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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体育为媒介助力国家形象建构

　　目前，中国正处在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通过塑造与传播国家形象，营造良好的

舆论环境以及与外部世界和谐互动的氛围。体育在传递文化价值、塑造国家形象方面的作

用不可低估。

　　体育运动不仅能强身健体，而且有助于完善人格、丰满人类文明精神。体育是一个开

放的系统和社会共同语言，促进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了解，有利于社会包容和

稳定，代表了人类对自身极限的挑战，其蕴含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审美情趣是人类的

宝贵精神财富。

　　有学者认为，国家形象是人们（形象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对一个国家（形象客体）由

其客观存在所决定的外在表现的总体印象和评价。国家形象也是国际社会的民众对一国相

对稳定的总体评价。因此，国家形象的建构就是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拥有一定国际地

位。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参与国际事务，或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都需要努力发展经

济、增强国力、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素养等。体育赛事的举办、运动员的风采、举办国的

态度和实际行动、体育精神的彰显无疑都是展示国家形象的一个最佳舞台。传播体育赛

事、传递体育精神，对构建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国家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运动员被称为“穿着运动衣的外交官”，是开展公共外交、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

力量。万众瞩目的国际体育赛事是树立和传播国家形象的绝佳场所。运用体育赛事展示和

宣传国家形象是公共外交的有效形式。奥运是一场人类挑战自我极限的体育赛事，在象征

性符号盛行的信息时代，奥运承载了更多的政治含义。因此，对奥运的理解就不能仅视其

为一场体育赛事，它更是一次展示国家形象的重大机遇。2022年北京冬奥会是展现中国国

家形象的一个契机。可以借助这一世界赛事，借助全媒体平台，讲述这些中国故事，让他

国政府和民众能够对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有更多的了解和理解。

　　塑造中国新一代国民偶像、运动偶像的可爱形象。在全球化时代，公共外交和政府外

交构成了国家的整体外交。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

英和广大公众等多个层面。其中，政府是主导，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是中坚，

广大公众是基础。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当代中国大学生志愿者的卓越表现赢得了世人

喝彩。他们真诚的微笑，亲切礼貌的态度，宽容、豁达的胸怀，应对各种事情的能力，以

及他们流利的外语、得体大方的体态和服饰等，向全世界各国人民展示了中国新一代的国

民形象——自信、开放、包容、友善。在东京奥运会上，最亮眼的无疑是我国奥运健儿的

拼搏精神和健康形象，如短跑名将苏炳添、跳水全能冠军全红婵赢得全世界的惊叹。他们

身上坚韧的毅力、挑战自我极限、永不止步的体育精神在全媒体时代成为青年人追捧的偶

像，代表了新一代的中国青年人形象——自信、融通、开放、多元。

　　体育作为一种政治符号，能够推动民族文化融合，唤醒各民族的爱国意识，对振奋民

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从中国体育的发展史来看，体育强国梦与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脉相承，都致力于追求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振兴，这一梦想凝聚了

中华民族的强大力量，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对“自立自强”的渴望和希冀。通过体育活动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塑造健康中国的国际形象，使得世界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打

造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国际体育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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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群体性恐慌度量模型与调适机制研究”

（19BXW11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研

究”（20AZD05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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