立法工作，规范网络传播行为。积极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网络传播法，

实施网络实名制度，规范网络传播秩序，从源头遏制恶性传播。其次，多方合作成立网络监管部门。地

方政府联合龙狮运动协会成立单独的监管机构，制度监管法规，做好“把关人”角色，对龙狮文化传播

主体资格、发布内容真伪、传播途径等进行审查，规范龙狮文化传播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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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分众化传播，满足受众差异化需求 

在自媒体环境下，分众化传播能够满足受众的差异化需求，实现传播效果最优化。分众传播的实质

是以受众为导向，对受众进行个性化、精准化传播，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频繁互动提高受众对主流文化

的认知[4]。龙狮文化传播主体要充分了解受众的信息需求，实时改变和完善传播内容与形式，以高质量、

垂直化的原创作品和个性化服务聚集高黏性受众。整合龙狮运动相关背景资料，针对不同阶层、不同年

龄、不同专业水平人的不同身心需求投送恰当的龙狮文化知识。例如，向有运动背景的受众推送更为专

业、细化的舞龙舞狮技术动作解析；向以观赏为主的受众投送各类龙狮演出比赛视频和龙狮文化审美价

值；向有特殊需求的受众推送龙狮运动培训等。通过建立多模式宣传机制，鼓励自媒体的个性化、多样

化和立体化发展，普及中华传统龙狮文化，提高受众对龙狮运动的关注度、喜爱度和参与度。 

3.3. 整合龙狮资源，拓宽传播途径 

由于龙狮文化传统内容呈现碎片化特征，因此相关自媒体人需将碎片化的信息进一步规整，让受众

能够了解龙狮起源、发展、比赛等全貌，而非仅仅是剪切比赛视频片段。另外，整合龙狮文化传播的各

种途径和资源不仅节省了人物财力，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利益产生的恶性竞争。现下，有关龙狮运

动组织者应以各大龙狮赛事为中心，与自媒体人群进行交流，引导其良性报道。如在每年大学生舞龙舞

狮竞标赛开赛期间，鼓励各媒体人、龙狮文化爱好者、相关从业人员等结合微博、微信、短视频和直播

等平台，科学高效的传播龙狮文化。 

3.4. 提高媒介素养，打造优质龙狮文化内容 

在自媒体的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是轴心，传播内容是关键。一位合格的自媒体人是能站在科

学客观的角度将专业的知识合理利用，以确保所发布内容的专业性、真实性。龙狮文化传播者应注重提

高自身龙狮文化素养和媒介素养。针对文化素养提高问题，需要龙狮运动协会、体育院校相关专业等部

门通力合作，更大限度的探索和开发培养方案，通过线上线下培训等形式向自媒体人传输系统的龙狮文

化。针对媒介素养提高问题，可尝试成立自媒体人的社会组织(如自媒体人士协会)，建立社会组织公约规

范网络自媒体人的职业操守和行为规范，并通过网络课堂、系列讲座等形式提高龙狮文化自媒体人的媒

介素养。另外，借助双向反馈机制，发挥群众作用来反向监督龙狮文化传播，规范传播内容，让龙狮文

化更加适应当代文化发展。 

4. 结语 

自媒体的发展创新了龙狮运动文化传播的模式，呈现出个体化、多元化、圈群化和互交化等传播特

征，但相较于其他运动项目的文化发展来看还有较大差距。为保障龙狮文化在自媒体环境下的良好发展，

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做好“把关人”角色；丰富传播形式，满足个性差异；提高媒介素养，传播优质

龙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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