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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椇距棽棸棸椄年北京奥运会完美落幕已过去棻年暎在后奥运时代需要反思媒体在其中的表现棳以及

奥运会给中国传媒业带来的深刻变化暎运用框架理论和内容分析的方法棳对暥纽约时报暦和暥人民日报暦
棽棸棸椄年北京奥运会的报道进行比较研究暎结果发现椇中国媒体此次报道视野开阔棳国际化思路彰显棳树

立了理性暍建设性的报道基调棳采取了宽泛的报道框架棳从而最终为公众提供了一次非常好的奥林匹克

文化教育活动椈但是棳今后媒体需要从棾方面改进体育报道椇棻棭加大深度报道力度棳棽棭坚定暟以人为本暠的

报道理念棳棾棭克服暟金牌至上暠的报道框架暎
关键词椇北京奥运会 椈媒体框架椈报道框架椈暥纽约时报暦椈暥人民日报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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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椇棽棸棸椆灢棸椄灢棻棸
基金项目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基金项目棬斘斚棶棸棸椃棸棾棭暎
作者简介椇刘朝霞棬棻椆椃椃暘棭棳女棳山东省莱芜市棳在读博士研究生棳讲师棳

研究方向为体育传播暍网络传播暎
作者单位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新闻与传播系棳北京棻棸棸棸椄椆

斈斿旔斸旘旚旐斿旑旚旓旀斒旓旛旘旑斸旍旈旙旐斸旑斾斆旓旐旐旛旑旈斻斸旚旈旓旑棳斆旇旈旑斸斮旓旛旚旇
斦旑旈旜斿旘旙旈旚旟旀旓旘斝旓旍旈旚旈斻斸旍斢斻旈斿旑斻斿棳斅斿旈旉旈旑旂棻棸棸棸椄椆棳斆旇旈旑斸棶

暋暋中国传统的体育新闻较早 始了市场化的尝试棳如今体育

新闻已成为各类媒体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暎不过棳由于专业水

平有限棳在以往的报道中存在很多的局限和不足暎经过了棽棸棸椄
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洗礼棳中国的体育报道有没有借助奥

运会的宝贵契机实现质的飞跃棳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棳也让

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棳就成为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椈因此棳本研

究选择中美两国各具代表性的大报暥纽约时报暦与暥人民日报暦
对北京奥运会的报道进行比较研究棳考察此次奥运新闻报道

中棳我国的大众传媒有没有抛弃以往偏重暟金牌至上暠和暟狭隘

民族主义暠的报道模式棳以全面暍国际化视野宣扬奥运精神的本

质内涵棳从而为未来我国体育新闻报道提供借鉴暎
棻暋研究方法

本文用媒体框架理论的分析手法棳对暥纽约时报暦与暥人民

日报暦棽棸棸椄年北京奥运会报道框架进行分析暎
关于媒体框架理论棳传播学者李普曼是这样解释的椇媒体

的报道中一般含有某个特定的报道框架棬旐斿斾旈斸旀旘斸旐斿棭棳媒体用

这个报道框架选择暍定义暍评论各种信息棳受众在接受媒体报道

的同时棳也接受了报道中的框架棳并按框架形成自己对某个事

物的认识暎这就是媒体框架理论棬旐斿斾旈斸旀旘斸旐斿旚旇斿旓旘旟棭椲棻椵暎就

媒体而言棳媒介框架棬旐斿斾旈斸旀旘斸旐旈旑旂棭是大众媒体在报道某个事

物时使用的某种特定的观点棳解释说明的方式棳对问题的定义

方法和评论的基准等模式椲棽椵椃暎
具体分析过程如下椇对暥纽约时报暦与暥人民日报暦北京奥运

会期间棬椄月椄日暘棽棿日棭的头版及体育版上棳发布的奥运赛事

新闻的报道角度暍报道项目暍报道内容及运动员的报道重点进

行统计暎根据以往研究以及对部分奥运新闻的观察棳将以上统

计类目划分为不同的报道框架暎即椇报道角度的本土框架和国

际框架椈报道项目的片面框架和宽泛框架椈运动员报道重点的

奥运精神框架暍情感框架暍成绩框架暍运动技术框架及个性框

架椈报道内容的参与棷超越框架暍金牌框架 暍娱乐框架暎
棽暋暥纽约时报暦与暥人民日报暦北京奥运会报道框架的特征

棽棶棻暋报道角度椇国际化视野彰显

棽棸棸椄年北京奥运会棳暥纽约时报暦和暥人民日报暦分别派出了

强大的报道团队棳对奥运会进行了强势报道暎期间棳暥纽约时

报暦推出了椃版暟棽棸棸椄北京奥运暠专题暎报道的体裁有消息暍评
论暍特稿和大量的图片新闻暎暥人民日报暦则推出了棻棽版奥运

特刊暎其中棳赛事报道共椃版棳报道体裁同样多种多样暎



对于本国和外国运动员的关注程度棳棽报的框架比例统计

见表棻暎

表棻暋暥纽约时报暦与暥人民日报暦报道角度框架统计结果

报道角度框架
本土框架 国际框架

数量 比例棷棩 数量 比例棷棩
纽约时报 棻棾 棻棻棸 棿
人民日报 棻椂棿 椆 棻棻棽 棿棻

暋暋从表棻可以看出棳棽报对北京奥运会的选材角度都比较注

重平衡棳内外兼顾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棳相比在悉尼奥运会期

间棳暟棻椃天的奥运报道中棳没有一位国外运动员在暥人民日报暦
上被给以版面重要位置暎暠椲棾椵暥人民日报暦此次给予外国运动员

和代表团以极大的关注暎在头版出现的棾椄位运动员中棳外国

运动员共棻椃位棳几乎占一半暎从棻 日 始棳每日中外选手的数

量并列出现在头版中暎棻椃日棳暥椆旙椂椆棳博尔特在飞暦更是登上

了头版头条暎暥人民日报暦的暟世界意识暠和国际化视野在此次

奥运报道中得到很大提升暎
棽棶棽暋报道项目椇宽泛框架统率全局

棽棸棸椄年北京奥运会是有史以来参加国家 多棳参赛人数

多棳比赛项目 多的一届奥运会暎中国和美国分别派出了历史

上参赛人数 多暍参赛项目 多的代表团暎中国参加全部棽椄
个大项棳而美国参加棽椂个大项的比赛暎为此棳棽国媒体对这些

参赛项目进行了全面报道棳均采取了宽泛的报道框架暎统计结

果见表棽暎

表棽暋暥纽约时报暦与暥人民日报暦报道项目框架统计结果

报道项目框架
片面框架 宽泛框架

数量 比例棷棩 数量 比例棷棩
纽约时报 椃椆 棾棽 棻椂椂 椂椄
人民日报 椆棾 棾棿 棻椄棾 椂椂

暋暋暥人民日报暦这次对参赛项目的关注视角棳宽泛框架占据上

风棳不能不说是中国媒体的一大进步暎它的宽泛框架体现在棽
个方面椇一是报道奥运会的所有项目棳不管该项目有无中国队

参赛棳暥人民日报暦几乎都逐一向读者介绍暎这与以往我国媒体

只关注有中国选手参赛的项目而忽略其他项目有了天壤之别暎
二是对中国队棳无论是获得金牌的项目棳还是未进入决赛棳或在

预选赛中就淘汰的参赛项目棳都给予了一定的报道力度暎比

如棳对水上项目暍摔跤暍蹦床暍击剑暍马术等是中国队相对较弱的

项目均作报道暎设置暥舰艇战报暦栏目每日报道水上项目比赛

情况暎甚至有些新项目会另配暥观赛小知识暦棳帮助观众欣赏比

赛暎相反棳对于一些优势项目棳譬如号称 暟国球暠的乒乓球则低

调处理棳棽棾日中国男单包揽棾奖牌棳但却并没有上次日报纸头

版和奥运专版的头版暎
对非优势项目持续关注棳对优势项目冷处理暎这种暟一扬

一抑暠的做法棳恰恰是我们媒体平和暍自信心态的体现暎
暥纽约时报暦的宽泛框架表现非常有特点棳在 斈叠的棽暙棾

版棳设置了每日赛事预报暍每日赛事成绩表暍奖牌获得者列表暍

金牌明星榜等栏目棳这些内容差不多占了版面的棻棷棽暎不仅将

当日所有比赛项目暍时间提前告知读者棳还向读者报告各项比

赛的成绩棳不管何人或何队棳不管有没有获得奖牌棳也不管什么

成绩棳一律报道暎 有特色的是在棽暙棾版顶部跨版设计了一

个类似暥每日金牌明星暦橱窗棳选出每天 优秀的金牌选手棳刊
登选手照片并在下方列出姓名暍国别及项目暎从第棻天到 后

棻天共列出了棻椂位选手棳第一天是中国运动员陈燮霞棳棻椂名中

有椄名是外国选手暎选手们代表了棻棸项运动棳大多并非美国的

优势项目暎这充分显示了暥时报暦的宽泛框架和国际化视野暎
棽棶棾暋报道内容椇参与棷超越框架 斨斢奖牌框架

所谓话语主题棳指由报道的内容所形成的话语核心棬报道

的内容集中在哪些方面棭暎本文借鉴学者黎莎的分类棳将奥运

报道的话语主题分为 棾 个层面椇一是参与和超越的话语主

题暘暘暘从参与和超越的角度解释赛事过程椈二是奖牌的话语主

题暘暘暘从是否获得及如何获得奖牌的角度解释赛事过程椈三是

欣赏和娱乐的话语主题暘暘暘从艺术与技能欣赏及娱乐的角度

解释赛事过程椲棿椵暎棽报奥运报道的话语主题统计结果见表棾暎

表棾暋暥纽约时报暦与暥人民日报暦报道内容框架统计结果

报道内容框架
奖牌框架 参与棷超越框架 娱乐框架

数量 比例棷棩 数量 比例棷棩 数量 比例棷棩
纽约时报 椆 棽椃 棻棸 棿棸 椄棻 棾棾
人民日报 棻棾棸 棿椃 棻棸棽 棾椃 棿棿 棻椂

暋暋从表棾可以看出棳棽报均采取了比较多元的话语主题棳但侧

重点有所不同暎暥纽约时报暦更多走轻松娱乐路线棳参与意识比

较强烈椈而暥人民日报暦走严肃庄重路线棳更多强调金牌意识棳同
时也不忘参与意识的宣扬暎

暥纽约时报暦棾种话语主题的比例棳旗鼓相当棳不过奖牌框架

少暎对于美国而言棳此届奥运会 耀眼的明星莫过于暟飞鱼暠
菲尔普斯暎对于这位以暟八金暠记录创造了历史的运动员棳暥时
报暦自是展 了连篇累牍的报道棳但令人惊讶的是报道并没有

集中在他的骄人成绩上棳反而将视线集中在他的成长暍个性等

其他方面暎在所有关于菲尔普斯的椄篇报道中棳只有棻篇是奖

牌模式棳其他均为参与棷超越或娱乐框架暎
综合观察发现棳暥时报暦的参与棷超越框架多体现在对选手

奥运精神的挖掘上棳比如对棿棻岁的美国自由泳名将托雷斯棳中
国前奥运冠军桑兰棳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射击选手在领奖台上的

相拥等都成为关注的焦点暎娱乐框架主要表现在棽方面椇一
是棳对严肃新闻的暟软暠性处理棳挖掘选手体育之外的故事棳暟菲
尔普斯的光芒四射没有点燃中国人的激情暠即属此类暎二是棳
关注煽情暍暴力暍黑暗的新闻暎除关注赛场花絮或赛场之外棳特
别是中国的政治暍经济暍文化和社会暎比如棳暥时报暦对于北京的

空气质量暍中国体操运动员的年龄等负面新闻紧抓不放暎
相比而言棳暥人民日报暦的报道严肃得多暎暥人民日报暦的报

道中涉及到中国运动员大多是金牌框架棳除非是一些未取得原

来预想结果的赛事棳则一般采取参与棷超越框架暎而涉及到外

国运动员无论对方是取得金牌还是没有名次棳都容易走参与棷

体育与社会发展 首 都 体 育 学 院 学 报暋 第棽棾卷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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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框架以及娱乐框架路线暎
奖牌的话语框架棳暥人民日报暦着墨 多棳尤其是对于中国

运动员的表现更是紧紧围绕奖牌展 暎这种报道模式比较固

定棳可概括为暟过程棲感受棲现场氛围暠暎比如对中国暟首金暠的
报道棳棻棸日暥人民日报暦在头版和奥运专刊的头版以暥嗨棳来了棥暦
为题进行了大幅报道暎先介绍了陈燮霞夺冠的经过暎现场观

众反应热烈棳沸腾一片暎 后以陈燮霞的原话暘暘暘暟很高兴没

让队友们失望暠结束全文暎全文表现出莫大的喜悦与激动之

情暎针对暟首金暠暥人民日报暦还专门配发了评论暥胜负本在毫厘

间暦棳赞扬了陈燮霞的夺金表现棳而对杜丽的暟首金旁落暠表示遗

憾棳体现出作者深深的暟首金情结暠和暟胜负观念暠暎
参与棷超越的话语框架棳暥人民日报暦表现与暥纽约时报暦有

所不同暎首先棳暥人民日报暦给予体育弱国暍小国棬国土面积小棭
的运动员很大关注棳讲述他们在奥运赛场上自我拼搏暍勇于超

越的故事暎棻棽日和棻 日暥人民日报暦分别以暥非洲大陆的好日

子暦暥有些奖牌棳足以让一个国家狂欢暦为大标题棳整版报道了非

洲的科特迪瓦暍尼日利亚暍喀麦隆暍津巴布韦以及其他一些小

国暘暘暘东帝汶暍多哥暍阿尔及利亚暍蒙古等暎
另外棳关注奖牌获得者的同时棳没有忽略那些失利者暍老将

们以及成绩虽无缘奖牌棳但精神可嘉的选手们暎暥人民日报暦上
充满了暥老将的光荣与梦想暦暥因为梦想棳所以坚持暦暥他们超越

奖牌棳执着梦想暦等标题的大幅报道暎来自战火纷飞的伊拉克

的短跑选手棳为给患白血病的儿子治病而以棾椃岁高龄重披战

袍的德国体操选手棳身患癌症仍然遨游泳池的美国选手都登上

了暥人民日报暦的版面暎
暥人民日报暦参与棷超越框架更多地表现在评论中暎它每天

都会发表很多体现奥运精神暍人文精神的评论暎暥人民日报暦上
充满了暥为失利者送上更多掌声暦暥应当怎样看金牌暦暥学会尊

重暦暥张 博大胸怀暦等标题的评论暎在刘翔退赛令很多中国人

失望之际棳暥人民日报暦又及时配发了暥不怕从头再来暦暥今日伤

别离棳明朝再奋起暦暥仍然是心目中的英雄暦暥用宽广的胸怀看待

胜负暦等文章棳呼吁大家理性对待刘翔棳理性看待胜负暎通过这

些评论棳暥人民日报暦树立了理性暍建设性的报道基调棳为奥运会

的顺利进行构建了和谐的观赛气氛和舆论环境暎
暥人民日报暦向以严肃大报著称棳但此次奥运会给予一些题

材娱乐或欣赏的话语主题处理棳令人耳目一新暎比如棻棽日暥人
民日报暦对前棻棸棸旐 冠军盖伊的报道就非常轻松有趣暎首先棳
它的标题就很有意思暘暘暘暥飞人盖伊有点紧张暦棳而且标题排版

呈不规则的暟斕暠形暎文章还设计了 个有趣的小标题椇科比也

关心我的肌腱椈 幕式感觉太棒了椈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椈空气没

有任何问题椈刘翔是一个很酷的人暎
棽棶棿暋报道重点椇推崇个性 斨斢精神教育

运动员作为奥运会的绝对主角棳自然成为媒体的焦点棳但
是不同的媒体对运动员关注的重点却有所不同暎统计结果如

表棿暎
棻棭此表格中的类目统计有重复暎即一篇报道可能既有技

术棳也有成绩或其他内容棳因此棳同一篇文章可能归于不同的框

架类别暎

我们发现棳暥纽约时报暦以深度报道为主棳篇幅较长棳一般在

棻 棸棸个单词左右暎而暥人民日报暦以消息暍通讯为主棳除个别金

牌项目暍突破项目的报道稍长外棳篇幅大多在 棸棸字左右暎

表棿暋暥纽约时报暦与暥人民日报暦报道重点框架统计结果

报道重点框架 技术 成绩 情感 精神 个性

纽约时报 棾棾 棻棽椂 棾棸 棾棾 椆椆
人民日报 棽 棻椃 棽椂 椄椄 棽棾

暋暋暥纽约时报暦的奥运报道棳内容更为广泛棳涉及人物也更多暎
它会围绕运动员棳采访到他身边各色人等棳包括他的家人暍教
练暍队友棳甚至对手和偶像暎除报道运动员取得的成绩外棳还会

通过他的成长经历暍兴趣爱好棳他人的评价或与他人的比较等

多方面为读者全面展示运动员立体暍丰富的形象暎
比如棳暥时报暦对菲尔普斯的报道就集中在他的自身发展和

个性棳落脚点在个人的不断成长和把握机遇暎棻棸日棳暥时报暦在
斈棻头条位置暥菲尔普斯第一游椇金牌棲一项世界记录暦的报道中

从菲尔普斯小时候因为两只大耳朵遭人嘲笑而选择进游泳池

逃避入手棳通过母亲回忆了他棻棻岁时还为对手的嘲笑而哭泣棳
以至长大后偶遇当年嘲笑他的男孩跟他打招呼棳还假装不认

识暎就是这样一个自卑暍懦弱的小孩棳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棳如
今已成长为教练眼里暟一个乐观积极棳能够把一切转化为动力

的人暠暎而当年没人愿意跟他说一句话饱尝孤独滋味的人棳如
今却备受欢迎椇他的 斊斸斻斿斺旓旓旊里已有棿棾棸棸个好友棬其中包括

美国总统小布什棭暎个性鲜明的菲尔普斯形象跃然纸上暎
反观我们的暥人民日报暦棳报道内容略显狭窄暎要么集中在

对运动员成绩的关注上棳所涉人物也很少棳大多是运动员以及

教练暎比如棳棻椄日棳暥人民日报暦一篇暥林丹速度暘暘暘拒绝悬念暦
的报道棳通篇只有林丹一个人物棳主要内容就是林丹在比赛中

怎样取得胜利棳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暎要么

就集中在对运动员精神的关注上棳暟超越梦想暠暟执著追求暠等语

汇频频出现暎
由此可见棳暥时报暦塑造的运动员形象个性鲜明棳深度立体棳

而暥人民日报暦塑造的形象个性模糊棳平面单一暎
棾暋结论与启示

通过与暥纽约时报暦的对比发现棳我国媒体在此次奥运会报

道中的专业主义精神得到相当程度的提升暎主要表现如下暎
棻棭报道视野 阔棳国际化暍全球化思路彰显暎奥运会是全

球运动员和世界人民共同参加的一次盛会暎在奥林匹克大家

庭中棳每一位运动员都是奥运精神的诠释者棳因此棳媒体的报道

视角应该无分中外棳这样方能更好地展示中国的大国形象和

阔胸怀暎此次暥人民日报暦的奥运报道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暎
它对外国运动员和代表团进行了大幅报道暎

棽棭树立了理性暍建设性的报道基调棳克服了狭隘的民族主

义精神暎奥运会作为竞技赛事棳必然涉及奖牌和成绩棳但如何

看待奖牌椏 如何对待胜负棳尤其是失利选手椏 树立理性暍建设

性的报道基调棳对于能否全面地报道奥运棳更好地弘扬奥运精

神至关重要暎在暥人民日报暦此次的奥运报道中棳我们不仅能看

第棿期 刘朝霞椇暥纽约时报暦和暥人民日报暦棽棸棸椄年北京奥运会报道的比较 体育与社会发展



到运动健儿取得的比赛成绩棳更能看到他们表现出的奥运精

神棳竞技技术和文化艺术棳以及他们身上所演绎出的自我超越

的动人故事暎这为读者欣赏到高水平竞技的文化娱乐大餐创

造了和谐的氛围棳也为我们带来了文明与和平暎
棾棭采用了宽泛性的报道框架暎在竞技比赛中棳一国的强势

项目往往 吸引该国受众注意力暎暟媒体为了赢得受众注意力

或因为版面篇幅局限的因素通常聚焦于 热门的项目而将其

他项目打入暜冷宫暞甚至暜赶出暞版面暎暠椲椵这样做棳一方面有违奥

运会暟享受体育暠的理念棳使受众不能更全面地欣赏各种体育赛

事棳另一方面也显得暟短见暠棳不利于弱势项目的长远发展棳不利

于新项目的推广椈因此棳报道中要做到强势项目和弱势项目的

平衡暎暥人民日报暦此次宽泛框架压倒片面框架成为报道的主

流棳全面报道奥运会所有项目棳体现了中国媒体的进步暎
棿棭完成了对公众一次非常好的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活动暎

奥运会举办之前棳应该说我国国人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认识棳还
主要停留在赛事上棳对奥林匹克精神和文化棳对参与奥林匹克

运动都知之甚少椈但通过这次媒体的报道棳国人经受了一次非

常好的奥林匹克精神的洗礼暎从暥人民日报暦报道中出现的暥杜
丽别哭暦到暥只要刘翔不疼暦棳从暥为失利者送上更多掌声暦到暥去
享受比赛先不想奖牌暦棳它像一面镜子棳生动地折射出北京奥运

会暟人文奥运暠理念的深刻内涵棳凸显了一个民族对奥林匹克精

神的全面理解暎
当然棳与国外媒体相比棳我国媒体未来的体育报道仍然存

在非常大的发展空间暎今后棳体育报道需要在以下方面有所

作为暎
棻棭拓宽体育报道的深度和广度暎正如美联社的体育编辑

达瑞尔暏克里斯蒂安所说椇暟我们不能再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

谁赢谁输的问题上棳而应该 阔自己的视野暎我们必须将报道

重点放在赛事本身暍比赛的特点暍明星的表现及观众从电视上

看不到的细节内容上暎暠一般化的简报式消息已远不能满足读

者需要棳读者不仅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棳更想知道这件事为什么

发生棳其背景是什么棳它的影响又如何暛暛这就需要体育记者

在多方位暍多角度挖掘体育新闻背景的同时棳给读者以新启迪暎
媒体就应提供更多的深度分析暍访谈和专栏椲椵暎在这点上棳暥时
报暦做得十分出色棳在其北京奥运会报道中棳深度报道占了大多

数棳而我们媒体更多还是停留在一般化的简报式消息上暎
棽棭坚定暟以人为本暠的报道理念棳学会讲述暟人暠的故事暎

暟人文奥运暠的理念不仅是北京奥运会贡献给世界的精神财富棳
更是留给我们自己的精神遗产之一暎今后媒体的体育报道中

仍然需要继续坚持和弘扬人文精神棳塑造丰富立体暍生动鲜活

的运动员形象暎运动员个人成长中的经历棳以及他们身上对体

育的不懈追求和勇于超越自我的精神棳这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体

验棳因此棳也 能打动人暎相信这样的报道棳会吸引更多的读

者棳从而有效地扩大媒体的影响力暎除此之外棳某种程度上而

言棳在体育比赛棳特别是国际赛事中的运动员形象棳代表了国家

形象暎媒体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结构性力量棳它的报道框架影

响着受众的认知和价值选择暎如果我国媒体中展示的运动员

形象棳能够克服西方观众对我们运动员暟奖牌工具暠的刻板印

象棳对于提升我们国家的整体形象将会大有裨益暎
棾棭进一步突破暟金牌至上暠的报道框架棳回归到体育精神的

本质棳体育根本的宗旨是暟增进健康与丰富娱乐暠椲椃椵暎片面追求

奖牌和成绩棳背离了体育精神的本质棳因此棳参与和超越应该成

为体育报道的主线棳成绩当然要提棳欣赏和娱乐的主题也不能

少暎暥人民日报暦显然还没有完全摆脱暟金牌至上暠理念的影响棳
甚至棳在暟后奥运时代暠棳我国媒体中似乎又有所抬头暎在刚刚

结束的第棻棾届世界游泳锦标赛中棳暟捧杀暠和暟骂杀暠式报道又

始出现暎对于此次表现欠佳的中国跳水队棳暟暜梦之队暞还是

暜梦游队暞暠暟丢金暠等讽刺甚至谩骂式的报道充斥版面棳而对于

实现男子游泳金牌突破的张琳棳则出现了大肆的追捧暎
客观地讲棳对于我国来说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棳我们需要通

过金牌和成绩来凝聚民心棳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棳但这绝

不是我国体育报道的根本目的椲椄椵暎尤其是近些年来棳我们国家

的综合实力已经得到很大提升棳加之我们又成功举办了棽棸棸椄
北京奥运会棳在这种全新的社会语境下棳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体

育报道的框架暎我们的媒体应该具有与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

相匹配的全球视野棳应该具有与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相匹配的

放宽容的心态棳应该具有与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相匹配的现

代意识暎回归到体育精神的本质棳是媒体报道的必需暎

此论文数据统计部分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

学生胡琼琼完成棳同时她也为本论文贡献了部分观点棳在此对

她表示感谢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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