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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随机抽样选取《中国日报》《中国环球电视网》《纽约时报》《卫报》四家中外主流英语媒体对于

“东京奥运会”与“北京冬奥会”的相关报道，以框架理论为指导，通过建立语料库等方式，使用内容

分析法和对比法，横纵向地对报道进行高频词、索引行、搭配词以及词簇对比分析，从报道角度、报道

内容、情感基调等方面解读框架如何对大众舆论产生影响，并探求解决之道，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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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andomly selected four mainstream English media outlets, namely China Daily, 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Guardian, to analyze their coverage of the 
“Tokyo Olympics” and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Guided by the Framing Theory, this study 
established a corpus through various means and employed content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me-
thods to conduct a frequency word analysis, index line analysis, collocation analysis, and cluster 
word comparison analysis of the reporting,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 This study aimed to in-
terpret how the framework affects public opin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ngle of reporting, 
the content of the report, and the emotional tone and to explore solutions to tell the story of China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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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近百年来影响范围最广的乙类传染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自 2019 年底悄然出现，直至今日仍在

全球范围内蔓延，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东京奥运会”与“北京冬奥会”作为全球性赛

事顺利开展，意义重大。长期以来，新闻媒体将时政与群众生活紧密相连，深刻影响着个体政治态度的

塑造。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的耦合促使新闻报道进入民众视野的手段更加多样，形式更加丰富。如何在汹

涌的话语洪流中聚焦和分析有价值的话语类别、凸显话语的社会建构功能、引导人们对新闻报道的内涵

进行思考，成为如今媒体传播研究的关键。 
本文将从报道角度、报道内容、情感基调等方面，解读中外主流英语媒体在奥运报道中构建框架、

引导舆情的方式，同时探求如何塑造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 

2. 文献综述 

2.1. 框架理论 

“框架”的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 Bateson 于 1954 年提出，他将“框架”界定为“交互式消息集的空

间和临时边界”[1]，创造出由框架、元传播、关系传播、生态传播等构建而成的“泛框架论[2]”。社会

学家 Erving Goffman 于 1974 年将“框架”定义为个人组织事件的心理原则与主观过程，认为其是个人对

事件或信息的“设定、感知、辨识和标识”的工具，是人们用来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心理基础模型[3]，
并将此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创造出“框架理论”。Gitlin (1980)在戈夫曼的基础上，将框架与媒体相结

合，给出了一个更明确的定义：框架就是“关于存在什么、发生什么和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上进行选择、

强调和表现时所使用的准则”，并强调其中意识形态的作用[4]。Gamson (1989)将框架建构看作一个积极

的、与文化息息相关的意义生产过程并指出，“框架是有组织的中心观点或线索故事，为一系列的事件

提供意义”[5]。Entman (1993)认为“框架涉及选择和凸显”，“就是选择所感知的现实的某些方面，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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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在传播文本中更加突出，用这样的方式促成一个独特问题的界定、因果解释、道德评价以及如何处

理的忠告”[6]。综上，“框架”既是人们对事物已形成的认知框架(frame)，也是对事物进行加工，选择

与凸显其中的特定内涵、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的过程性框架(framing)。 

2.2. 新闻框架 

“新闻框架”这一概念是框架理论与媒体呈现新闻文本结合的产物，是新闻媒体选择性处理新闻事

实的依据。这些框架在构建的过程中受许多因素影响，包括事件的本身性质、媒体与编辑的立场、态度

等。潘忠党(2006)指出，新闻框架分析由框架理论衍生，在框架理论原有理论基础上加入跨学科元素，形

成了多学科和多取向交叉的领域。在此视野下，框架分析可以分三大范畴：话语、话语的构建及话语的

接收[7]。黄旦(2005)认为，框架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媒介的生产，最终产品以文本或话语形式体现，且该

生产并非一个封闭孤立的过程，须将其产品–文本置于特定语境中[8]。而这一特定语境由社会行动和社

会关系的互动场景构成。 

2.3. 奥运赛事舆论研究 

“奥运会”作为最高形式的全球性体育赛事，其相关报道中存在许多舆论与政治意识斗争。周庆安

(2008)强调，对于奥运这类对外传播事务，需要纳入公共外交的视野之中；并通过以西方媒体对“冷场”

问题报道的事例，点明西方媒体对于“奥运会”的报道体现了彼此价值观的冲突[9]。薛伟(2012)也指出，

体育话题泛政治化是西方舆论抹黑炒作的重点[10]。因此，研究各方主流媒体的奥运报道更具实践意义。 
事实上，我国学者已关注到“奥运会”赛事舆论研究的重要性。2008 年“北京奥运会”，郭晴、王

宏江、周雪蕾(2008)探究了我国媒体对舆论环境建构、舆论引导目标的水平[11]；于秀(2017)也通过剖析

“里约奥运会”的网络新闻媒体标题，指出此类媒体体现了传播者鲜明的倾向性及其自身意图[12]。“东

京奥运会”作为新冠疫情背景下首次奥运赛事，其引发的舆论争议空前撕裂。甘莅豪(2021)通过对各大中

外英语主流媒体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东奥”面临的舆论问题源于各大媒体对全球当下特殊语境理解、

奥运精神认同以及主办国文化了解的差异[13]。此外，“冬奥会”在引导国际舆论与应对媒体方面也极具

重要性与紧迫性。杜恒、张晓义(2021)批评西方媒体试图通过病毒起源、政治体制、人权等议题污名化中

国，干扰“冬奥会”筹办的行为，也指出此时我国学术界缺乏关于大型体育赛事国际舆论引导以及舆论

引导前期的整体规划研究[14]。 
“东京奥运会”与“北京冬奥会”作为疫情时代下相继举行的国际性赛事，其相关报道不可避免地

存在一定的异同。横纵向地对比分析不同主流英语媒体视域下关于两赛的报道文本，能够更清晰、更立

体地呈现媒体对于框架的架构与运用。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 

本次研究选取《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卫报》(The Guardian)四家主流英语媒体对于两大赛事(“东京奥运会”与“北京冬奥会”)的报

道作为样本，借助 AntConc (version 4.0.2)，建立 8 个小型语料库，从报道角度、报道内容、情感基调等

角度，横纵向地对其进行高频词、索引行、搭配词、词簇对比分析。 

3.2. 研究发现 

3.2.1. 高频词对比分析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前 15 位高频词基本为中性词，且各媒体集中于报道赛事举办地与刊物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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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主题偏向比赛地点、赛事情况等。值得注意的是，《卫报》在关于“冬奥会”的报道中出现了“瓦

利耶娃(Valieva)”一词，为俄籍运动员人名，将于下一部分进一步探讨。 
 

Table 1. List of high-frequency words 
表 1. 高频词表 

 China Daily CGTN The New York Times The Guardian 

Rank Tokyo Beijing Tokyo Beijing Tokyo Beijing Tokyo Beijing 

1 Tokyo winter Tokyo winter said said team games 

2 Olympic Beijing Olympic games Olympic China Olympic said 

3 China China Olympics China games Olympics said Olympic 

4 games Olympic games Beijing Olympics games Tokyo team 

5 gold said said Chinese Tokyo Olympic games China 

6 team games China Olympic athletes Beijing time Olympics 

7 said Olympics gold Olympics team women athletes Beijing 

8 Olympics world team team world team first gold 

9 women team world world time Chinese gold winter 

10 Chinese first athletes said first event Olympics medal 

11 first gold men athletes gold men year Valieva 

12 world sports Japan people medal states medal Chinese 

13 men competition first first sports united world athletes 

14 medal event women time united athletes sport first 

15 athletes Chinese year gold states first last world 

 
同时，每组高频词中都出现了“说(said)”一词，标志着话语的引述。引语是新闻报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适当使用可增加新闻报道的现场感与立体感、真实性与可读性，帮助读者理解报道内容。但引语的

选择往往也是构建框架的方式之一，可能隐藏着作者情感态度与意识形态。因此，有必要对“说(said)”
进行索引行分析。 

3.2.2. 索引行对比分析 
首先，《中国日报》立场客观，具有权威性，致力倡导和平。相关报道中的引语可大致分为两类：

官方或权威人士的言论与运动员的讲述。前者，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且较客观，提高了报道的可信度；后

者，具有激励性与积极性，有助于传递奥林匹克精神。《中国日报》报道中，多为参赛运动员对于赛事

或者其个人经历的分享，或喜或悲，并无恶意构建框架的倾向，立场较客观。其次，在两组报道中，也

有少量权威人士的发言，如“官员(officials)”、“奥运会执行董事克里斯托夫·杜比(Olympic Games executive 
director Christophe Dubi)”、“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Bach)”等，内容或积极、或客观，可信度

较高。再次，《中国日报》报道“东京奥运会”时，虽提及“新冠疫情(Covid)”，但却为运动员讲述个

人故事时谈及内容。因“东京奥运会”为首个因疫情延期举办的奥运赛事，故此为不可避免的话题。据

皮尤研究中心在“东京奥运会”前的一项问卷报告显示，赛前 64%的日本成年人对日本防疫措施不满；

62%的人期盼更严格的管控，更证实了此类报道不存在恶意构建框架的情况。最后，《中国日报》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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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的框架中积极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理念，倡导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各国共同发展。 
同样地，《中国环球电视网》也较客观、准确，权威性发言比例增加，且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

化的传播与中国良好形象的塑造。首先，其两赛相关报道均引用权威人士发言、运动员个人经历分享及

其对奥运赛事的展望，内容上无恶意构建框架与赛事政治化倾向，较客观。其中权威性发言比例在两赛

报道中均有一定程度增加：“东京奥运会”相关报道中，“南非足球队经理(manger of South African football 
team)”、“世界田径主席塞巴斯蒂安·科(World Athletics President Sebastian Coe)”、“宪政民主党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日本首相菅义伟(Japan’s Prime Minister Yoshihide Suga)”、“美国

白宫(the White House)”等词清晰可见；“北京冬奥会”相关报道中仍可看到“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

赫(Bach)”、“北京 2022 冬奥会官方(Beijing 2022 official)”、“联合国驻中国驻地协调员(resident coordinator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China)”、“希腊驻华大使乔治奥斯·伊利奥普洛斯(Greek Ambassador to China 
Georgios Iliopoulos)”等。以上也可见《中国环球电视网》的报道更注重国际大格局。同时，作为一个面

向世界的中国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对本国运动员的采访占大多数，不涉及特殊情感倾向，有利于

向世界展现良好的中国形象。其次，许多运动员对于“冬奥会”发表积极反馈，如“称赞 2022 年‘北京

冬奥会’的场馆令人难以置信(praised the venues for Beijing 2022 as incredible)”，“我爱北京文化，我爱

中国文化(I love Beijing and Chinese Culture)”等。可见此次‘冬奥会’顺利举办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成

功对外传播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后，关于“东京奥运会”的报道中，日本部分本土人士表达了对“东

京奥运会”后疫情问题的担心(“Many Japanese are worried about a spread of infections from Games partici-
pants.”)；为解除民众顾虑并保证赛事顺利进行，该国首相也积极推进疫情控制措施(Overseas fans had 
already been barred from attending the Games.)。此举也是对于赛前问卷中占比 53%的支持无观众人士的响

应。由于赛事举办时间、背景不同，所以不能确保所有报道主题相同，如两赛面临的疫情防控问题等，

但这不代表报刊具有偏向性，反而更体现报道的客观性与准确性。 
相反地，《纽约时报》风格则较严肃，两大赛事相关报道中的主要情感色彩有差别，存在恶意构建

框架，制造舆论之嫌。其中大多报道与奥运期间的国际形势与赛事准备相关，而参赛运动员的相关经验

分享则较少。但在风格严肃的整体基调下，其关于“东京奥运会”报道中却使用了大量积极词汇，比如

“非常开心(very happy)”、“满意(content)”、“积极(optimistic)”、“激动(excited)”等。数量与频率

远远高于其“北京冬奥会”报道中使用的积极词汇。此外，在“冬奥会”相关报道中多次出现了“性骚

扰(sexual assault)”这一负面词汇，是否存在刻意构造框架从而影响舆论的嫌疑，值得深思。 
整体而言，《卫报》的报道具有客观性，但也存在恶意构建框架引导舆论之嫌。其关于两赛报道中

使用的引语均集中于官方发言与参赛运动员经历分享，未发现色彩过重的表达。同时，也存在报刊所在

地特色的表达，比如“英国奥运代表队(GB)”，彰显本国文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奥会”相关报

道中，“谷爱凌(Gu)”(中国滑雪运动员)频繁出现。同时，“瓦利耶娃(Valieva)”再次出现。 
为验证《卫报》是否存在大谈特谈谷爱凌“国籍问题”及是否客观报道“瓦利耶娃(Valieva)”奥运

成就，需随机选取相关报道，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 
进一步分析发现，对谷爱凌“国籍问题”的暗示多次出现，如“双国与双文化(two countries and two 

cultures)”、“双重国籍的左右为难(caught in the middle between nationalism)”等。然而，这不应成为报

道的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三条明确表示不予承认双重国籍。通过构建所谓的“双重国籍”

框架，极易误导不知情读者，使其认为中国认可“双重国籍”，这实为藐视中国法律的行为。 
另外，对“瓦利耶娃(Valieva)”的报道集中在 2 月 15 日与 2 月 16 日，正是“俄乌争端”开始的时

间，信息庞杂，其多为“瓦利耶娃(Valieva)”服用兴奋剂的负面报道。这些报道极大可能是在洗脑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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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相关框架，激化群众负面情绪，从而控制舆论。此类消极情绪转移，致使群众极易对赛事举办国产

生负面联想。这显然远离赛事报道本身，政治意图明显。 

3.2.3. 搭配词对比分析 
为进一步对比研究，本研究组分别以“日本的(Japanese)”与“中国的(Chinese)”为关键词，在“东

京奥运会”与“北京冬奥会”的语料库中独立检索，对比分析搭配词与词簇。 
据表 2，首先，《中国日报》对两赛的报道客观且话题切合度高。 
 

Table 2. List of collocates 
表 2. 搭配词表 

 China Daily CGTN The New York Times The Guardian 

Rank Tokyo Beijing Tokyo Beijing Tokyo Beijing Tokyo Beijing 

1 swimmer people Ryota opera foreigners assault people capital 

2 Yui athletes Yamagata athlete buzzer government Prime 
(minister) government 

3 Ohashi  Yoshihide skeleton public communist public Americans 

4   prime   sexual   

5   minister      

6   Suga      

7   adviser      

8   capital      

9   Joc      

 
其次，《中国环球电视网》报道内容较客观，构造框架中有突出中国特色的倾向。关于“东京奥运

会”报道中较多次出现日本当时的首相菅义伟(“Japanese Prime Minister Yoshihide Suga”)，内容大多围绕

日本首相指导疫情下东京奥运会的工作展开，较为客观。对于“北京奥运会”，内容涉及传统文化传播

与友好文化交流、奥运赛事等报道，在框架构建中倾向于突出中国特色，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再次，《纽约时报》关于两赛的聚焦点不同，疑似动机不纯。对于“东京奥运会”的报道，该刊仍

集中在赛事本身，涉及赛事社会影响，赛事服务等；然而“北京冬奥会”报道中意识形态的体现则尤为

突出，一方面多次提及中国政府及执政党形象，聚焦“政府(government)”及“中国共产党(communist)”
等角度，另一方面则集中谈论负面现象——“性骚扰”(“assault”, “sexual”)。而在众多客观或积极的报道

中，此类消极报道的反复出现形成了负面框架，给读者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甚至可能上升至抹黑国家

形象的层面。经此对比，可见其报道动机不纯，具有一定程度的排外倾向。 
最后，《卫报》大谈“双国籍问题”，藐视中国法律，恶意构建框架。该刊物对两赛的报道均集中

在政府、人民上，而非奥运赛事相关，由此可见，作为英国主流刊物，其对政治与民生具有一定关注。

同时，在关于“冬奥会”的报道中，“华籍美国人(Chinese Americans)”一词出现率较高，验证了《卫报》

大谈特谈“混血滑雪小将”谷爱凌的“国籍问题”，有藐视中国法律的倾向，脱离赛事。 

3.2.4. 词簇对比分析 
《中国日报》积极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表 3 中的数据进一步验证《中国日报》对奥运报道的客

观性与切合度。“中国节日(Chinese festival)”的多次出现体现了报道中对中国文化的积极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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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List of word clusters (1) 
表 3. 词簇表(1) 

 China Daily CGTN 

Rank Tokyo Beijing Tokyo Beijing 

1 Japanese swimmer Chinese people Japanese prime (minster) Chinese people 

2 Japanese fans Chinese athletes Japanese capital Chinese opera 

3  Chinese winter Japanese government Chinese skeleton 

4  Chinese athlete Japanese Olympic (committee) Chinese athlete(s) 

5  Chinese capital Japanese public Chinese government 

6  Chinese character Japanese sprinter Chinese national 

7  Chinese festival Japanese ambassador 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8  Chinese market Japanese authorities Chinese President 

9  Chinese mother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Chinese academy 

10  Chinese short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ambassador 

11  Chinese skater Japanese diplomat Chinese capital 

12  Chinese skating Japanese emperor Chinese culture 

13  Chinese skiers Japanese foreign (ministry) Chinese skiers 

14  Chinese snowboarder(s) Japanese media Chinese team 

15  Chinese stuff Japanese medical (experts) Chinese brand(s) 

16  Chinese teen Japanese national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7  Chinese world Japanese police (officer) Chinese counterparts 

18   Japanese side Chinese cuisine 

19   Japanese society Chinese director 

20   Japanese squad Chinese dish 

21   Japanese tennis Chinese dramas 

22    Chinese emotions 

23    Chinese freestyle 

24    Chinese identity 

25    Chinese language 

26    Chinese lantern 

27    Chinese male 

28    Chinese millennials 

29    Chinese philosophy 

30    Chinese population 

31    Chinese snowboard 

32    Chinese socialist 

33    Chinese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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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4    Chinese sports 

35    Chinese sprinting 

36    Chinese teams 

37    Chinese theater 

38    Chinese winter 

39    Chinese women 

 
《中国环球电视网》报道内容广泛，聚焦于政治文化等。除围绕奥运期间北京和东京的赛事情况描

述外，《中国环球电视网》有一异于其他刊物的特点，即重在传播中国文化本身。同时，《中国环球电

视网》在对于两赛的报道中都出现了“政府(government)”等政治方面的角度，可见其报道内容广泛且较

全面。结合高频词分析结果，可知其没有恶意聚焦以制造框架引导舆论的倾向。 
而根据表 4，《纽约时报》有意建构框架，将赛事政治化。其对两赛报道存在不同之处。尽管报道

均围绕赛事本身展开，对于“东京奥运会”，该报刊除了对赛事进行报道，还涉及了音乐、文化等文娱

话题，居民、人口等社会问题，以及疫情、安全等公共卫生问题；然而对于“冬奥会”，在报道赛事的

基础上，《纽约时报》对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赛事开展意图、中国法律、外交、公共宣传等政治

方面也进行了较详细的报道。前者聚焦于赛事与民生，后者则聚焦于政府与政党。报道的不同视角也构

成了不同的框架，使得赛事政治化，由此读者也可能会以政治的角度来看待此次赛事，从而产生误解。 
 

Table 4. List of word clusters (2) 
表 4. 词簇表(2) 

 The New York Times The Guardian 

Rank Tokyo Beijing Tokyo Beijing 

1 Japanese public Chinese government Japanese people Chinese capital 

2 Japanese people Chinese communist Japanese public Chinese Americans 

3 Japanese players Chinese officials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Chinese government 

4 Japanese citizens Chinese authorities Japanese team Chinese media 

5 Japanese fans Chinese leader Japanese tennis Chinese social (media) 

6 Japanese health Chinese state Japanese architect Chinese audiences 

7 Japanese athletes Chinese team Japanese athlete Chinese authorities 

8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across Japanese buildings Chinese citizen 

9 Japanese diplomat Chinese app Japanese capital Chinese club 

10 Japanese enough Chinese atrocities Japanese citizenship Chinese dumplings 

11 Japanese flag Chinese author Japanese doll Chinese embarrassment 

12 Japanese former Chinese capital Japanese face Chinese flag 

13 Japanese musician Chinese censors Japanese gymnastics Chinese friends 

14 Japanese pair Chinese citizens Japanese heritage Chinese goal 

15 Japanese population Chinese embassy Japanese organisers Chinese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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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6 Japanese residents Chinese engineers Japanese reporter(s) Chinese internet 

17 Japanese soccer Chinese fans Japanese speculation Chinese language 

18 Japanese sports Chinese firms Japanese television Chinese lunar (new year) 

19 Japanese sum Chinese footage Japanese users Chinese military 

20 Japanese summer Chinese goods  Chinese mother 

21 Japanese team Chinese governance  Chinese names 

22 Japanese temple Chinese knots  Chinese nationalities 

23 Japanese time Chinese law  Chinese news 

24 Japanese version Chinese laws  Chinese Olympic (official) 

25  Chinese lawyer  Chinese people 

26  Chinese leaders  Chinese public 

27  Chinese official  Chinese schools 

28  Chinese pair  Chinese teachers 

29  Chinese people  Chinese team 

30  Chinese political  Chinese tennis 

31  Chinese propaganda  Chinese volunteers 

32  Chinese public  Chinese woman 

33  Chinese Russian   

34  Chinese society   

35  Chinese translation   

36  Chinese voices   

 
《卫报》也存在抹黑中国的嫌疑。对比两赛的相关词簇，可见明显差异。对于“东京奥运会”，报

道内容对日本人民、政府、赛事、文化均有涉及；然而把目光转向“北京奥运会”时，除对奥运赛事进

行报道外，该刊还讨论了有关“国籍问题”、政府、军事、教育、家庭等一系列社会、意识形态问题。

该刊物对两种赛事报道的不同侧重点，使其对不同国家的态度分毫毕现，存在构建框架以抹黑中国的嫌

疑。 

4. 结论与反思 

基于语料库的横纵向对比分析，不难发现媒体在对新闻事实选择性处理、构建框架时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新闻的不同报道角度使读者看待问题的视角产生差异。大部分赛事报道以“参赛者”(经历分

享等)或“权威性官方组织或机构”的视角展开，几乎无刻意构建框架、引导舆论的情况，反而具有感染

力与说服力。一些报刊的报道视角可能更加广阔且具多样性，如《中国环球电视网》。视角宽阔与广泛

是其独特的报道风格，于两赛报道中均可体现。然而，一些西方刊物在报道“冬奥会”时，缺乏客观性。

如《纽约时报》，其在报道“冬奥会”时，明显偏向“政府”与“政党”的视角，构建“赛事政治化”

框架，偏离赛事举办目的，易引发恶意揣测，产生误解。 
第二，媒体选取不同的报道内容受时间、事件、刊物立场态度、世界格局等影响。“东京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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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京冬奥会”两赛举办时间不同，故媒体报道侧重点或不相同。作为疫情后首场奥运赛事，媒体于

“东京奥运会”报道中多次提及新冠疫情话题，不可避免。其内容包括运动员自身疫情经历分享、管理

者赛间积极防疫措施，并无明显以框架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输出。但值得注意的是，《纽约时报》在关于

“冬奥会”的报道中，多次提及“性骚扰(sexual assault)”，恶意选择负面内容以构建框架，导致受众对

“冬奥会”极易产生负面联想；另外，《卫报》在“冬奥会”相关报道中，多次提及谷爱凌的“国籍问

题”与俄罗斯选手“瓦利耶娃(Valieva)”。前者，通过所谓的“双重国籍”，极易误导不知情读者，使

其认为中国认可“双重国籍”，而情况并非如此。这是对中国法律的藐视。后者，于“俄乌争端”敏感

时期，数次报道“瓦利耶娃(Valieva)”服用兴奋剂这一负面新闻，洗脑式输出，使报道过于政治化，甚

至脱离赛事本身。 
第三，媒体的不同情感倾向使读者对赛事产生不同心理反应。《中国日报》与《中国环球电视网》

对于两赛的报道大多客观中立；《纽约时报》虽文章风格略严肃，但其对“北京冬奥会”报道比对“东

京奥运会”报道用语更消极。情感态度产生如此偏差，正是媒体偏见性构建框架的结果，挫伤了读者对

赛事的积极反应。 
结合以上分析，得到反思： 
1) 媒体选择性处理赛事相关新闻事实时，应始终以赛事为中心，忠于事实，切勿“过分政治化”。

读者阅览奥运赛事报道时，更倾向于获取赛事相关信息，而非政治元素过多的文本。 
2) 作为面向世界的媒体，在选取报道视角时，应注意国内外兼顾，适当增加来自国外的声音。多元

的观点有利于吸引世界读者，营造立体包容的大国形象，使世界听到中国声音，从而弘扬中国文化，塑

造优良中国形象。 
3) 媒体在宣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时，应适当提高数量与质量。我国已有主流英语媒体注重赛事报道

中的文化传播，但仍不足。时刻注意提高社会大众认知框架中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占比，才能加强人民

文化自信，进而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优秀故事。 
4) 媒体在构建反馈机制时，应开设互动性透明平台，以便媒体及时解答读者问题，有效预防不良意

识形态入侵。 
5) 读者在阅读报道时，应时刻注意保持批判性思考，留心框架构建。大多数国内读者抱着了解世界、

学习语言、扩充专业知识等目的进行阅读。而媒体在构建新闻框架时，自然而然地携带特定意识形态。

除上述情况外，即使配图色彩变化也可成为框架构建的一部分。缺乏批判性阅读意识的读者往往忽视对

深层次意识形态的觉察，最终逐步被恶意构建的框架洗脑。 
总而言之，新闻媒体在构建赛事报道相关框架时，应以赛事为主，注重客观事实，视角多样，积极

传播中国文化，注意建立互动反馈机制，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读者在处理相关新闻信息时需进行

批判性阅读，注意甄别其中框架的构建，拒绝不良意识形态的入侵，在了解有效信息同时，“讲好中国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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