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6 | 081

一、融媒体与公益体育概述

（一）融媒体

融媒体顾名思义就是融合媒体，主要是通过在内容、宣传、

人力等方面实施全面整合的方式，推动资源互通和内容兼容。融

媒体并非指某种独立存在的媒体，而是利用其他各种媒体的优

势，全方位提升其功能和价值的一种独特运作模式。

融媒体有着许多较为显著的特点：（1）多元化。融媒体平台

能够实现对多元媒体形式的有效融合，如文字、图片、音频、视

频等，使得信息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示出来，以满足不同

受众群体的不同需求。（2）互动性。融媒体可以融合多种媒体的

优势，有着更强的互动性，用户可以从平台上获取信息，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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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的信息发布出来，从而形成双向传播的局面。（3）高效性。

融媒体融合了多种媒体渠道，因此在信息传播效率上超过了任何

单一的媒体形式，信息的传播极其高效。（4）个性化。融媒体能

够依照不同用户的兴趣爱好和需求，为其推送个性化的信息及服

务，能够为用户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 [1]。

（二）公益体育

公益体育指立足社会公共福祉，为社会公众提供非竞争性和

非排他性的公共体育产品及服务，其本身不以营利为目的。公益

体育是体育事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发展的核心集中

在公共领域，有着较为显著的思想导向性，会直接影响公众的体

育态度、体育认知等。

现阶段，我国公益体育的类型包含了政府主导型、企业自主

前言

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但是在以往的传承中，因为传播方式的局限性，不少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濒临消失。融媒

体视域下，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受到了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冲击，同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以融媒体为支撑，以公益体育为载体，可

以营造出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传播的环境和氛围，传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建设体育强国，增强民众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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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民间自主型，其中政府主导型发挥着全局性的引领作用。公

益体育的原型是公共体育，其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现如

今已经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一些较为典型的发展形式有

体育基金会自主建设的体育场馆设施、体育局等部门开展的体育

活动、企业或俱乐部实施的公益性体育活动等。

二、融媒体视域下公益体育带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

必要性

（一）传承民族文化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但是其传播和发展在以往不受重视，导致部分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濒临失传。以公益体育带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对于传承民

族文化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在融媒体的支持下，通过公

益体育活动来开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能够实现相关信息的高效

传递和广泛传播，同时也能够为民族文化的传承提供可靠支撑 [2]。

现如今，不少公益体育活动都是采用现代体育项目，如羽毛球、

乒乓球、篮球等，很少有涉及民族传统体育，这也使得很多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在传承和发展中，都存在很大局限性。借助融媒体

平台和公益体育活动的相互配合，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民族

传统体育，扩大其受众群体，实现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二）推动体育强国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建设体育强国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繁荣的重要抓手。民族传统体育源自现实生活，有着极其广泛

的群众基础和十分鲜明的民族特色，能够迎合不同社会群体的不

同需求，在建设体育强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融媒体视域下，

利用公益体育带动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强调实现民族传统体育

的广泛传播，挖掘和传承民族体育项目，使得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的多重价值能够充分发挥出来。以完善的政策体系为支撑，加上

公益体育的影响，全民健身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公益性

体育活动广泛开展，带动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也为体育强国

建设提供了良好支撑。依照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我国

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比约为37.2%，截至2023年底，人均

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89平方米。2012年到2022年，我国体育产

业的均增速为15.4%，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0.6% 提升到了

1.08%，2023年，我国体育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528.9亿

元。这些都充分彰显了我国体育大国的身份，也为体育强国建设

奠定了坚实基础 [3]。

（三）增强文化自信

五千年的历史沉淀，赋予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础和理

由，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与创新，可以引导大众形成良好的体育

健康价值观，凸显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精神。融媒体视域下，利

用公益体育带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能够加深公众对民族传统体

育的理解和认知，使得其能够深入了解民族传统体育的内涵和价

值，从而增强公众的文化自信。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其包含了民族元素和民族特色，也是民族文化符号的象征，

利用公益体育来带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可以加深公众对民族传

统体育的了解，增强文化自信。例如，在湖南省第十届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中，举办方围绕“融合”这一主题，以《瑶都融

汇八方客》《民族融合一家亲》《竞技融炼精气神》等四个篇章，

很好地表现出了民族间文化的和谐交往和交流共荣，为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良好支撑。

三、融媒体视域下公益体育带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

策略

（一）创新体育形式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类型多种多样，如太极拳、射箭、武

术、摔跤等，这些体育项目本身有着独特的运动形式，也蕴含了

深厚的文化底蕴。融媒体视域下，可以借助公益体育，创新民族

传统体育形式，以更好地迎合时代发展要求，助力民族传统体育

的传承与发展 [4]。

具体来讲，一是应该创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可以在深入研

究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基础上，做好体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整

理，明确其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积累创新所需的素材。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的创新必须保持好其本质特征，通过融入现代体育理

念、市场元素等方式，使得民族传统体育可以更好地符合现代人

的审美和运动需求。通过改编创新的方式，能够将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通过全新的形式展示出来，如可以在太极拳、武术等和音

乐、AR 技术等结合，融入现代艺术元素，从而形成具备独特魅力

的体育形式，营造出匠心独具的体育形式。二是应该创新民族传

统体育赛事，可以依照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特点，立足地方实际

情况，设计多元化赛事，包括竞技赛、表演赛、邀请赛等，这样

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受众群体的不同需求。可以在社区定期组织民

族传统体育赛事，如太极拳比赛、舞龙舞狮比赛等，配合直播、

短视频等宣传渠道，加强宣传工作，确保更多人能够了解和参与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有关部门需要加大赛事的组织和管理力度，

提升赛事的专业性，配合高科技的设备实现体育赛事整体品质的

提高。

（二）加强融媒体宣传

在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发挥出融媒体的优

势，加强宣传工作，以此来提升民族传统体育的社会影响力和社

会关注度。实践环节，一是应该充分发挥融媒体的优势，做好民

族传统体育传播内容的优化创新，提升内容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同时借助公益体育形式展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吸引更多受众群

体的目光。二是应该充分发挥融媒体的优势，利用多种媒体渠

道，丰富宣传形式，通过图文、视频、直播等方式，提高融媒体

宣传的效果，加深受众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内容、规则等的认

识，提升民族传统体育的实际传播效果。三是在开展宣传活动的

过程中，可以利用融媒体的互动性，建立起更加完善的互动沟通

机制，通过多元渠道确认公众的体育健身需求，以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支撑，精准定位受众群体的喜好，依照喜

好及时调整民族传统体育的宣传策略，实现传统体育文化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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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播。

例如，在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体育局、区文旅局等

的支持下，上海普陀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举办成为全区

各族人民的自觉行动，运动会上开设了押加、高脚竞速、拉鼓等

10多个竞赛项目，在竞技中实现了各民族的团结和睦。同时普陀

区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宣传方面作出了创新，电视台、报刊、

微信公众号和各种社会媒体都参与到了宣传报道中，运动会中的

一些精彩剪辑还被制作成了短视频，在优酷视频、抖音短视频上

播放，很好地展示出了各民族一家亲的时代风貌 [5]。

（三）强化政策支持

民族传统体育想要实现稳定发展和高效传播，不仅需要加强

融媒体宣传工作，发挥出公益体育的带动作用，还应该强化相应

的政策支持，为民族传统体育的转型发展提供可靠保障。具体来

讲，一是应该重视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求政府部门确定好

政策目标，制定出能够适应融媒体时代民族传统体育发展需求的

政策措施，推动政策的贯彻实施，强化不同部门间的沟通协调，

形成合力。例如，可以利用企业、体育俱乐部等社会力量，推动

公益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的融合，借助民族传统公益体育项目，

做好民族传统体育的推广。二是地方政府应该加大财政投入力

度，确保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和发展能够有充足的资金作为

支持，例如，对于从事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相关的企业和个人，可

以给予贷款补贴和税收优惠，鼓励和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参与进

来，实现民族传统体育的加速转型。三是应该完善文化保护机

制，立足法治视角，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明确相关管理部门的行政职权，完善执法工作流程。同时，可以

利用融媒体平台，做好政策宣讲和解读，提升公众对民族传统体

育相关政策的认知深度，确保政策能够得到有效落实。

（四）打造特色品牌

融媒体视域下，在借助公益体育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过程

中，应该打造特色品牌，提升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力，为民族传

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提供良好支撑。

一是应该依托文化引领，持续挖掘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内

涵，做好宣传推广工作，促进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水平的持续提

高。二是应该依托地方高校，挖掘和整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培

养壮大人才队伍，借助公益体育活动、融媒体宣传等措施，加大

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宣传流动，带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健康发

展。三是举办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增强文化认同。以广西藤县为

例，其在近年来着力打造“龙狮”特色品牌，利用一些传统节日

庆典，举办龙舟竞赛、南狮大赛等特色活动，并且利用电视媒体

和网络媒体，展示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提升民族文化自

信的同时，增强了文化认同。从2020年到2024年，藤县举办了

各种民族传统体育赛事10多场，线上线下观看量达到了5000多

万，“世界狮王争霸赛”荣获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藤县舞狮荣

获中华体育文化优秀民族项目 [6]。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体育公益事业的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其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存在的不足，在配合融媒

体宣传渠道的情况下，能够加深民众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了解和认

知，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提供良好支撑 [7-8]。融媒体视域下，

有关部门应该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和公益体育的融合，通过创新体

育形式、加强融媒体宣传、强化政策支持以及打造特色品牌等措

施，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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