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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符码赋能大学生法治素养培育

——以《法治在线》编码 /解码路径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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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基于霍尔编码 /解码理论，文章分析央视《法治在线》的文化符码建构与意义再生

产过程，揭示法治文化传播创新的内在机理。编码层面，节目精准筛选典型案例，构建法律符号系统及强化叙事逻

辑；解码层面，受众呈现主导—霸权式、协商式、对抗式解码三种立场。作为交叉学科教学实践，文章旨在助力高校

外语与法律复合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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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Rule of law serves as a crucial safeguard fo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Grounded in Hall's 

Encoding/Decoding theory, analyzing the semiotic constructions and meaning reproduction processes 

in Law Online, the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inherent mechanisms of legal culture dissemination 

innovation. At the encoding level, the program precisely selects typical cases, constructs legal semiotic 

systems, and reinforces narrative logic. In the decoding process, audiences adopt three interpretive 

stances: dominant-hegemonic, negotiated, and oppositional decoding positions.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practice, this paper aims to promote the training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aw compound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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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法治理念传播作为培育全民法治信仰、夯实法治社会根基的重要支撑，其效能提升面临全媒体时代传播格局深刻变革带来的

新课题。在外语教学中，将法治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相结合，更易于培养高校外语与法律复合型人才。文章以央视《法治在线》为研

究对象，借助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的编码 /解码理论，探索该节目法治理念传播机制，让文化符码赋能大学

生法治素养培育。

一、《法治在线》编码 /解码机制解析

《法治在线》作为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档兼具新闻时效

性、法治思想性和法律服务性的法治新闻专题节目，已成为中国

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法治栏目之一。基于霍尔编码 /解码理论，

《法治在线》的法治理念传播机制可分为编码 -生产与解码 -消费

两个维度。编码过程着重体现节目对法律信息的符号化重构，而

解码过程则揭示受众对信息的差异化解读。

（一）《法治在线》编码 -生产解析

1980年，“英国文化研究之父”霍尔领衔主编《文化、媒

介和语言：文化研究论文集 (1972-1979)》(Culture, Media, Lan-

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1979),收录了如今

已在传播学界经典文本《编码 /解码》(Encoding/Decoding)[1]。编

码 /解码理论强调信息传播是在一个广播及生产的体制结构中，

由编码者通过特定符号将信息传递给解码者的动态过程，其中编

码者的意图、解码者的认知背景以及符号的使用方式等因素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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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息传播效果产生影响。信息作为一种话语，其实质是传播事

件，而非简单的行为事件，编码 /解码均存在一套严密的语言移植

“规则”。

就电视生产实践而言，编码是指电视专业工作者对新闻原材

料进行加工，通过加工才能进入流通和传播领域，编码过程正是

传媒产品的生产过程。作为传播对象的原材料不能直接进入到流

通领域，必须通过加工制作，也即是编码，之后才能作为产品而

传播 [2]。在法律信息编码过程中，节目制作团队从海量的法律案

件中筛选出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教育意义的案例报道，这些案

例往往涉及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如消费者权益保护、网络诈

骗、劳动纠纷等。法治传播在激发受众情感共鸣的基础上，能够

更好地实现舆论引导和宣传教育功能 [3]。在信息选择的过程中，

节目制作团队还会考虑到受众的多样性，确保所选案例能够覆盖

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段和不同背景的观众，以提高法律信息

的普及率和影响力。电视等传媒系统生产实践及其结构处理的

“对象”是讯息（message）。具体而言，媒体讯息的本质是在横

向组合关系链条（syntagmatic chains）的话语体系内通过符码运

作生产出来的特定类型的组织化符号 -载体（sign-vehicles）[4]。

在符号使用方面，《法治在线》节目展现出了高度的专业性和

准确性。这些符号包括但不限于语言符号、图像符号、声音符号

等。通过符号的综合运用，《法治在线》节目成功地将复杂的法律

信息转化为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形式，实现了有效的法治理念传播。

从法治节目语言符号层面看，《法治在线》在阐释专业法律

概念时精准运用术语，确保信息传达的准确性。例如，在2024年

11月6日节目中，对于商家将消费者婚纱照用于商业宣传这一事

件，检察官在解读相关法律问题时，明确提及“格式条款”这一

专业术语，并详细阐释其定义，即“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

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让观众清晰了解

到商家行为涉及的法律概念。同时，节目也注重语言的通俗化，

以贴近大众认知的方式解读法律条文，例如在讲解格式条款生效

与否的判定标准时，检察官用直白的语言解释为“格式条款只有

在没有提醒消费者注意的时候，并且损害了消费者权益的时候，

这个格式条款是无效的”，将晦涩的法律逻辑转化为大众易于理

解的表述，使观众能迅速把握关键法律要点。

从法治节目图像符号层面看，《法治在线》依托具象化视觉表

征（如庭审实景拍摄、案件情景模拟等），通过场景化呈现和可

视化还原，构建法律事实的“视觉证据链”，助力受众更为透彻

地理解案件来龙去脉以及相关法律条款。在2024年12月19日节

目中，为呈现余华英拐卖儿童案的复杂情况，节目直观展示庭审

布局中法官席、公诉人、被告人及被害人家属的位置关系；通过

全景镜头展现法庭的庄严肃穆氛围，并着重呈现国徽、法槌等司

法象征符号，凸显法律程序的仪式感与严谨性。同时，在案件细

节的编码过程中，节目将文字与数字相结合，精准标注案件关键

时间节点，实现司法程序推进脉络的直观解码。   

从法治节目声音符号层面看，《法治在线》注重使用背景音

乐、现场音效，营造紧张或舒缓的氛围，以配合不同法律案件的

性质，增强受众的代入感和体验感。在2023年12月12日节目

中，当讲述八旬老人于冰冷暴雨夜走失这一事件时，背景音乐巧

妙融入了淅淅沥沥的雨声，瞬间将观众带入那个风雨交加的夜

晚，使观众更能深刻体会到事件的紧迫性与严重性。

在编码过程中，《法治在线》也会注重信息的连贯性和逻辑

性。制作团队通过深入剖析精选案例，层层挖掘案件背后的法律

原理，并巧妙运用结构化叙事和专业剪辑手法，将事实细节、法

律条文和专家解读等要素创造性地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一套

完整、清晰、有说服力的法治理念传播链条。这种环环相扣的的

逻辑编码方式增强了节目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二）《法治在线》解码 -消费解析

在霍尔编码 /解码理论的符码置换运行下，解码过程是受众接

收并理解信息的关键环节。受众对于信息意符（本义）的获取，

是在传播过程中按照一定的规则对符号承载的意义进行解码 [5]。

霍尔将受众的解码立场分为三类 :“主导—霸权式解码”“协商式

解码或立场”和“对抗式解码”。

主导—霸权式解码是指受众完全按照传播者的意图来理解信

息。传播的目的是实现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实际相同含义的交流。

处于这一立场的新闻传播者的理想传播方式是“完全清晰的传

播”，即受众在主导符码的范围内进行解码，其对信息的解读方

式和过程完全符合于编码时刻所设定的预期 [6]。在《法治在线》

中，当法律信息以清晰、准确且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时，部分受

众采取此种解码方式。他们信任节目所传递的法律信息，并将其

视为权威和正确的知识来源。为此，节目编码过程与受众解码过

程形成有效的对接，法治理念得以顺利传播。

其次，协商式解码为一些受众所采取。协商式解码是指信息

接收者在基本认同传播者预设的意义框架前提下，结合个人生活

经历、文化背景及当下语境对文本进行适度重构的解码形态。这

种解码方式既承认编码者的特殊地位和身份的合法性 ,同时又依据

情势对文本做出自己的解释 [7]。他们在接受节目所传递的法律信

息的同时，也会结合自身的法律素养、生活经验等，对信息进行

个性化的解读和理解。这种解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受众的

主动性和创造性，但也可能导致误读信息。

此外，对抗式解码则是受众完全拒绝或否定信息传播者的意

图，形成与信息编码者截然相反的解码立场。例如，当节目传递的

法治理念与受众原有观念、价值观等产生严重冲突时，受众可能会

采取对抗式解码，拒绝接受这些信息。这种情况下，节目编码过程

与受众解码过程形成两级对立，法治理念的传播效果将大打折扣。

受众的认知背景和解码能力等客观因素也会影响法治理念传

播效果。认知背景会影响受众对信息理解的深度和广度，而解码

能力可能会阻碍受众准确、有效地理解信息。在《法治在线》

中，节目制作方需要充分了解受众的认知背景和解码能力，并据

此调整和优化编码策略，使法治理念能够更加贴近受众的实际需

求和理解水平，实现“完全透明传播”的理想模式。

二、《法治在线》具体案例分析

以《法治在线》20241101节目中的典型案例“网红‘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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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她的流量密码”为例，通过剖析该案例的编码策略与受众解码

立场，更直观地展现节目如何在符号化传播中实现法治理念的具

象化表达。20241101本期节目《法治在线》首先关注了拥有百万

粉丝的主播“小小努力生活”。“小小”于2024年4月开始拍摄视

频账号，情真意切的讲述自己的不幸身世和遭遇，俘获了屏幕前

广大网友的心。然而，根据警方的调查，“小小”涉及虚构警情。

（一）《法治在线》编码模式

从信息选择角度来看，《法治在线》节目在编码过程中，始终

筛选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教育意义的案例。在网红“小小”案

例中，节目制作团队捕捉到当前社会对于网络流量、网红经济以

及法律监管的广泛关注。节目不仅揭示了网红“小小”通过制造

话题热点、虚构场景人设等一系列不当营销手段来博取眼球，还

以法律专业视角，层层递进地探讨了藏匿于这些行为背后的法律

风险及法律后果。这种选择不仅具有高度的时效性，还具有极强

的社会意义和教育价值。

在符号运用方面，节目充分发挥各类符号的表意功能，实现

了法治理念的有效传播。在语言符号层面，节目采用法言法语与

生活化语言的双重编码策略，助力观众更好理解法律知识。在图

像符号层面，节目运用情景再现技术与证据可视化展示，生动呈

现了网红“小小”的恶劣营销手段及事件发展过程，将抽象违法

法律行为具象化。在声音符号层面，节目在证据陈述阶段强化现

场原声采集，法律解读环节则融入渐进式电子音效，营造出契合

情境的氛围。

（二）《法治在线》解码模式

在《法治在线》节目中，网红“小小”案例被编码为一系列

符号，这些符号共同构成了信息的载体。受众基于特定解码规则

对符号文本进行意义重构，从而完成信息的意义再生产。在此案

例中，当受众采用霸权式解码立场时，其意义阐述过程将呈现显

著批判性特征：他们不仅会认定虚假场景的构建和过度营销行为

本身存在道德瑕疵，更会从法律角度审视此行为。这种解码立场

下的受众会完全接受节目所传递的法治理念和价值观。

采取协商式解码的受众会认为网红“小小”的行为虽然触犯

了法律，但背后也有其复杂的社会动机，会对这种行为表示理

解，同时也认为此行为应该受到法律制裁。这种解码立场下的受

众会更加全面地看待问题。此外，受众的价值观、利益诉求也会

影响其解码立场。例如，当网红“小小”的行为与受众价值观相

悖时，他们更容易采取主导—霸权式解码；反之，受众可能会采

取协商性解码或对抗性解码。

三、赋能策略与优化建议

截止到2025年3月18日，《法治在线》抖音账号粉丝24.6

万。建议从用户需求与平台特性双向发力。账号可借助抖音后

台的“粉丝画像”功能，深度分析现有粉丝的年龄分布、活跃

时段、点赞偏好等数据。同时也可关注“未成年人游戏充值退

款”“直播打赏纠纷”等新兴社会议题，将真实案例改编成1分钟

情景短剧——通过生活化的表演让《劳动合同法》条款变得生动

可感。

内容呈现上，账号可采用“三秒吸引力法则”吸引潜在受

众，例如，用日常纠纷场景作为视频开头。视频中间则穿插法律

专家精讲内容，视频最后精简总结法律知识（如借条必备要素）。

同时，可尝试将法律知识融入真实生活，从而实现法治理念的有

效传播。

四、结语

文章以央视《法治在线》为例，结合霍尔编码 /解码文化理

论，旨在展示中国法治节目的传播机制，明晰影响其传播效果的

因素。同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加强大学生法治教

育，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

之一，法治理念的有效传播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至关重要。充

分利用霍尔编码 /解码理论，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节目实

践，旨在揭示《法治在线》等节目的传播机制，明确影响其传播

效果因素，为新时代提升普法节目质量提供一定的思路，以便共

同“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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