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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推动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大数据技术的影响下，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已经

不能满足人们对海量信息资源的需求，现代的交互式媒体颠覆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并且在传播信息

的过程中带给人们巨大的便捷，以丰富的传播形式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基于此，文章阐述了大数据时

代交互式媒体传播的发展，大数据环境下交互式媒体信息传播的特征以及要素，提出了“大数据 + 交
互式媒体”信息的个性化传播模式，挖掘了“大数据 + 交互式媒体”个性化传播模式对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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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big dat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ig data technology, the mode of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media has been una-
ble to meet people’s demand for massive information resources. Modern interactive media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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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verted the mode of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media, and brought people great convenience in 
the process of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It is presented in people’s vision in a rich form of com-
munic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active media communica-
tion in the era of big data,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lements of interactive medi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n the big data environment, puts forward the personalized communication mode 
of “big data + interactive media” information, 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big data + interactive 
media” personalized communication mode o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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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以其海量、高速、多样和

价值密度高的特点，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挑战。在媒体领域，大数据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深

入了解信息传播的规律、趋势和影响因素。2020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

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中强调全媒体资源建设的紧迫性和多媒体融合的重要性[1]，将多

媒体资源、先进技术、高端人才、基金优先向互联网阵地发展倾斜，吸引线下优质资源汇集，促进网络

平台建设[2]。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各个领域都在发生快速的更迭，信息传播方式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信

息传播方式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口耳相传，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信息传播主要通过

口头传递将信息传递给他人，这种方式受限于地理距离和人口密度；第二阶段是印刷媒体阶段，印刷术

的发明拓展了信息的传播范围，人们可以以书信的形式进行同地、异地的交流，但是信息传播较慢，耗

时较长；第三阶段是广播和电视阶段，广播和电视的出现使信息传播具有实时性和广泛覆盖的能力。广

播和电视节目能够通过电磁波传输到广大受众，实现了信息的集中传播，但是对于远距离的传播效果不

佳；第四阶段是互联网传播，互联网使得信息可以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即时传递，人们可以使用手机、电

脑等智能设备随时随地获取和分享信息，并且可以采用虚拟现实设备在获取信息的同时沉浸式地参与信

息传播过程，此外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越来越趋向于个性化和定制化，通过分析大数据，

能够了解用户的兴趣、偏好和行为，从而向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信息和推荐内容。 

2. 大数据时代推动交互式媒体信息个性化传播 

信息的传播加强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系，且存在于各个生物之间，然而各个生物之间存在着不同

的信息传播方式。如动物之间的信息传播可以通过肢体和叫声表达，人类的信息传播形式多种多样。在

人类历史早期，主要以语言进行表达，但是这种形式适用于同时同地沟通，较难满足远距离信息传播。

随着文字、印刷术的发明，信息得以保存并且可以实现异地异步的信息传播。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促进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信息的传播范围更加广泛。与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

不同，“大数据 + 交互式媒体”信息传播模式完全消除了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和杂志的局限性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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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者与受众界限的“模糊化”，信息的传播者不再单单是权威组织，人人都可以是信息的传播者[3]。
传播形式从多对多演变成如今的个性化信息传播，依据信息接收者的喜好推送信息，减少冗余信息的传

播，使得信息传播具有针对性。 

2.1. 大数据环境下交互式媒体信息个性化传播的要素 

2.1.1. 传播者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发起者即信息传播者，占据主导地位。大数据环境下，现代媒体信息的传播方

式摒弃了传统媒体生产，主要是信息传播的个性化和社会化两个方面。首先，信息个性化传播是立足个

性化信息聚合的推荐模式，而信息社会化产生的变化则是在信息聚合背景下，围绕以人为本的核心进行

的个性化推荐[4]。大数据环境下，信息的传播者逐步扩大，不再单单是人为主体，应用型软件、交互式

媒体成为了新式的传播者。当今社会，对传播媒体收集信息、处理信息、选择合适传播内容的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信息的传播者具有更多的传播经验和信息敏感度。 

2.1.2. 接收者 
传统的信息接收者只在被动的接受信息，而大数据时代接收者除了被动的接收信息以外还包括与传

播者之间的互动，对接受的信息进行反馈。大数据时代交互式媒体个性化传播通过对受众的需求进行挖

掘，分析信息接收者的特征与关注点，将海量的信息进行筛选，为接收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满足受众

的需求[5]。 

2.1.3. 传播载体 
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技术、云存储、移动通讯等众多技术的发展，使信息的存储和传播变得更加便

捷，极大提高了信息的传播效率。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需要对海量资源进行筛选，为用户推送有价值的

信息资源。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等与媒体的融合发展，推动着媒体的变革，建设具有智

能化、标准化、个性化的信息传播平台。对于我们所使用的交互式媒体抖音、小红书、淘宝等软件，采

用个性化推送功能，即该类软件通过对用户喜好的分析，对使用软件过程中的用户进行信息个性化推送

服务。 

2.1.4. 传播内容 
传播内容是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部分，大数据背景下，新媒体平台可以轻松、快捷地追踪热门信

息，并为自己创造更多的热点[6]。产生的海量信息资源对信息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何在海量的

信息资源中选择对人们有价值的信息至关重要。 
受全媒体化业态影响，互联网思维向媒体内容引入了“用户中心”的发展方向[7]。大数据技术重新

定义了信息资源的生产，信息资源不再局限于信息传播者对信息的产生，同时包括信息接收者产生的信

息。因此，大数据时代信息传播内容通过对信息传递双方进行精准分析，为用户推送个性化的信息内容。 

2.2. 大数据环境下交互式媒体信息个性化传播的特征 

2.2.1. 数据分析实现精准传播 
精准传播是大数据背景下信息传播的核心，基于大数据下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将传统信息模糊传

播向精准传播过渡[8]。大数据是经过对数据分析，在合理时间和空间内获取、汇总、处理信息，并帮助

信息获取者对信息达成新的认识和理解程度[9]。它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播信息，还包括挖掘信息，使信息

内容和受众高度契合。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思维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因为它影响着信息传播的转变模式、流程重新设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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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产业生态构建等方面。同时，数据能力也是决定信息传播的匹配度、优化水平和价值定位等关键因素。

因此，数据思维和数据能力的融合，是信息传播高效精准的核心所在，也是提升传播效益、减少繁杂信

息以及预测信息传播趋势的关键。 

2.2.2. 推送优化实现个性化传播 
个性化传播“作为直接传播的差异性体现在它们利用了计算机和数据库的力量来定位消费者并进行

个性化的传播(这类传播方式通常并非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是人机沟通)，并追踪消费者对于传播的反

馈”[10]。当前我们在使用抖音软件时，大数据通过对用户浏览喜好的分析，定向性的为用户推送相关视

频，充分体现了“数据分析”、“个性化推荐”等现代传播技术。 

2.2.3. 互联网时代的实时性传播 
实时性传播是互联网时代的重要特征，信息的传播需要针对用户的需求和喜好，挖掘信息的热点话

题，以扩大信息的传播范围。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通过大数据技术的精准定位、互联网技术的迅速性传

播使得交互式媒体的传播具有实时性。通过我们熟知的微博可以发现，微博热搜对信息热度进行排名，

我们可以实时的看到当前的信息传播热度。 

2.2.4. 整合技术实现融合性传播 
通过整合和分析数据，交互式媒体可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在当今网络互联的时代，网络媒体

之间利用大数据和关系链技术，融合多媒体信息资源，为用户推荐适合的信息资源。目前，我们熟知的

交互式媒体有抖音、小红书、知乎、微博等软件，如小红书实施视频推送、文章发布、购物界面、联系

人沟通等多项服务。 

2.2.5. 融媒体时代实现全时性传播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信息的传播发生着全新的转变——从传统的及时性到当前的实时性和全时性

传播。及时性是对信息传播的速度的度量，全时性是信息不受时间限制的时刻传播，而当前信息的传播

不仅需要实时性而且需要全时性传播。全时性传播能够满足用户对信息全天候的需求，符合大数据时代

多元化媒介对信息的传播效果。 

2.2.6. 交互性功能推动信息的传播 
交互性功能是交互式媒体信息个性化传播的重要特征，交互性是两个或多个人进行认知与情感交流

的过程。互联网时代的交互式信息传播则是，用户与机器或他人进行信息交流的过程。因此，在互联网

高速发展时代，众多软件均考虑到了这一功能，如在抖音中，设置了视频评论功能、视频共享功能、直

播评论功能等多个功能，实现交互功能推动信息传播。 

3. “大数据 + 交互式媒体”信息个性化传播的模式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意识到信息的传播不仅是信息传播双方之间的信息传递，而且还是信息传

播双方之间信息的反馈。因此，信息传播双方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信息传播过程也是动态的。大数据时

代信息的传播模式，从“广播式”到“交互式”演进。 
此部分主要研究“大数据 + 交互式媒体”信息个性化传播的模式，从而构建出信息个性化传播的模

型，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模式图如图 1 所示。首先，信息的传播者和信息的接收者可以是媒体也

可以是人，用户可以进行数据筛选，给媒体传播信息，媒体也可以给用户反馈信息；其次，媒体与用户

之间的信息传递是双向循环互动的；第三，信息的传播者和信息的接收者之间是交互的，接收者可以对

传播者进行信息反馈，提高两者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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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Big data + interactive media” personalized infor-
mation dissemination model diagram 
图 1. “大数据 + 交互式媒体”信息个性化传播的模式图 

4. “大数据 + 交互式媒体”信息个性化传播模式对社会的影响 

4.1. 大数据时代下交互式媒体信息个性化传播的优势 

一是信息精准推送。现在的新媒体平台依托大数据技术的推荐算法，实现全方位、大规模、多层次

的用户浏览数据分析，可以实现不同类型的新闻对相应偏好用户群体的精准推送[11]。从传统信息的大众

传播到当下的分众传播，媒体传播逐渐从“广泛化”过渡到“精准化”。大数据通过对用户的喜好分析，

使得信息的推送变得更加精准，从而形成信息传播内源性驱动力。例如我们常用的抖音 APP，每条视频

界面上呈现点赞和收藏，我们在浏览抖音的过程中看到众多推荐页面就是在用户经过点赞收藏，按照视

频形成热度等级为用户推送的。 
二是个性化定制服务。通过大数据技术的支持，可以对海量信息整合与深加工，对受众的信息进行

分类整理，从而依据受众喜好进行个性化服务。因此，新媒体行业需要依托大数据技术从海量的信息资

源中精准的选择受众热捧的信息资源，同时根据受众的需求制造热点信息。 
三是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及时反馈。交互式媒体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的整合与分析功能和互联网技术

的迅速传播能力，对多种多样的信息进行深加工，实时对新闻消息进行报道。例如通过在微博热搜功能、

抖音热榜功能投放热点信息，实现在第一时间对信息及时报道，并且用户通过评论功能实现信息反馈。

因此，对于新兴媒体平台来说，在热门事件中及时获取民众的反馈信息，并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整合和

分析，这有助于更加高效地传播相关信息。 

4.2. 大数据时代下交互式媒体信息个性化传播所面临的困境 

一是大数据影响信息的传播方向。在大数据时代很多的新闻获取者会通过网络平台发表自身对于新

闻消息的看法和见解，此时就需要新闻传播来拨正舆论的导向，引导新闻受众的价值观向正面发展[12]。 
二是个人隐私暴露。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会对用户的信息交流进行存储，一方面会为用户的使用

带来便捷，同时也会带来相应的信息风险。因此，在数据保护方面，需要国家、媒体行业以及受众的相

互配合，保护数据安全。国家需要完善互联网数据安全法规，媒体行业制定相应的网络安全协议，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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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高数据安全意识，三者相互配合。 
三是信息茧房的产生。“信息茧房”是通过信息技术、传播媒介和信息接收者三方面融合产生，信

息茧房现象表现出信息窄化、信息割据和信息迎合的特征，对主流意识形态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发

挥产生了负面影响[13]。随着大数据时代算法的流行，出于流量利益的目的，网络媒体常常迎合用户偏好

对用户进行内容推送，增加信息茧房的形成[14]。 

5. 结论 

大数据应用带动了社会的发展，同时取得飞跃突破，但人们不可忽略其中潜藏巨大风险[15]。可以体

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信息异化，人们对于科技的完美幻想和过度依赖，使自身丧失控制信息的能力；

其次是数据安全，大数据时代为了精准推送信息，用户的数据泄露风险也随之增加；第三是信息茧房，

由于信息的个性化定制增加用户之间的信息鸿沟。 
基于诸多问题，需要政府以及服务商多方面达成一致，协同治理网络信息传播。同时应该提升公民

数据素养，目前我国公民对数据素养的认知薄弱，国家对数据素养的培养制度不完善。随着大数据广泛

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有必要将数据素养列为社会民众的基本素养，并进行集中培养。数据

安全是大数据时代重点关注的问题，民众不仅需要注重个人隐私的泄漏，还在需要防范大数据技术对于

自身行为的预测[16]。因此在数据安全方面，不仅需要加强网络安全的治理，同时还应该提升用户的数据

保护意识，防范数据的不当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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