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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思辨研究的方法从国家 形 象 的 概 念 与 内 涵 出 发，对 我 国 国 家 形 象 面 临 的 危 机 以 及 伦

敦奥运会我国国家形象的构建与表达进行研究。认为：１）注重媒介传播过程中文化中国形象的

构建；２）提升国家话语能力，摒弃 体 育 政 治 功 能 的 泛 化；３）展 现 新 体 育 观，避 免 民 族 主 义 的 过 度

宣扬是新时期国家形象构建的主要策略。借助奥运会契机将世界关注的目标转向中国文化，积

极培育多元行为的参与，坦诚推进 文 化 的 交 流 与 沟 通；通 过 中 国 体 育 代 表 团 领 导 的 话 语 能 力 及

其效果，国家媒体对国家形象传播 的 话 语 能 力 及 效 果，中 国 体 育 代 表 团 中 运 动 员 的 个 体 话 语 能

力及效果来实现国家话语能力是新时期国家形象构建的主要策略和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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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国家形象也

不断在各种场合 得 以 张 扬，尤 其 是 北 京 奥 运 会 的 成 功 举 办 后，

中国的国家形象 更 是 得 到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展 现。但 是 由 于 各 种

原因中国国家形象也面临着各种危机，诸 如“中 国 威 胁 论”、“中

国军事威胁论”等 误 解 和 偏 见 也 伴 随 着 中 国 的 崛 起 应 运 而 生。

西方学者曾指出“经 济 不 是 中 国 未 来 发 展 中 遇 到 的 最 大 问 题，

中国发展的最大问题是被扭曲的国家形象”［２２］。在这种环境下

塑造良好的国家形 象，使 中 国 赢 得 世 界 的 关 注 和 尊 敬，是 中 国

和平崛起过程中 的 重 要 议 题。奥 运 会 不 仅 是 全 世 界 最 有 影 响

力的体育盛会，也 是 全 世 界 最 为 瞩 目 的“媒 介 事 件”，为 国 家 形

象的展现提供了战略良机。如今 伦 敦 奥 运 会 开 幕 在 即，对 中 国

而言，在不可避免的参与全球利益角逐 和 权 利 较 量 下 如 何 通 过

体育代表团构建、塑 造、提 升 和 延 展 国 家 形 象 将 成 为 国 家 形 象

和国家话语能力博弈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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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国家形象的内涵及我国国家形象面临的危机

１．１　国家形象的内涵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 提 升，大 国 地 位 和 国 际 影 响 力

不断加强，有关国家形象的研究 也 日 益 增 多。国 家 形 象 是 本 土

化的词汇，在英语 和 其 他 语 言 中 并 没 有 对 应 的 词 汇，国 外 与 之

相关的概念和表述主要集中在国际关 系、国 际 政 治 和 跨 文 化 交

流等领域，比如对国家的认知（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国家文

化的再现或表述（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等 等［８］。

国家形象概念的提出主要源于社会认 知，是 基 于 社 会 心 理 学 视

角下的认知论和社会交互论下的概念 表 述，从 目 前 国 家 形 象 的

研究成果中看，对国家形象的概念研究 大 多 是 突 出 了 主 体 对 客

体的反映，是基于认知论基础上 的 产 物。目 前 不 同 学 者 对 国 家

形象概念的界定也有所不同（表１）。
表１　部分学者对国家形象的表述

提出学者 表述内容

刘继南，何辉等

“国家形象是建立在物质本源基础之上的，是人们
经由各种媒介对国家产生涵盖主体性与客观性的
总体感知”［１］

管文虎

“国家形象是内部 公 众 和 外 部 公 众 对 国 家 行 为 形
象、本身形象、各项活动及其成果形象给出的总体
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２］

Ｎｉｍｍｏ　＆Ｓａｖａｇｅ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所表现或被认知的特征”［３］

杨伟芬

“国家形象是指国 际 社 会 对 一 个 国 家 的 总 体 评 价
或国家通过国际信息传播在公众中形成的普遍印
象”［４］

郭树勇
“国家形象是指一 个 国 家 在 国 际 社 会 中 展 现 的 基
本面貌和政治声誉”［５］

陈世阳

“国家形象是指内 部 公 众 与 外 部 公 众 对 国 家 行 为
形象、本身 形 象、各 项 活 动 和 成 果 形 象 的 总 体 印
象”［６］

郝　勤

“国家形象是国际 社 会 对 某 个 国 家 作 出 的 综 合 性
评价 与 总 体 印 象，其 评 价 尺 度 涵 盖 政 治、制 度、经
济、文化、军事、精 神、意 识、观 念、习 俗、环 境 等 方
面”［１０］

　　 通过上述学者对国家形象的定义可以看出国家形象概念

蕴含两个基本特征，第 一 国 家 形 象 是 国 家 综 合 实 力 的 体 现，第

二国家形象是人 们 基 于 主 体 性 与 客 观 性 的 共 同 认 知。既 然 国

家形象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表述，也预 示 着 国 家 形 象 必 然 由 多

维度所组成，于是 人 们 根 据 认 识 的 需 要，从 不 同 的 角 度 和 评 价

标准对国家形象进行分类，比如根据性 质 将 国 家 形 象 划 分 为 正

面形象和负面形象两类；根据时间的纵 向 特 征 来 划 分 又 把 国 家

形象分为历史形象、现 代 形 象 和 未 来 形 象 三 类；根 据 所 属 领 域

划分将国家形象区分为政治形 象、外 交 形 象、经 济 形 象、文 化 形

象和国民形象等类别；也有根据社会生 活 的 需 要 将 国 家 形 象 划

分为国际形象和 国 内 形 象 两 类。总 之 国 家 形 象 是 一 个 国 家 展

现给人们的 总 体 印 象，代 表 着 一 个 国 家 的 基 本 面 貌 和 政 治 声

誉。国家形象的展现非常重要，影 响 着 国 家 在 世 界 上 的 地 位 与

声望，更关乎着和 平 与 发 展 背 景 下 内、外 部 环 境 的 营 造。尤 其

是正处于崛起过程中的中国，良好国家 形 象 的 构 建 和 展 现 是 营

造和平崛起的重要途径。

１．２　我国国家形象的面临的危机

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优秀的文 化 遗 产，作 为 东 方 文 化 的 发 源

地，中国文化是目前世界上唯一 没 有 断 层 的 文 化 体 系。历 史 上

炎黄子孙所创造 的 灿 烂 东 方 文 化 也 曾 一 度 使 西 方 社 会 为 之 倾

倒，但是近代 以 来 中 国 也 因 为 落 后 和 愚 昧 而 备 受 西 方 列 强 践

踏。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的国 家 形 象 在 西 方 人 眼 里 的 印 象

总是支离破碎的，西方人对中国缺乏了 解 导 致 了 对 中 国 国 家 形

象的误读与丑化。这种误读与丑化自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的

“黄祸论”开始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成 立 后 由 于 东 西 方 文 化 冲

突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加剧，中 国 更 是 被 西 方 世 界 诬 蔑

为“充满侵略性与意识形态狂热”的专制 政 体，成 了“妖 魔 化”的

代表。这种论断在１９７１年随着 美 国 总 统 尼 克 松 访 华 以 及 中 国

在１９７８年实行改革开放以 后 略 有 好 转。但 是１９８９年 的“六 四

风波”，经过西方 媒 体 的 大 肆 渲 染 后 中 国 的 国 家 形 象 基 本 定 格

在了负面形 象 序 列。９０年 代 后 的“中 国 威 胁 论”和“中 国 崩 溃

论”无不对中国国 家 形 象 产 生 了 极 坏 的 影 响，毒 化 了 中 国 的 国

际环境。直到今天“中国威胁论”、“中 国 军 事 威 胁 力 论”仍 然 成

为破坏中国国家形象、毒化中国 国 际 环 境 的 主 要 论 断。特 别 是

在最近的“中国 军 事 威 胁 论”成 了 以 美 国 为 代 表 的 西 方 世 界 和

少数亚洲国家的 核 心 舆 论 表 述。根 据 国 内 学 者 的 统 计 西 方 主

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出现频率最多的关 键 词 集 中 为“武 器 出

售”、“窃取高 科 技 情 报 与 技 术”、“西 藏 问 题”、“台 湾 问 题”、“假

货横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公 共 卫 生 发 展 状 况 差”、“环

境污染”、“社会动乱频发”、“社 会 贫 富 差 距 大”等 等［７］。根 据 盖

洛普公司对美国民众的一项调查显示“美 国 民 众 认 为 当 前 美 国

最大的威胁来自 伊 朗，紧 接 着 就 是 中 国 和 朝 鲜”［９］。中 国 在 非

洲地区的援助与拓展 被 指 责 为 攫 取 非 洲 资 源。２００８年 北 京 奥

运会的圣火传递在法国等西方国家受 阻，被 西 方 媒 体 指 责 为 对

西藏人权的压制。《英国卫报》就曾撰 文 指 责 中 国“奥 林 匹 克 的

虚伪”是在利用奥运圣火的传递搞政治宣传［１１］。《纽约时报》撰

文指责为“中国青年的爱国心和自豪感常 常 表 现 为 毫 无 疑 问 地

支持政府”［１２］。这些话语分歧一方面反映了了中西方政治文化

的本质差异，另一 方 面 也 折 射 出 了 西 方 国 家 对 中 国 缺 乏 了 解。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的出现导致了西方 世 界 对 中 国 的 负 面 自 责，

这种指责已经渗 透 到 了 政 治、经 济、人 权 等 各 个 领 域。在 长 期

的负面舆论 作 用 下，中 国 的 国 家 形 象 受 到 了 严 重 的 诋 毁 和 误

读。

２　奥运会在传播国家形象中的作用

２．１　奥运会中展现的体育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育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 重 要 体 现，竞 技 体 育 更 是 这 个

国家科技、产业、经 济 等 领 域 的 集 中 展 现。奥 运 会 作 为 全 世 界

瞩目的竞技体育盛会，参与国的体育水 平 是 展 现 其 国 家 形 象 的

重要平台。“国运 盛，则 体 育 兴”，一 个 国 家 体 育 的 发 展 水 平 也

间接折射出了这个国家在社会管理和 运 行 过 程 中 的 基 本 状 况。

体育在国家的战略崛起过程中发挥着 重 要 的 作 用，被 赋 予 了 独

特的民族情绪，成了国家崛起的 信 号 和 象 征。奥 运 会 的 全 球 瞩

目成了树立和宣 传 国 家 形 象 的 重 要 契 机。奥 运 会 中 每 一 个 代

表团的言行举止、服 装 中 的 国 旗、国 徽 和 国 歌 等 成 为 独 特 的 符

号象征，代表着国家的历史记忆。奥 运 选 手 的 综 合 表 现 也 成 了

高度浓缩展现国 家 形 象 的 载 体。通 过 这 些 符 号 的 表 达 可 以 进

一步构建国家形象的主体，由此产生国家认同。

２．２　奥运会广泛的媒体报道为国家形象的媒介传播提供契机

奥运会举 世 瞩 目，奥 运 会 是 体 育 盛 会，更 是 媒 体 的 盛 宴。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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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１９７６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 的 第 二 十 一 届 奥 运 会 时 新 闻

记者的数量就已经超过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数量，２００４年的雅典

奥运会上参加报道 的 新 闻 记 者 就 有 几 万 人 之 多，到 了２００８年

北京第二十九届 奥 运 会 上 世 界 范 围 内 的 各 大 媒 体 更 是 加 强 了

报道的力度，据统计大约 有２１６００名 持 证 记 者 和 约１００００名 非

持证记者进行了奥运 会 的 报 道［１３］。媒 体 报 道 为 传 播 文 化 和 展

示国家形象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全 世 界 的 民 众 通 过 媒 体 报

道领悟了主 办 国 的 文 化 魅 力，进 一 步 了 解 了 举 办 国 的 整 体 形

象。媒体的报道也促进了国家与 国 家 之 间 的 相 互 了 解，这 在 一

定程度上抵消了 对 我 国 国 家 形 象 的 片 面 认 识。据 郭 晴（２００９）

等的研究显示“进入北京奥运会周期以后美 国《纽 约 时 报》对 中

国的报道数量逐渐攀升，由１９９４－２００３年期间的年均３２０篇，

提升为２００４年的５２０篇、２００５年涉华报道为４４２篇、２００６年涉

华报道为３３８篇、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８年 平 均 每 年 的 涉 华 报 道 为４０４
篇”［１］［１４］。英国《泰晤士报》在北京奥运会周期内也提升了对中

国的报道，由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５年的平均每天不足１篇，上升到了

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８年的每天３篇［１］［１４］。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和报道

的增多也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了有 效 的 宣 传 和 展 示，加 快 了

中国与世界接轨 的 步 伐。但 是 我 们 也 清 楚 地 看 到 西 方 国 家 对

我国国家形象持 有 的 偏 见 和 误 读 绝 非 一 朝 一 夕 就 能 转 变 过 来

的。因此利用奥运会积极塑造和 宣 传 国 家 形 象，为 中 国 的 和 平

崛起营造环境意义重大。

３　伦敦奥运会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

３．１　注重媒介传播过程中文化中国形象的构建

国家形象是一个多元化的集 合 体，国 家 形 象 的 向 外 传 播 过

程主要依赖于四个 方 面，分 别 为 媒 体 的 报 道、该 国 的 物 质 文 化

产品、熟人的口碑和直 接 体 验［１７］。国 家 形 象 主 要 涵 盖 政 治、社

会、文化、经济、科 教、外 交、军 事 七 个 维 度。“文 化 是 当 前 中 国

国家形象的优先范畴，“文化中国”将成 为 新 时 期 国 家 形 象 战 略

的目标导向”。文 化 中 国 不 仅 包 含 纵 向 上 一 脉 相 承、绵 延 至 今

的中华民族精神、观念、元素等文 化 表 达 方 式，还 包 含 横 向 上 突

破地域边界的华人 共 同 体 和 社 会 系 统 内 部 的 经 济、现 代 化、政

治民主化等国家 形 象 的 现 实 反 映。以 文 化 战 略 推 动 国 家 形 象

已经成为大国崛起的 普 遍 经 验。“军 事 美 国—经 济 美 国—文 化

美国，军事德国－技 术 德 国－文 化 德 国，军 事 日 本－经 济 日 本

－文化日本”［１５］，美国、德 国、日 本 还 有 英 国 和 法 国 的 成 功 崛 起

无不表明文化的重要作用，这在一定程 度 上 成 为 了 平 衡 军 事 和

经济等硬实力的有效手段。如今 中 国 经 济 已 经 迅 速 崛 起，成 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飞速发展的同 时 也 使 我 们 清 楚 地 意 识

到了文化发展的滞后。美国《新闻周刊》曾 发 表 题 名 为“谁 会 害

怕中国？”的文章，文 章 深 入 地 探 讨 了“中 国 国 家 形 象 遇 到 的 危

机”问题。其观点 认 为“中 国 国 家 形 象 遇 到 的 最 大 问 题 是 中 国

人对自己的认知和外国人对中国的看 法 之 间 存 在 巨 大 差 异，出

现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中国人相信国家 的 强 大 会 让 他 们 获 得 良

好的国家形象，但是 事 实 上 并 非 如 此”［１６］。因 此 塑 造 良 好 的 国

家形象，营造有 利 于 中 国 崛 起 的 国 际 环 境 非 常 重 要。为 此《国

家“十二五”规 划 纲 要》特 别 将“传 承 创 新 推 动 文 化 大 发 展 大 繁

荣”设为独立篇章，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８日 中 共 中 央 在 十 七 届 六 中

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 制 改 革 推 动 社 会 主 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 定》，可 见 文 化 创 新、发 展

与繁荣问题已成 为 新 时 期 的 重 要 议 题。奥 运 会 是 全 球 媒 体 关

注的重要事件，为全世界不同文化和文 明 形 态 提 供 了 一 个 对 话

的机会，使不同的 文 明 形 态 和 种 族 形 成 一 个 交 流 互 生 的 系 统。

奥运会所引发的不同思维模式、文明形 态 的 交 流 和 碰 撞 非 常 重

要，这种交流与碰撞不但可以让我们了 解 世 界 同 样 也 可 以 让 世

界进一步的深入 了 解 我 们。中 国 历 来 重 视 借 助 奥 运 会 实 现 国

家形象的“自塑”，从雅典奥运会到北京 奥 运 会 我 们 都 力 图 向 世

界展示中国的新形象。如今伦敦 奥 运 会 开 幕 在 即，中 国 体 育 代

表团应积极向外界展示发展、和 谐、友 好 的 大 国 形 象，注 重 中 国

文化核心价值层面议题的输出，借助奥 运 会 契 机 将 世 界 关 注 的

目标转向中国文 化 上 来，以 包 容 的 心 态 从 容 接 纳 不 同 的 声 音，

积极培育多元行为 的 参 与，减 少 政 府 直 接 操 作，坦 诚 推 进 文 化

的交流与沟通。

３．２　提升国家话语能力，摒弃体育政治功能的泛化

２０１０年“中国制造”以及２０１１年“中国国家形象片”在美国

等国家的播放，标 志 着 中 国 在 新 时 期 对 国 家 形 象 的 重 视，也 标

志着国家话语能 力 等 核 心 概 念 开 始 进 入 公 众 视 野。国 家 话 语

能力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中综合地位的 集 中 体 现，是 一 个 国 家 在

世界范围内的发言权力，也是国 家 行 使 主 权 的 基 本 表 现。陈 汝

东（２０１１）研究认 为 国 家 话 语 能 力 不 但 包 含 话 语 认 知 能 力 也 包

含话语构建能力，话语建构能力 包 含 信 息 的 价 值、判 断、采 集 处

理和文本的构建和表达等方面的能力，话 语 理 解 能 力 包 括 对 信

息的选择、评价、反馈和使用能力，国 家 话 语 能 力 不 仅 是 一 个 国

家国民素质的综 合 体 现，也 是 一 个 国 家 执 政 能 力 的 综 合 表 现，

更是国家软实力的集 中 表 达［１８］。国 家 作 为 国 家 话 语 能 力 的 行

为主体，代表国家 的 组 织 和 个 体 是 国 家 话 语 能 力 的 实 施 主 体。

中国体育代表团作为新时期国家的形 象 代 表，中 国 运 动 员 作 为

个体均是国家话 语 能 力 实 施 主 体。伦 敦 奥 运 会 中 国 代 表 团 作

为国家话语能力实施的主体，其话语能 力 实 施 的 效 果 主 要 取 决

于四个方面，首先，是 中 国 体 育 代 表 团 的 领 导 话 语 能 力 及 其 效

果。领导的话语能 力 不 但 包 括 修 辞 能 力 还 包 含 在 一 定 场 合 的

书面和即兴演讲能 力；第 二，国 家 媒 体 对 国 家 形 象 传 播 的 效 果

和能力。媒体的传播对提高国家 话 语 能 力 有 着 重 要 的 作 用，北

京奥运会期间（２００８年８月８日 至２５日），《人 民 日 报》海 外 版

的头版中共刊登了照片８２幅，有关奥运会的照片有６９幅，奥运

主题的照片中包括竞技精彩瞬间２６幅，各国领导人莅临２０幅，

奥运冠军颁奖１４幅。总结我国媒 体 在 北 京 运 会 上 的 传 播 实 践

可以发现，停留在 单 项 潜 层 的 表 述 较 多，缺 乏 对 奥 运 事 件 的 深

入挖掘［１９］；第三，中国体育 代 表 团 中 的 运 动 员 个 体 话 语 能 力 及

效果。运动员作为 奥 运 会 竞 技 的 主 体 有 着 较 大 的 影 响 力 和 媒

体吸引能力，因此运动员在奥运会期间 的 话 语 实 施 效 果 也 是 国

家话语能力构建的 重 要 载 体；第 四，我 国 媒 体 与 国 际 媒 体 的 沟

通和融合能力。我 国 媒 体 与 国 际 媒 体 的 融 合 是 伦 敦 奥 运 会 国

家话语能力构建的关键，这种融合体现 在 新 闻 的 报 道 和 修 辞 上

要与国际接轨，淡化政治色彩，创造共同的话语空间。

３．３　展现新体育观，避免民族主义的过度宣扬

传播和沟通是国家形象塑造 中 的 重 要 环 节，但 是 大 国 形 象

的塑造并不仅仅依靠传播和沟通，在这一过 程 中“说”与“做”同

样重要。体育和奥 林 匹 克 精 神 之 所 以 在 全 世 界 范 围 内 流 传 和

普及，是因为体育和奥林匹克精神具有 的 普 世 价 值 得 到 了 全 世

界的认同。竞技体 育 作 为 衡 量 国 家 综 合 实 力 的“风 向 标”有 着

重要的社会价值 和 政 治 价 值，通 常 也 被 作 为 大 国 崛 起 的 信 号。

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体育被 作 为 人 的 基 本 权 利，享 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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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营造健康的 生 活 方 式 提 高 国 民 素 质 更 是 国 家 形 象 的 一 部

分，为此群众体育的发展也非常 重 要。回 顾 新 中 国 体 育 的 发 展

历程竞技体育在中国的政治、外交以及 国 家 形 象 的 塑 造 方 面 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从７０年 代 的“乒 乓 外 交”到“女 排 精 神”无 不

彰显出新中国的 逐 渐 崛 起。如 今 经 过 了 几 代 体 育 人 的 努 力 我

国已经奠定体育 大 国 的 基 础。北 京 奥 运 会 后 我 国 更 是 做 出 了

“迈向体育强 国”和“转 变 体 育 发 展 方 式”的 战 略 部 署。体 育 强

国不仅涵盖竞技体 育，群 众 体 育、体 育 教 育、体 育 科 技、体 育 文

化等也是构成体育强 国 的 重 要 维 度［２０］。我 们 清 晰 地 认 识 到 群

众体育发展的滞后是制约我国迈向 体 育 强 国 的 主 要 因 素。“转

变体育发展方式”就 是 要 促 进 体 育 的 全 面 发 展，实 现 体 育 事 业

的科学可持续发展。提升对人民 群 众 基 本 体 育 权 利 的 关 注，实

现体育公共服务产品供给的均等化，这 正 是 对 人 类 普 遍 问 题 的

关注。正如谢琼桓教授所指出 的“告 别 悲 情，走 进 快 乐；结 束 焦

虑，迎接自信；正视金牌，欣赏魅 力；调 整 奥 运 体 育，发 展 多 元 体

育和审视申办体 育”，是 北 京 奥 运 会 后 中 国 体 育 发 展 的 价 值 取

向和主要策略［２１］。对人的 关 注、对 平 等、自 由 和 公 平 正 义 的 向

往是人类普遍的 追 求。我 国 体 育 发 展 方 式 的 转 变 正 是 对 新 体

育观的有力诠释，是构建和塑造 良 好 国 家 形 象 的 重 要 举 措。这

种价值和理念借 助 伦 敦 奥 运 会 向 全 世 界 传 播 也 是 继 北 京 奥 运

会后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的再度展现。

４　结语

奥运会的举办为 世 界 各 个 民 族 和 国 家 的 文 化 交 流 和 融 合

提供了广阔的平 台，作 为 全 世 界 最 为 瞩 目 的“媒 介 事 件”，奥 运

会也为国家形象 的 展 现 提 供 了 战 略 良 机。尤 其 在 我 国 成 功 承

办了北京奥运会之 后，一 个 和 平 崛 起 的、和 谐、发 展、友 好 的 大

国形象将通过伦 敦 奥 运 会 再 次 向 世 界 展 现。中 国 体 育 代 表 团

作为展现国家形象实施国家话语能力 的 主 体，对 于 新 时 期 中 国

国家形象的表达 责 任 重 大。为 此 笔 者 认 为 伦 敦 奥 运 会 中 国 国

家形象的构建将主要体现三个方面：１）重 视 媒 介 中 的 文 化 中 国

形象构建与输出。借 助 奥 运 会 契 机 将 世 界 关 注 的 目 标 转 向 中

国文化上来，以包 容 的 心 态 从 容 接 纳 不 同 的 声 音，积 极 培 育 多

元行为的参与，减 少 政 府 直 接 操 作，坦 诚 推 进 文 化 的 交 流 与 沟

通。２）国家话语 能 力 的 构 建。通 过 中 国 体 育 代 表 团 的 领 导 话

语能力及其效果；国 家 媒 体 对 国 家 形 象 传 播 的 效 果 和 能 力；中

国体育代表团中的运动员个体话语能 力 及 效 果；我 国 媒 体 与 国

际媒体的沟通和 融 合 能 力 四 个 方 面 得 以 构 建 和 展 现。３）新 体

育观的展现，通 过 新 体 育 观 的 展 现 折 射 出 对 人 的 关 注 和 对 民

主、公平的价值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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