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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形象”的媒介呈现

案　例　篇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中国体育形象”的媒介呈现

　 ———基于国外主流媒体里约奥运会涉华报道文本分析

　 万晓红　 周 榕　 周晓宇❋

摘　要：　 作为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部分， 中国体育形象一直倍受全球

关注。 以奥运会为代表的全球性体育媒介事件是展示各国体

育形象的重要平台。 ２０１６ 年巴西里约奥运会， 各国媒体都给

予了充分报道。 本文以里约奥运会为背景， 选取 《纽约时

报》 《华盛顿邮报》 《泰晤士报》 《联合早报》 四家国外代表

性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为样本进行编码统计， 从报道数量、

报道体裁、 报道倾向和报道主题四个方面， 分析国外媒介呈

现的中国体育形象特点。 研究发现： 奥运会是塑造中国体育

形象的重要平台， 国外媒体在塑造中国体育形象时存在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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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国内媒体对中国体育形象的 “自塑” 影响着国外媒体

的 “他塑”。

关键词：　 中国体育形象　 里约奥运会　 涉华报道　 媒介呈现　 他塑

当今世界， 形象和声誉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体育形象

是世界认识一国形象的重要参照系。 奥运会作为全球第一大体育盛事， 成为

各国展示和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舞台， 他国媒体的报道则成为映射一国国家

形象之镜。 本文选取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泰晤士报》 和 《联合

早报》 四家国外主流媒体里约奥运会期间的涉华报道为研究样本， 从报道

数量、 报道体裁、 报道倾向和报道主题四个维度， 分析国外媒介呈现的中国

体育形象， 以期为处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博弈与机遇关口的中国， 提供有关

国家形象战略的科学依据。

一　体育形象以及体育形象的媒介呈现

（一）体育形象

　 　 体育是影响受众建构国家形象认知的重要方面， 良好的体育形象有助于

塑造正面的国家形象。 赵均认为， 不仅体育自身代表着国家形象， 体育的发

展更有助于国家形象的建设， 对目前中国国家形象存在的困境有消解作

用。① 李向前等人认为， 体育形象是一个综合体， 它是国内外公众对一国竞

技体育、 大众体育、 体育体制等内部要素及其在国际体育大赛中所取得的成

绩的评价与认定。② 陈世阳等人认为， 中国体育形象就是中国体育领域在世

４４２

①

②

赵均： 《体育与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
李向前、 郑志强： 《体育形象与国家形象探讨》， 《体育文化导刊》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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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范围内的形象， 即他国公众经由各种国际传播途径和媒介形成的对中国体

育的总体认知和评价。①

形象是一个心理学概念， 指人们基于感官系统而形成的关于特定事物的

印象总和， 一般来说包含认知和态度两个层面。 具体到体育形象， 则是指社

会公众对体育客观存在的具有独特识别基础的属性的认知和评价。 体育形象

的塑造， 对一个国家来说意义重大： 于国人容易建立认同感和归属感， 于国

际公众能够建立认知、 记忆和印象， 进而产生情感和态度。 本文所研究的体

育形象， 指一国体育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 是一个国家体育的总体特征和实

际表现在国际社会上、 国际公众心目中的呈现， 体现了国际公众对一个国家

体育的认知与评价， 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体育形象的媒介呈现

中国体育形象的媒介呈现， 主要通过分析国外主流报纸里约奥运会期间

涉华报道的框架及内容， 解读大众媒介所构建的体育形象及中国国家形象。

李红卫认为， 体育的媒介形象， 实质上是大众传播媒介通过以其自身的

标准对体育活动的相关信息经过选择、 加工、 编辑等过程后， 重新呈现出来

的一个新的体育形象。② 比如蒲平、 张维民提出要以平和的心境去解读 《纽

约时报》 之类的西方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 其框架分析主要是对样本

的标题、 总报道量、 涉及的体育项目类型、 运动员、 关注的话题、 报道方式

等方面进行了解读。③ 陈世阳采用内容分析法对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间 《华盛顿

邮报》 社论版涉及的中国体育报道进行统计和分析， 得出的结论是： ２００８

年涉华体育报道数量急剧增多， 北京奥运会之后报道数量呈曲折上升之势；

对中国体育的报道涉及面广泛， 其中对中国优秀运动员的报道较多； 报道写

５４２

①

②

③

陈世阳、 张莉媛： 《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体育形象的认知及评价———基于 〈华盛顿邮报〉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的分析》， 《体育文化导刊》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 
李红卫： 《中国体育形象的媒介构建探析———以中国足球形象的媒介构建为例》， 《中国体

育科技》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
蒲平、 张维民： 《框架构建下外媒对中国的报道———以 〈纽约时报〉 对北京奥运会的报道

为例》， 《新闻世界》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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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手法和倾向性基本一致， 以客观报道为主， 讽刺揭露较多。① 陈丽江利用

语料库分析了英国主流媒体英国广播公司 （ＢＢＣ） 关于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６ 年三届

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 伦敦奥运会、 里约奥运会） 有关中国的报道， 研究

中国国家形象在英国媒体的呈现特点和变化趋势。 其中三届夏季奥运会中有

关中国的报道数量， 以 ２０１２ 年伦敦奥运会最多。 研究发现 ＢＢＣ 奥运报道中

的中国形象呈现出迅速崛起的体育强国形象及友好的民族形象、 多元个性的

运动员形象、 重视奥运金牌的政府形象等。②

二　中国体育形象的国际传播路径研究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国外主流媒体对里约奥运会的涉华报道为研究对象。 分别选取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泰晤士报》 和 《联合早报》 四家媒体里约

奥运会期间的涉华报道为研究样本， 对其进行数据统计和内容分析。 四家媒

体因其具有全球视野， 享有国际盛誉， 且被认为是影响其他媒体议程设置的

消息源， 地域上也有代表性， 在国际传播研究中通常被选为研究样本。

本文的研究时段定位为里约奥运会期间， 理论上来说是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５ ～

２１ 日。 考虑到与奥运相关的报道在时间上有一定的提前和延期 （例如奥运

会的筹备阶段和奥运会结束后的总结等内容）， 因此将选取新闻报道的时间

段扩展为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二）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ｅｒ 数据挖掘平台对四家媒体的新闻报道进行抽样： 第

６４２

①

②

陈世阳、 张莉媛： 《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体育形象的认知及评价———基于 〈华盛顿邮报〉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的分析》， 《体育文化导刊》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
陈丽江： 《ＢＢＣ 奥运报道的中国镜像呈现与变迁———以北京、 伦敦和里约奥运会为例》，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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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 抽取文章标题和导语以及内容中含有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Ｒｉｏ” “ Ｓｐｏｒｔ”

“Ａｔｈｌｅｔｅ” 和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的全部新闻报道； 第二轮， 筛

选出与中国以及中国运动员紧密相关， 并有实质内容的相关报道。 经过两轮

筛选， 共选出 ３５３ 篇符合研究要求的涉华报道作为研究样本。 主要采用内容

分析法对 ３５３ 篇报道样本进行分析， 分析指标包括报道数量、 报道体裁、 报

道倾向和报道主题四个主要类目。

（三）研究问题

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外媒比较关注中国哪些议题？ 外媒报道呈现

了什么样的中国体育形象？ 外媒对于中国体育形象持什么态度？ 如何建构积

极正面的中国体育形象？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探讨， 以期为优化中国体育

形象的国际传播路径提供参考借鉴。

三　里约奥运会期间国外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分析

（一）报道数量

　 　 新闻的报道数量是衡量媒体对事件关注程度的主要指标， 通过对涉华报

道数量的系统统计， 可以直观地看出国外主流媒体在里约奥运会期间对中国

的关注度。 四家媒体 ３５３ 份涉华报道样本构成情况为： 《联合早报》 １８７ 篇，

《纽约时报》 ８７ 篇， 《华盛顿邮报》 ５９ 篇， 《泰晤士报》 ２０ 篇 （见图 １）。

由图 １ 可看出， 里约奥运会期间四家媒体都有一定数量的涉华报道，

其中以 《联合早报》 的报道规模最大， 其次是 《纽约时报》 和 《华盛顿

邮报》， 报道量最少的是 《泰晤士报》。 媒体的报道规模与以下两个因素

相关。

首先， 新闻报道规模受报纸受众人群定位影响。 《联合早报》 作为新加

坡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日报， 以海内外华人为目标读者。 新加坡是个国际化都

市， 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 发祥于斯的 《联合早报》 为世界认识中国提供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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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里约奥运会期间四家媒体涉华报道样本数量

了独特视角， 这也是该报纸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因此， 除新加坡本地新闻

外， 该报报道最多的是中国新闻和马来西亚新闻。 此外， 《联合早报》 在香

港特别行政区发行， 因此该报对于陆港关系格外关注。 里约奥运会结束后，

中国大陆奥运精英代表团访港活动成为该报涉华报道中的主要议题之一。 由

于不具备地缘接近性， 欧美媒体则不会过多关注此类新闻。

其次， 国际媒体对他国事件的报道规模通常由该国与本国的关联性决

定。 欧美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主要集中于与中国相关的、 受到广泛关注的、

具有争议性的热点事件以及与中国存在竞争关系的运动项目的赛况报道。 其

中体操、 射击、 游泳、 跳水和田径同为美国和中国的优势项目， 中美两国在

这些项目上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 媒体也给予了更多关注。 此外， 里约奥运

会男子篮球预选赛中国以 ６２ ∶ １１９ 负于美国， 由于比分差距过大而成为美国

媒体关注的报道议题之一。 相较于美国， 英国与中国则不存在优势项目的冲

突， 因此媒体报道内容集中于热点事件， 报道总体规模较小。

（二）报道体裁

报道体裁是指新闻作品的载体形式， 是新闻内容与表现形式相统一的报

道样式的统称。 研究样本中有消息 ２４７ 篇， 占比 ７０％ ； 特写 ５６ 篇， 占比

１６％ ； 评论 ５０ 篇， 占比 １４％ （见图 ２）。

８４２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
浙
江
图
书
馆
下
载
使
用

“中国体育形象”的媒介呈现

从图 ２ 可以看出， 涉华报道中运用最多的新闻体裁是消息， 表明各国媒

体都倾向于用简洁的文字及时报道新近或正在发生的事实。

图 ２　 里约奥运会期间四家媒体涉华报道体裁比例

（三）报道倾向

对涉华报道倾向的区分， 能够更好地体现国外媒体对中国体育形象的认

知。 在研究样本中， 正面报道 ５５ 篇， 占 １６％ ； 中立报道 ２８０ 篇， 占 ７９％ ；

负面报道 １８ 篇， 占 ５％ （见图 ３）。

如图 ３ 所示， 国外媒体在里约奥运会期间涉华报道中的态度倾向以中立

为主， 这符合西方媒体 “客观、 公正、 全面、 平衡” 的新闻专业主义原则。

在不涉及本国利益及媒体自身利益的情况下， 国外媒体报道一般会选择以叙

述为主要表达方式， 以事实或当事人的直接引语为主要内容， 阐述客观事

实。 国外媒体明确的态度倾向隐藏于文本修饰语中， 本文将根据报道主题选

择文本展开分析。

（四）报道主题

报道主题即新闻报道的主要宗旨， 是新闻媒体侧重点的反映。 对报道主

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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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里约奥运会期间四家媒体涉华报道倾向比例

题进行归纳与分析， 可以了解国外媒体对里约奥运会期间中国国家形象的构

建路径。 根据四家媒体对里约奥运会涉华报道的总体框架进行分析， 将报道

分为 ５ 个类目， 即政治议题、 经济议题、 文化议题、 体育议题和热点事件，

并逐一进行文本分析。

1 政治议题

奥运会作为全球性媒介事件， 其报道处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国际背景

下， 虽然不直接反映和表现有关政治题材， 但也经常表现为政治的一种延

续。 因此将政治议题作为主题之一。 根据框架分析， 选取 ２７ 篇关于政治议

题的涉华报道， 并归纳为 ４ 个话题， 即陆港关系 ２０ 篇， 占 ７４％ ； 中日关系

４ 篇， 占 １５％ ； 两岸关系 ２ 篇， 占 ７％ ； 中俄关系 １ 篇， 占 ４％ 。

（１） 陆港关系。 ２０１４ 年， 香港接连发生 “占中公投” 事件和 “保普

选、 反占中” 大游行， 陆港矛盾浮出水面， 陆港关系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

点议题之一。 关于陆港关系的报道共 ２０ 篇， 其中消息 １１ 篇， 占 ５５％ ； 评

论 ８ 篇， 占 ４０％ ； 特写 １ 篇， 占 ５％ 。 正面报道 ６ 篇， 占 ３０％ ； 中立报道

１２ 篇， 占 ６０％ ； 负面报道 ２ 篇， 占 １０％ 。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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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陆港关系的 ２０ 篇报道均来自 《联合早报》， 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里约奥运会初期， 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９ ～ １３ 日， 内容涉及香港

青年港独思潮兴起， 引发陆港关系紧张。 其中消息 ３ 篇， 评论 １ 篇， 特写 １

篇， 报道倾向以中立为主。 ３ 篇消息均客观报道了奥运会羽毛球混双赛引发

港独分子炒作的新闻。 评论 《新闻人间： “ＣＣＴＶＢ” 制造港独集会？》 称

“香港 ＴＶＢ 要好好检讨， 不要制造机会让港独分子借题发挥”。 特写 《里奥

京奥， 心态大不同》 客观描述了部分香港青年的反常情绪， 如面对里约奥

运会首日杜丽失金非但没有表现出遗憾， 反而在网上以各种方式讽刺； 面对

霍顿指责孙杨是嗑药的骗子， 非但不声援孙杨， 反而表现出幸灾乐祸。 记者

就此采访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助理所长郑宏泰教授对此事的看法， 解析

香港青年身份认同出现变化的原因。 随后又采访不认同港独的香港中老年

人， 使报道倾向保持平衡。

第二阶段为里约奥运会后期， 即 ８ 月 ２２ ～ ３０ 日， 内容涉及女排夺冠唤

起港人民族精神和大陆奥运精英代表团访港， 从而改善陆港关系。 其中， ８

篇消息客观报道了大陆奥运精英代表团三天访港活动的全过程。 ７ 篇评论均

给予正面报道， 充分肯定了大陆奥运精英代表团访港活动对于缓解陆港矛

盾、 改善陆港关系发挥的积极作用。 《联合早报》 里约奥运会期间对于陆港

关系的报道， 在某种意义上是近年来起伏不定的陆港关系的缩影， 反映香港

青年缺乏身份认同是挑起陆港矛盾的症结所在。 而奥运代表团访港活动的成

功以及陆港同庆女排夺冠， 也证明了体育往往能够跨越政治矛盾， 激发民族

认同感， 成为凝聚人心的利器。

（２） 中日关系。 由于历史原因， 中日关系一直备受瞩目， 近几年钓鱼岛

争端问题再掀波澜悬而未决。 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一直都是国际媒体热议的

焦点。 里约奥运会期间， 四家国外主流媒体涉及中日关系的新闻报道共计 ４

篇， 体裁均为评论， 报道倾向虽为中立却暗含偏见， 刻板印象比较明显， 可

见西方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将中日关系定位为永远不可修复的敌对关系。

《泰晤士报》 发表了 ２ 篇评论， 其中 １ 篇标题为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ｎ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ｉｒｄ

Ｐｌａｃｅ Ｂｕｔ Ｌｅａｒｎｓ ｔｏ Ｌ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Ｌｏｓｅｒｓ”， 该文将日本形容为中国的主要对手和不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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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饶恕的战时敌人， 并认为 ２０２０ 年东京奥运会将会点燃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

另 １ 篇标题为 “Ｗｅ Ｃａｎ Ｄｏ Ｅｖｅｎ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ａｙｓ Ｓｐｏｒｔｓ Ｎｅｗ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 该文认

为出于政治原因， 中国将会在东京奥运会上不惜代价， 以获得好成绩。

《纽约时报》 发表了 １ 篇标题为 “ Ｌｏｗｅｒ Ｍｅｄａｌ Ｃｏｕｎｔ ｉｎ Ｒｉｏ Ｒａｔｔｌ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ｌｙｍｐｉｃｓ Ｏｂｓｅｓｓｉｏｎ” 的评论， 该文将中国里约奥运会成绩不理想的

原因归结于参赛运动员年轻化， 其目的是让年轻运动员提前备战， 以便在东

京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 文中提到中国对日本有很强烈的公众敌意， 中国运

动员在东京奥运会上将面临很大压力， 因为中国政府已经要求中国代表团要

在东京奥运会的奖牌榜上位居前列。

《联合早报》 发表了 １ 篇标题为 《里奥京奥， 心态大不同》 的评论， 文

中提到： “日本研究学系的年轻学者叶健濠在网上以 ‘体育无关政治？’ 起

首， 引用日本在奥运会上夺得游泳第一金的消息， 关联中日关系， 并以

‘中日之仇， 不共戴天’ 切入。 笑言： ‘中国第一金何时出现？’ 其言论立即

惹来不少人 （估计是在港的大陆学生或公务人员） 以简体字留言批评， 包

括恐吓。”

（３） 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作为历史遗留问题， 始终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话题之一。 ２０１６ 年，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更为两岸关

系平添变数。 里约奥运会期间国外媒体涉及两岸关系的新闻报道共计 ２ 篇，

新闻体裁均为特写， 报道倾向均为中立。

《纽约时报》 发表了 １ 篇标题为 “Ｎｅｗ Ｐｕｓｈ ｆｏｒ Ｔａｉｗａｎ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的特写， 文章对 “台湾联合国协进会” 发起第 １３ 次台

湾地区回归联合国运动进行了专访， 探讨中国台湾加入联合国、 成为国际社

会名实合一的正常化国家的可能性。 文章客观呈现了协进会成员对于中国台

湾以 “中国台北” 名义参与奥运会的看法， “台湾只是台湾， 而不是 ‘中国

台北’， 这是台湾地区在中国的压力下使用的名字。 如果我们不能在国际赛

事中使用自己的名字、 国歌或国旗， 那对 ２３００ 万台湾地区的人民是不公平

的”。 《华盛顿邮报》 发表了 １ 篇特写 “Ｔｈｅ Ｒｉｏ Ｏｌｙｍｐｉｃｓ ａｒｅ ‘Ｔｒｏｕｂｌｅｄ’ 

Ｂｕｔ ａｒｅｎｔ Ｔｈｅｙ Ａｌｗａｙｓ？”， 文中提到 １９６０ 年罗马奥运会时， 国际社会针对是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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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应该承认 “中华民国” 的存在展开了激烈讨论。

（４） 中俄关系。 涉及中俄关系的新闻报道只有 １ 篇， 《纽约时报》 在标

题为 “Ｗｈｏ Ｄｅｃｉｄ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Ｅａｃｈ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Ｌ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Ｖｉｌｌａｇｅ？” 的特

写中， 提到在奥运村中中国和俄罗斯代表团单独住一栋楼， 并且两国代表团

的住宿楼相邻。 该文还提示奥运村住宿的安排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传递出隐

含意思是， 中国和俄罗斯具有非常好的外交关系。

2 经济议题

奥运会不仅是一场盛大的体育赛事， 更是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较量。 因

此经济议题是奥运会报道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议题。 根据框架分析， 本研究选

取 ９ 篇关于经济议题的涉华报道， 并归纳为 ２ 个话题， 即奥运经济 ４ 篇， 占

４４％ ； 中国制造 ５ 篇， 占 ５６％ 。

（１） 奥运经济。 奥运传播对一国体育经济形象的塑造具有长期效应。

奥运效应是指奥运会的筹备和举办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如奥运建设投资带动

直接或相关产业发展。 关于奥运经济效应的讨论已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

重点。 关于奥运经济的报道共有 ４ 篇， 其中消息 ２ 篇， 占 ５０％ ； 评论 ２ 篇，

占 ５０％ 。 正面报道 １ 篇， 占 ２５％ ； 中立报道 ２ 篇， 占 ５０％ ； 负面报道 １ 篇，

占 ２５％ （详见表 １）。

表 １　 《联合早报》 关于中国奥运经济的报道

日期 标题 主要内容 体裁 倾向

２０１６ ８ ８
“奥运魔咒”成 Ａ 股走势焦

点

Ａ 股逢奥运会必跌，里约奥运会对投资者的

心理产生影响
消息 中立

２０１６ ８ １０
进击的中国奥运经济 瞄准

全球化市场金牌

中国的体育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发展

空间巨大
评论 正面

２０１６ ９ ４ 慎搭东京奥运房地产快车
“奥运效应”能够提前将一个城市的房地产

潜力发挥出来，但也可能造成体力“透支”
评论 负面

２０１６ ９ ２４
中国女排奥运决赛用的球

值多少钱 有人花 ７ 万买它
奥运相关物品成为人们抢购的对象 消息 中立

　 　

如表 １ 所示， 关于奥运经济的 ４ 篇报道均来自 《联合早报》。 其中有 ３

篇分别从股市、 楼市、 衍生产品 ３ 个方面展示奥运效应对一国经济发展产生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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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新闻评论 《进击的中国奥运经济 瞄准全球化市场金牌》， 认为

“中国的体育经济在全球化平台中仍处于起步阶段， 但恰逢中国政治经济体

制改革、 市场化放宽、 文化产业兴起的 ‘天时’， 兼具中国产量大国、 制造

大国、 人口大国的 ‘地利’， 再加之中国民营企业家勇于弄潮开拓创新市场

的 ‘人和’， 中国的体育经济无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也将会以

令世界震惊的速度向全球化市场进击”。

（２） 中国制造。 ２１ 世纪初， 中国在国际上频频被称为 “世界工厂”，

中国制造遍布世界各地， 在为中国换取大量外汇的同时， 也为世界各国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制造在奥运经济中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 关于中国制造

的报道共 ５ 篇， 其中消息 ２ 篇， 占 ４０％ ； 特写 ２ 篇， 占 ４０％ ； 评论 １ 篇，

占 ２０％ 。 正面报道 ２ 篇， 占 ４０％ ； 中立报道 １ 篇， 占 ２０％ ； 负面报道 ２ 篇，

占 ４０％ （详见表 ２）。 如表 ２ 所示， 关于中国制造的 ５ 篇报道， 体现出来的

态度倾向毁誉参半， 表明西方媒体不得不正视中国制造遍布全球这一客观事

实， 但同时又对中国制造怀有不满情绪， 对产品质量仍持质疑态度。

表 ２　 里约奥运会期间国外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制造的报道

来源 日期 标题 主要内容 体裁 倾向

《纽约

时报》
２０１６ ８ １２

Ａ Ｒｉｏ Ｔａｂｌｅ Ｔｅｎｎｉｓ Ｌａ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ｓ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ｈｅ Ｂａｌｌ
Ｃｒｕｍｐｌｅｓ

乒乓球运动员批评由中国制造

的官方指定用球质量不佳
特写 负面

《华盛顿

邮报》
２０１６ ８ ２

Ｈａｔｅ －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ｂａｂｙ ｔｏｓｓ
ａｎｄ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ｅｄ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ｈａｓ ｆｕｎ ｗｉｔｈ Ｔｒｕｍｐ
Ｏｌｙｍｐｉｃｓ

特朗普对于 ２０１２ 年伦敦奥运

会美国代表团的制服全部由中

国制造表示不满

特写 负面

《联合

早报》

２０１６ ８ １０
中国蚊帐红到里约，海外

贵六倍

中国制造在里约奥运会上随处可

见，“蚊帐”成为奥运爆款商品
消息 正面

２０１６ ８ １０
进击的中国奥运经济 瞄

准全球化市场金牌

中国制造在里约奥运会上随处

可见
评论 正面

２０１６ ８ ７
里约奥运会弄错中国国旗

中国制造商表示不背锅

里约奥运会错误的中国国旗不

是中国制造
消息 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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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议题

作为重大国际赛事， 奥运会为每个参赛国家搭建了交流和展示国家形象

的大舞台， 同时也为世界各国打开了认识和了解真实中国的窗口， 中华文化

作为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元素， 一直是国外媒体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

根据对报道样本的分析梳理， 课题组将 ５ 篇关于 “中国拔火罐疗法”

这一热点话题作为涉华报道的文化议题。 《泰晤士报》 和 《华盛顿邮报》 都

采用专版特写详细描述了中国拔火罐治疗技术的原理及功效。 菲尔普斯身上

因拔火罐留下的一块块紫红色罐印成为最显目的中医标志。 拔火罐疗法在里

约奥运会的意外走红， 为在国际上推广中医文化提供了契机。 国外媒体此次

关于拔火罐疗法的大幅报道， 不仅间接证明了西方民众对中华文化有着浓厚

的兴趣， 同时也说明了西方民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知之甚少， 应该大力加强中

华优秀文化的对外传播。

4 体育议题

根据框架分析， 课题组选取了 ３２ 篇关于体育议题的报道， 并归纳为 ３

个话题， 即奖牌数量减少， 传统优势项目成绩滑坡 １３ 篇， 占 ４１％ ； 金牌意

识淡化 １０ 篇， 占 ３１％ ； 举国体制改革 ９ 篇， 占 ２８％ （详见表 ３ ～表 ５）。

（１） 奖牌数量减少， 传统优势项目成绩滑坡。 如表 ３ 所示， １３ 篇报道

中有消息 ４ 篇， 特写 １ 篇， 评论 ８ 篇。 北京奥运会以后， 中国致力于由体育

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 中国保持了在奥运会奖牌榜上靠前的排名， 传统优势

项目发挥稳定。 乒乓球、 羽毛球、 射击、 跳水、 举重、 体操历来是中国队的

传统优势项目， 也是历届奥运会中国稳定奖牌榜排位的坚实基础。 中国在乒

乓球项目上长期保持着世界公认的霸主地位， 其他优势项目也经常包揽该项

目的全部金牌。

第 ３１ 届里约奥运会， 中国作为派出人数最多的代表团， 在俄罗斯代表

团因兴奋剂问题遭遇大面积禁赛的情况下， 中国代表团仅获得 ２６ 枚金牌，

７０ 枚奖牌， 位列第 ３ 名， 这是自 １９９６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２０ 年以来的最差成

绩。 且传统优势项目出现大面积失金， 羽毛球仅收获 ２ 枚金牌， 体操项目则

颗金无收。 这一成绩出人意料， 引发国外媒体持续关注。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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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里约奥运会期间国外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奖牌数量

　 　 减少， 传统优势项目成绩滑坡的报道

来源 日期 标题 主要内容 体裁 倾向

《纽约

时报》

２０１６ ８ ８
Ｋｏｈｅｉ Ｕｃｈｉｍｕｒａ Ｌｅａｄｓ
Ｊａｐａｎ ｔｏ Ｇｙｍｎａｓｔｉｃｓ Ｇｏｌｄ，
Ｄｅｔｈｒｏ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中国队是近年来男子体操的主

要力量，也是日本队的主要竞争

对手。 本次奥运会日本队获得

了金牌，中国队获得铜牌

特写 中立

２０１６ ８ １８
Ｌｏｗｅｒ Ｍｅｄａｌ Ｃｏｕｎｔ ｉｎ Ｒｉｏ
Ｒａｔｔｌ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ｌｙｍｐｉｃｓ
Ｏｂｓｅｓｓｉｏｎ

尽管中国代表团在金牌榜和奖

牌榜上排名第三，但金牌和奖牌

总数却大幅下降。 中国运动员

在体操、羽毛球、游泳等传统优

势项目的比赛中的表现比以往

糟糕

评论 中立

２０１６ ８ ２２
Ｆｏｒ Ｔｈｏｓｅ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Ｓｃｏｒ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ｏｍｅｎ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ｉｎ Ｒｉｏ

美国代表团在里约奥运会上取

得了非凡的成绩，可以归因为其

他国家的表现不达标。 中国代

表团在本次奥运会上表现不好，
符合主办国只能将好成绩维持

两届奥运会的规律

评论 中立

《华盛顿

邮报》

２０１６ ８ １５
Ｔｅａｍ ＧＢ Ｓｔｒｉｋｅ Ｓｏｌｉｄ Ｇｏｌｄ
ｉｎ Ｒｉｏ

奥运会第九天，英国在奖牌榜上

排名第二，暂时领先于中国
消息 中立

２０１６ ８ １７

Ｅｍｂａｒｒａｓｓｉｎｇ “ Ｆｌｏｐｓ ” ｏｒ
Ｔｒｕｅ Ｏｌｙｍｐｉａｎｓ — ｉｓ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ｖ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ｉｔｓ Ｇｏｌｄ
Ｏｂｓｅｓｓｉｏｎ？

这是中国代表团自 １９９６ 年以来

最差的奥运成绩，传统优势项目

羽毛球也失败了

评论 中立

《泰晤

士报》

２０１６ ８ ２２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ｎ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ｉｒｄ
Ｐｌａｃｅ Ｂｕｔ Ｌｅａｒｎｓ ｔｏ Ｌ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Ｌｏｓｅｒｓ

作为总人数最多的奥运代表团

———４１６ 名由纳税人资助的运动

员，仅获得 ２６ 枚金牌，远远落后

于公众 和 媒 体 的 预 期。 这 是

１９９６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以来的

最低数字。 对于中国这个“奖牌

机器”，落后英国排在第三位是

让人难以置信的，随后新华社承

认“中国队遭遇了最严重的奥运

会失败”

评论 中立

２０１６ ８ ２２
Ｗｅ Ｃａｎ Ｄｏ Ｅｖｅｎ ｂｅｔｔｅｒ，Ｓａｙｓ
Ｓｐｏｒｔｓ Ｎｅｗ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

英国领先于中国，赢得更多奖

牌，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评论 中立

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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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形象”的媒介呈现

续表

来源 日期 标题 主要内容 体裁 倾向

《联合

早报》

２０１６ ７ ２９ 中国羽队奥运夺冠难

里约奥运周期，中国羽毛球队遇

到极大挑战，受到各路强手的冲

击。 尽管本届奥运会中国五个

项目都是满额参赛，但没有任何

一项能有绝对的夺金把握

消息 中立

２０１６ ８ １２
突破中国垄断 英国组合

跳出历史

中国跳水队在四年前的伦敦奥

运会上收获 ６ 枚金牌，本届定下

了横扫全部 ８ 枚金牌的目标。
中国选手在上两届奥运会都成

功拿下男子双人 ３ 米跳板金牌，
但这次只排名第 ３，英国爆冷赢

得奥运史上首枚跳水金牌

消息 中立

２０１６ ８ １８ 美国体操队 ３２ 年最佳 中国体操队交出３２ 年来最差战绩 评论 中立

２０１６ ８ １９
《环球时报》社评：中国奥

运金牌滑坡该不该遗憾

中国队成绩明显滑坡，一些中国

传统优势项目的情况尤其出人意

料，比如体操出现自 １９８４ 年洛杉

矶奥运会以来首次 ０ 金牌，射击

和游泳各只得 １ 金，击剑没有金

牌，羽毛球已有两项出局，三大球

只有女排，其他表现都不好

评论 中立

２０１６ ８ ２２ 中国判断偏差影响表现

中国这次派出境外奥运会历来

最大参赛阵容却获得最差成绩。
代表团团长刘鹏评论说，中国队

多数项目在奥运周期内存在大

幅度新老交替问题，影响正常水

平发挥

消息 中立

２０１６ ８ ２３
从中国女排夺金 反思新

世代挑战旧体制

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羽毛球曾

经在伦敦奥运会上包揽全部金

牌，但此次只获得 ２ 枚金牌

评论 中立

　 　

（２） 金牌意识淡化。 长期以来， 在外媒眼中， 中国队在国际体育比赛

中对夺取金牌存在执念， 国外媒体在报道中经常使用 “奖牌机器” 来形容

中国。 本次里约奥运会中国却一改前例， 不论是民众、 媒体还是官员都表现

出对金牌意识的淡化。 这种改变也成为国外媒体讨论的焦点。 这方面的代表

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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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报道共 １０ 篇， 其中消息 １ 篇， 占 １０％ ； 评论 ９ 篇， 占 ９０％ （详见表 ４）。

如表 ４ 所示， 国外媒体对于中国淡化金牌意识这一转变总体上保持中立

态度， 具体又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 持怀疑态度。 如 《纽约时报》 刊发题

为 “Ｌｏｗｅｒ Ｍｅｄａｌ Ｃｏｕｎｔ ｉｎ Ｒｉｏ Ｒａｔｔｌ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ｌｙｍｐｉｃｓ Ｏｂｓｅｓｓｉｏｎ” 的评论， 文

章认为 “中国把奖牌数量视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一个指标”， 报道中专门提到新

华社被删除的一条指责中国代表团未获得奖牌的评论， 认为此次官方媒体对

于淡化金牌意识的宣传， 似乎是为了应对公众对中国代表团本次奥运会糟糕

表现的悲观情绪， 或者只是为了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有更好的表现做

准备， 中国对于奥运会的执念仍然存在。 第二类， 持反对态度。 如 《联合早

报》 刊登的评论 《 “淡化金牌” 莫滑向另一个极端》， 文章认为追求金牌的荣

耀正是奥运会的魅力所在， 淡化金牌意识不应该成为发挥失常的托辞， 中国

代表团需要认真反省本次奥运会的失败并做出改变； 另有 １ 篇 《中国奥运金

牌滑坡该不该遗憾》， 该文认为中国人的体育观仍然处在不断演变的时期， 切

忌矫枉过正。 第三类， 持支持态度。 如 《联合早报》 刊登的评论 《享受比赛，

金牌不再是唯一追求》， 文章认为金牌情结是历史因素， 但今天中国已重返世

界强国地位， 金牌意识淡化是大势所趋， 应该回归体育游戏的本质。

表 ４　 里约奥运会期间四家媒体关于中国淡化金牌意识的报道

来源 日期 标题 主要内容 体裁 倾向

《纽约

时报》
２０１６ ８ １８

Ｌｏｗｅｒ Ｍｅｄａｌ Ｃｏｕｎｔ
ｉｎ Ｒｉｏ Ｒａｔｔｌ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ｌｙｍｐｉｃｓ
Ｏｂｓｅｓｓｉｏｎ

中国关于金牌的讨论反映了一个普遍的矛

盾心理，他们为获得金牌感到骄傲，却不再

确定奖牌是否值得运动员和纳税人如此全

心全意的牺牲。 官宣淡化金牌意识，似乎是

为了应对公众的悲观情绪。 即使出现金牌

意识的转变，中国似乎也没能摆脱奥运的困

扰，如巨大开支保证北京奥运会的完美；尽
管没有天然的雪，仍然举办冬奥会

评论 中立

《华盛顿

邮报》
２０１６ ８ １７

Ｅｍｂａｒｒａｓｓｉｎｇ
“ Ｆｌｏｐｓ ” ｏｒ Ｔｒｕｅ
Ｏｌｙｍｐｉａｎｓ — ｉｓ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ｖ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ｉｔｓ Ｇｏｌｄ
Ｏｂｓｅｓｓｉｏｎ？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对奥运金牌的痴迷而

闻名，奥运会的成功被视为一个国家崛起的

有力象征。 但现在中国人对金牌的痴迷可

能已经减少。 不过中国面对失败仍然会有

挫折感

评论 中立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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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日期 标题 主要内容 体裁 倾向

《泰晤

士报》
２０１６ ８ ２２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ｎ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ｉｒｄ Ｐｌａｃｅ Ｂｕｔ
Ｌｅａｒｎｓ ｔｏ Ｌ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Ｌｏｓｅｒｓ

中国的公众和媒体不顾传统，拥抱他们的

“失败者”———只获得银牌或铜牌，甚至未能

进入决赛。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利用奥运

会的成功来提升威望和国际地位。 虽然中

共领导人对此保持沉默，但他们利用官方媒

体宣传一个更宽容、更强大的中国，不再需

要通过奥运会验证

评论 中立

《联合

早报》

２０１６ ８ １２
邓聿文：享受比

赛，金牌不再是

唯一追求

就中国而言，此次奥运会的一个突出变化是

人们开始以一种平常心来观看奥运和评价

金牌的得失。 淡化金牌，不仅将解放运动员

和教练，也将解放国家，从而真正实现中国

从金牌大国到体育强国的转变

评论 正面

２０１６ ８ １８
阎建 伟： “ 淡 化

金牌”莫滑向另

一个极端

作为观众，我们可以宽容金牌落榜，但不要

忘了，对所有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来说，夺
金牌是他们的最大追求和工作。 唯金牌论

不科学，可金牌的荣耀值得世界上每一位参

赛选手竭尽全力去争取，这样一个过程，是
奥运会最大的魅力

评论 负面

２０１６ ８ １９
《环球时报》 社

评：中国奥运金牌

滑坡该不该遗憾

中国“金牌崇拜”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观

赏、关心奥运的角度比过去更多元化。 奥运

金牌滑坡大概不会冲击人们关于奥运会是

竞技体育大赛的终极认识。 调整或许会有

点“矫枉过正”，但是过度的调整应当会受到

警惕，并很快得到再扳正

评论 负面

２０１６ ８ ２１
周兆呈：奥运的

新世代美感

在奖牌排行榜仍然是牵引国家荣誉感起伏

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学会欣赏体育本

来的美感

评论 中立

２０１６ ８ ２１
刘鹏：要反对唯

金牌论 也要反

对金牌无所谓论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就有关金牌是否重要

的争论表示：“唯金牌论”是错误的，金牌多少

无所谓，也是错误的

消息 中立

２０１６ ８ ２３
从中国女排夺金

反思新世代挑战

旧体制

在对待金牌数量的问题上，现在的中国民众

表现得更加理性和成熟。 中国运动员留给

外界的印象也更加自信和自我，更加享受体

育运动本身的乐趣

评论 中立

２０１６ ８ ２３
里约之后，以何

种方 式 打 开 奥

运？

公众从最初的“唯金牌论”狂热中冷静下来，
以更加理性的眼光审视奥运会。 新生代运

动员更享受比赛过程，对比赛结果更从容。
奥运会本身正走在去神圣化的路上

评论 正面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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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举国体制改革。 举国体制一直是外媒关注的焦点， 且通常被诟病

为体制僵化， 阻碍中国体育发展。 本次选取关于举国体制改革的报道 ９

篇， 其中消息 １ 篇， 占 １１％ ； 特写 １ 篇， 占 １１％ ； 评论 ７ 篇， 占 ７８％

（详见表 ５）。

表 ５　 里约奥运会期间国外主流媒体关于中国举国体制改革的报道

来源 日期 标题 主要内容 体裁 倾向

《泰晤

士报》
２０１６ ８ ２３

Ｗｅ Ｂｅａｔ Ｃｈｉｎａ
— ａｎｄ ｉｔ ｗａｓｎ’ ｔ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Ｍｏｎｅｙ，
Ｓａｙｓ Ｓｗｅｅｎｅｙ

英国代表队在里约奥运会夺得的金牌数量

超过中国，归因于 ２０ 多年来英国对体育加

大扶持力度。 英国奥运协会并不否认英国

在里约奥运会取得的成绩是得益于 ２０ 年来

政府扶持的结果，但也不承认英国投入资金

超过了中国

消息 中立

《华盛顿

邮报》
２０１６ ８ １７

Ｅｍｂａｒｒａｓｓｉｎｇ
“ Ｆｌｏｐｓ ” ｏｒ Ｔｒｕｅ
Ｏｌｙｍｐｉａｎｓ — ｉｓ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ｖ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ｉｔｓ Ｇｏｌｄ
Ｏｂｓｅｓｓｉｏｎ？

中国的重点一直是培养精英运动员，而不是

资助基层体育运动，这意味着普通民众与特

定体育项目的联系是肤浅的：如果中国不

赢，民众就会很快失去兴趣

评论 中立

《联合

早报》

２０１６ ８ ９
邱立本：国家竞

争力与进击的经

济

中国奥运的崛起，显然与举国体制有莫大的

关系。 但举国体制近年也受到多方批评
评论 中立

２０１６ ８ １９
邱立本：八九点

钟太阳的新热力

长期以来的举国体制，既不能充分发挥中国

的最佳潜力，也不能发现中国所有的体育资

源？ 举国体制曾经是中国体育的利器，但在

今天中国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时期，中国的体

育事业也应该“与时并进”，寻找市场与民间

资源，让体育的发展更全面

评论 正面

２０１６ ８ １９

《环球时报》 社

评：中国奥运金

牌滑坡该不该遗

憾

中国成为竞技体育大国，是这个国家的一大

成就。 举国体制针对中国体育一路走过来

的真实需求，既有局限性也存在问题，但很

管用。 这一体制会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多元

不断自然调整，中国人不应从意识形态角度

与这个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体制较劲。 体育

成就是中国崛起的一个侧面，中国人应该珍

惜，要改造促成这些成就的机制上不合理的

部分，但改造的结果决不能是成就的大规模

丧失

评论 负面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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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日期 标题 主要内容 体裁 倾向

《联合

早报》

２０１６ ８ ２２
“里奥” 竞技和

经济竞赛

现在，中国仍有人在争议发展体育是否应该

搞举国体制，那些反对者或许也太民粹了
评论 负面

２０１６ ８ ２３
从中 国 女 排 夺

金，反思新世代

挑战旧体制

多数人对“举国体制”的反思，并非要全盘否

定。 举国体制非症结所在，当务之急是解决

如何建立一个公开公正的人才选拔机制。 郎

平带领中国女排逆袭夺冠，也是反思“举国体

制”的典型案例。 举国体制需要专业精神

评论 负面

２０１６ ８ ２３
里约之后，以何

种方 式 打 开 奥

运？

未来，当公共财政更多向大众体育、全民健

身倾斜时，竞技体育改革之路在何方？ 中国

经济发展到今天，就算减少对公共财政的依

赖，也可走多元化竞技体育之路

评论 正面

２０１６ ８ ２５
中国的“女排精

神 ” 到 底 是 什

么？

举国体制令靠资助业余选手参赛的西方各

国处于劣势。 但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奥

运会逐渐取消了关于业余选手参赛的要求，
欧美国家也开始利用政府扶持和投资的方

法。 英国在里约奥运会上金牌超过中国就

被归因于政府对体育加大扶持力度

特写 中立

　 　

如表 ５ 所示， 在选取的 ９ 篇评论中， 对举国体制改革呈正面、 中立和负

面倾向的报道分别为 ２ 篇 （占 ２２％ ）、 ４ 篇 （占 ４４％ ）、 ３ 篇 （占 ３３％ ）。 西

方媒体对中国的 “举国体制” 仍然存在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 《华盛顿邮

报》 的评论 “ Ｅｍｂａｒｒａｓｓｉｎｇ ‘ Ｆｌｏｐｓ’ ｏｒ Ｔｒｕｅ Ｏｌｙｍｐｉａｎｓ — ｉｓ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ｖ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ｉｔｓ Ｇｏｌｄ Ｏｂｓｅｓｓｉｏｎ？”， 将 “举国体制” 描述为 “有潜力的运动员在很

小的时候就被挑选出来， 为了奥运会的成功接受残酷的训练”。 而 《联合早

报》 对 “举国体制” 的认知更加理性， 其刊登的多篇评论既肯定举国体制为

中国体育崛起所做的贡献， 同时也能认识到该体制存在的不足， 而且不再把

所有问题都归咎于 “举国体制”。

5 热点事件

里约奥运会期间涉华报道中的热点事件中， 最受关注的是 “孙杨霍顿

事件” “傅园慧系列话题”。 这两个事件报道数量较多， 关注度高， 持续时

间长， 具有国际性和争议性， 有较大研究价值。

（１） 孙杨霍顿事件。 ８ 月 ７ 日， 男子 ４００ 米自由泳决赛， 霍顿击败卫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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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孙杨夺冠。 在赛后新闻发会上， 霍顿称孙杨是喝药的骗子。 此言论引发

中国民众、 官员、 媒体一致不满， 要求霍顿为其不当言论向孙杨道歉。 但澳

大利亚官员力挺霍顿拒不道歉。 该事件因涉及 “兴奋剂” “侮辱对手” 等有

关国家形象的敏感问题而备受关注， 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随着事态的恶化而

被点燃， 迅速由体育事件逐渐演变为政治事件， 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 四

家报纸关于 “孙杨霍顿事件” 的报道共 １０ 篇， 其中消息 ３ 篇， 占 ３０％ ； 特

写 ４ 篇， 占 ４０％ ； 评论 ３ 篇， 占 ３０％ （详见表 ６）。

表 ６　 里约奥运会期间四家媒体关于 “孙杨霍顿事件” 的报道

来源 日期 标题 主要内容 体裁 倾向

《华盛顿

邮报》

２０１６ ８ ７

Ｗｉｔｈ Ｓｅｃｏｎｄｓ ｔｏ
Ｓｐａｒｅ， Ｋａｔｉｎｋａ
Ｈｏｓｓｚｕ Ｓｅｔｓ
Ｍｅｄｌｅｙ Ｒｅｃｏｒｄ

霍顿是这件事的受益者，他不仅为澳大利亚

赢得了奖牌，而且以一种有争议的方式赢得

了比赛

消息 中立

２０１６ ８ ７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Ｍａｃｋ
Ｈｏｒｔ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ｕｎ Ｙ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
ｄｏｎ’ ｔ Ｌｉｋｅ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报道孙杨霍顿赛后新闻发布会实况，回顾此

前孙杨 ２０１４ 年因兴奋剂遭停赛事件、２０１５
年世界锦标赛被指控攻击巴西女运动员以

及无证驾驶等负面新闻

特写 中立

２０１６ ８ ８
Ｔｈｅ Ｒｉｏ Ｏｌｙｍｐｉｃｓ
ａｒ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Ｈｕｒ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摘录《环球时报》猛烈抨击澳大利亚官员的

文章，尽管此篇文章肯定不代表中国人民或

政府的观点，但该评论的语气却呼应了爆发

的网络言论。 霍顿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充斥

着评论和谩骂。 中国官员以及新华社等党

媒明确表态霍顿应该对此事道歉

特写 中立

２０１６ ８ １０
Ａ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ｏｆ
Ｈｏｎｅｓｔｙ ｏｎ Ｄｏｐｉｎｇ
Ｂｒｅａｋｓ ｏｕｔ ｉｎ Ｒｉｏ

孙杨遭到澳大利亚和法国媒体的批评，澳大

利亚的最高官员支持霍顿拒绝道歉。 中国

的官方报纸称澳大利亚是“文明边缘的国

家”。 显然，对兴奋剂的揭露正在摧毁奥运

会的本质意义：促进各国之间的和谐

评论 中立

《纽约

时报》
２０１６ ８ ９

Ｉｎ ｔｈｅ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Ｐｏｏｌ， Ｃｏｎｔｅｍｐｔ
ｆｏｒ Ｄｒｕｇ Ｃｈｅａｔｓ
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回顾“孙杨霍顿事件”始末，随着越来越多的

运动员公开批评那些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
运动员们将不再团结一致。 文章引用澳大

利亚一名反兴奋剂官员的话“反兴奋剂是关

于信任的：信任你的竞争对手，信任药物测

试人员，信任体育管理人员。 我相信你们正

在见证的是，信任的消失”

评论 中立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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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日期 标题 主要内容 体裁 倾向

《纽约

时报》
２０１６ ８ １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Ｗｉｌｌ Ｆｏｌｌｏｗ Ｓｕｎ
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ｃｋ
Ｈｏｒｔｏｎ Ｉｎｔｏ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ｐｏｏｌ

中国多年来一直被指控存在兴奋剂问题。
此次尽管孙杨确实曾经服用过违禁药品，但
数百万中国人对霍顿的言论感到强烈不满，
一个人口众多和高度爱国的国家拥有强大

的力量，霍顿的个人社交平台充斥着成千上

万的侮辱，而且中国政府纵容这种评论

特写 中立

《泰晤

士报》
２０１６ ８ ９

Ｃｈｉｎａ Ｆｕｒｙ ｏｖｅｒ
Ｒｉｖａｌｓ Ｄｒｕｇ Ｃｌａｉｍｓ

叙述“孙杨霍顿事件”过程，指出霍顿的嘲讽

引发了中国官方媒体的反击，成千上万的中

国社交媒体用户要求其道歉

特写 中立

《联合

早报》

２０１６ ８ ９

对孙 杨 被 称 是

“嗑药骗子” 官

媒指责澳洲霍顿

没教养恶心

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霍顿称中国选手孙杨

是“嗑药骗子”，这一事件引起的风波越滚越

大，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和《环球时报》加入

口水战，指责霍顿“没教养、恶心”

消息 中立

２０１６ ８ １０
挺孙杨！ 中国网

民罢买澳洲奶粉

澳洲金牌泳手霍顿以“羞与用禁药泳手同

池”挖苦中国奥运选手孙杨，招致中国上至

官媒及国家单位，下至广大网民的愤慨。 在

澳洲游泳协会拒绝中国方面提出要求霍顿

就此事道歉之后，中国网民纷纷建言，要求

抵制澳货。 法广网报道，用经济购买力和恃

着庞大市场而要挟他人就范的做法，中国已

经是驾轻就熟

消息 中立

２０１６ ８ １２
《晶报》社论：白
岩松 斥 霍 顿 混

蛋，真的得体吗？

相信白岩松捍卫中国运动员尊严的良好初

衷，但作为拥有强大话语权的央视著名主持

人，用“混蛋”反击“骗子”，以骂制骂，用仇

恨言论反驳仇恨言论，显得不那么得体

评论 负面

　 　

如表 ６ 所示， 外媒对于该事件孰是孰非并不关心， 一直以中立的态度追

踪着事件的发展进程。 但外媒对于中国官员、 媒体以及网民对此事的激烈反

应感到震惊， 而此事件事态不断扩大甚至上升到政治问题， 也让中外媒体始

料未及。 此外， 该事件还涉及兴奋剂问题， 这是外媒长期高度关注的又一个

话题。 在外媒眼中， 中国队一直为兴奋剂问题所困扰， 游泳队更为突出，

因为本届奥运会中国游泳运动员陈欣怡兴奋剂检测呈阳性。 其中有 ２ 篇报

道在 “反兴奋剂运动” 的主题下将 “孙杨霍顿事件” 作为例子进行报道，

尽管他们也很明白孙杨在此事中是无辜的。 如澳大利亚主流媒体 《澳大利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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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人报》 刊文指出对于孙杨的指责是不公平的， 因为孙杨并没有服用兴奋

剂以提升成绩。

（２） 傅园慧系列话题。 里约奥运会期间， 傅园慧因为接受采访中的丰

富夸张的表情和风趣的语言， 以及作为首次公开谈论女性生理周期的女运

动员， 上述种种原因让她 “一夜成名”， 成为本届奥运会外媒最热衷于了

解的中国运动员。 关于 “傅园慧系列话题” 的报道共 ９ 篇， 其中消息 ３

篇， 占 ３３％ ； 特写 １ 篇， 占 １１％ ； 评论 ５ 篇， 占 ５６％ ； 报道态度倾向均

为正面 （详见表 ７）。

表 ７　 里约奥运会期间国外主流媒体关于 “傅园慧系列话题” 的报道

来源 日期 标题 主要内容 体裁 倾向

《华盛顿

邮报》

２０１６ ８ １６
Ｃｈａｒｉｓｍａｔ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ｗｉｍｍｅｒ
Ｂｒｅａｋｓ Ｔａｂｏｏ—Ｓａｙｓ ｉｔｓ Ｔｏｕｇｈ
ｔｏ Ｒ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 Ｐａｉｎ

中国女性运动员公开谈论月经

周期对比赛表现的影响，前所未

有。 傅园慧打破了这一禁忌，她
的言论在社交媒体上赢得了中

国乃至世界的支持

消息 正面

２０１６ ８ １３

Ｗｈｙ Ｂｒｏｎｚｅ Ｍｅｄａｌｉｓｔｓ ａｒｅ Ｈａｐｐｉｅｒ
ｔｈａｎ Ｓｉｌｖｅｒ Ｍｅｄａｌ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Ｏｌｙｍｐｉｃｓ Ｔｅａｃｈｅｓ ｕｓ
ａｂｏｕｔ Ｈｕｍａ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中国游泳运动员傅园慧在女子

１００ 米仰泳比赛中获得铜牌时的

生动表情，让她在互联网上引起

了轰动，并受到世界各国民众的

喜爱

特写 正面

２０１６ ８ １１
Ｔｈｉ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ｗｉｍｍｅｒｓ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ｏｕｔ Ｓｈｅ Ｍｅｄａｌｅｄ
Ｄｅｓｅｒｖｅｓ ａ Ｍｅｄａｌ ｉｔｓｅｌｆ

傅园慧凭借她的话语和面部表

情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喜爱
消息 正面

《纽约

时报》

２０１６ ８ １６
Ｕ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ｗｉｍｍ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Ｈｅｒ Ｐｅｒｉｏｄ，Ｓｈａｔｔｅｒ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ｂａｒｒｉｅｒ

傅园慧自由地讨论了月经周期

是否会影响她们的表现，打破了

女运动员长期以来的禁忌

消息 正面

２０１６ ８ １１
Ｔｈｅ Ｅｘｕｂｅｒａ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ｗｉｍｍｅｒ
Ｗｈｏ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Ｓｔａｒ ａｔ Ｒｉｏ

傅园慧已经成为里约奥运会的

一颗意外之星。 获得铜牌的她

所带有的狂喜的表情为中国运

动员在奥运会上所罕见。 金牌

在中国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不
是第一就是一个失败者。 按照

常规她不应该受到关注，但她在

取得个人最好成绩时所获得的

是不受约束的快乐

评论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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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日期 标题 主要内容 体裁 倾向

《联合

早报》

２０１６ ８ １０ 顾功垒：洪荒之力

傅园慧自然逗趣的“洪荒之力”
被广泛接受，和其摆脱体制内一

贯的表露手法不无关系。 当运动

员的身体记忆、心理素质可以很

好地展示中国体育系统训练的优

势时，外界可能更愿意看到体制

中的个体如何多元表达自我，诠
释新时代的奥林匹克精神

评论 正面

２０１６ ８ １２
环球时评：傅园慧，中国人到

底喜欢她的什么

中国社会真的变了，我们保持着

世界一流的集体上进心，同时我

们开始高度重视个人权利。 中

国人欣赏奔放，愿意看到年轻人

能够在恰当的场合尽情快乐起

来，这是一种很积极的集体心

态，傅园慧是奥运场上对应了我

们这一愿望的“特殊英雄”

评论 正面

２０１６ ８ １５
沈泽玮：“洪荒之力”能否提

升中国形象？

因为“洪荒之力”，中国运动员的

形象一下从“夺牌工具”回归正

常人，他们的喜怒哀乐和七情六

欲透过媒体镜头充分表露。 中

国的奥运形象也似乎从举国体

制下的“金牌至上”，回归运动场

上的“金牌至上”

评论 正面

２０１６ ８ ２１ 周兆呈：奥运的新世代美感

中国新一代运动员所展现的个

性化一面，消解了多年固化的集

体意识情境下的中国体育形象，
令人耳目一新。 对傅园慧的追

捧，代表了对强健体魄、率性表

达、敢做自己的认可

评论 正面

　 　

如表 ７ 所示， 外媒惊讶于傅园慧开朗自信的表现， 这与他们之前认为中

国运动员是 “拿金牌的机器人” 的刻板印象相去甚远。 傅园慧成为中国新

一代运动员形象代表， 他们摆脱了金牌至上的枷锁， 善于在镜头面前表达真

实的自己， 享受比赛的过程， 而中国民众也对此喜闻乐见。 外媒通过傅园慧

意识到中国民众对新一代运动员个性化一面的接纳和喜爱， 了解到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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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蓝皮书

对奥运观念的转变， 这种变化消解了多年固化的集体意识情境下的泛政治化

和功利化的中国体育形象。

四　他塑与自塑：中国体育形象的媒介呈现

（一）奥运会是塑造中国体育形象的重要平台

　 　 研究显示， 在国外主流媒体的他塑中， 本次里约奥运会中国体育形象呈

现诸多亮点： 在政治方面， 外媒对于大陆奥运精英代表团访港事件的正面报

道， 缓和了陆港矛盾， 消解了陆港间的负面政治因素。 在经济方面， 外媒对

于中国制造的大量报道， 强化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 中国制造遍布全球的经

济形象。 在文化方面， 外媒对于菲尔普斯拔火罐的特写， 为中医药文化的推

广搭建了世界平台。 在比赛成绩和运动员表现方面， 外媒在关注中国奥运代

表团表现不佳、 奖牌榜排名滑落的同时， 也感叹于中国民众乃至政府官员对

于金牌意识的淡化。 长期以来中国代表团重视金牌得失的体育形象开始消

解。 而傅园慧更是一改往日外媒对中国运动员的刻板形象， 以个性化、 开朗

自信、 享受奥运的姿态刷新了中国运动员的体育形象。

（二）国外媒体在塑造中国体育形象时存在双重标准

研究表明， 国外媒体对中国体育形象的他塑， 取决于意识形态架构和利

益关系， 这就使得媒体不可能在任何时候、 任何事情上都保持独立与公正，

只有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才可做到较为公正， 否则， 就有被歪曲、 被

丑化的可能。① 正如国外媒体在面对金牌意识问题上对本国和对中国表现出

完全不同的认识和态度。 《纽约时报》 在评论 “Ｆｏｒ Ｔｈｏｓｅ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Ｓｃｏｒ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ｏｍｅｎ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ｉｎ Ｒｉｏ” 中， 开篇对于金牌的意义做了这样的描

述： “奖牌数量的意义可能与奥运精神相违背， 奥运会的宗旨是让世界民众

６６２

① 刘小燕： 《关于传媒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考》，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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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形象”的媒介呈现

在几周的时间内放下民族主义团结在一起， 但是保持分数才是运动的本质。

从奖牌榜来看本届奥运会美国取得了好成绩。” 但该报纸同时也刊登了评论

“Ｌｏｗｅｒ Ｍｅｄａｌ Ｃｏｕｎｔ ｉｎ Ｒｉｏ Ｒａｔｔｌ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ｌｙｍｐｉｃｓ Ｏｂｓｅｓｓｉｏｎ”， 指出， “中国

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在大幅下降， 这让中国感到不安， 因为中国把奖牌数量

视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一个指标。 对于中国的许多运动员和球迷来说， 即便是

相对较小的失误也会让他们非常痛苦”。 两篇报道在谈到本国 （美国） 时认

为追逐奖牌是运动的本质， 即便和奥运精神相违背也可以理解。 但当主体变

为他国 （中国） 时， 便认为中国追逐奖牌是在展示国家实力， 给运动员造

成了很大压力。 又如 《泰晤士报》 以 “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ｎ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ｉｒｄ Ｐｌａｃｅ Ｂｕｔ

Ｌｅａｒｎｓ ｔｏ Ｌ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Ｌｏｓｅｒｓ” 为标题来报道中国金牌意识淡化现象， 可以看出

英国媒体非常关注中国奖牌榜的排名， 并且在标题中用 “失败者” （Ｌｏｓｅｒ）

来形容中国。 这种双重标准令人反思： 只要中国淡化金牌意识， 就可以摆脱

外媒对中国 “奖牌机器” 的刻板印象， 就有利于中国良好体育形象的塑造。

（三）重视自塑，多渠道展示中国体育形象

研究发现， 国外媒体在报道涉华热点事件时， 通常甚少发表评论， 以保

持中立。 但会有选择的引用中国媒体、 中国官员以及中国网民对该事件的评

论。 媒体通常都不是镜子式地反映外部世界， 而是通过有取舍的议程设置以

隐喻的方式表达态度倾向。 如外国媒体在对 “孙杨霍顿事件” 的 １０ 篇报道

中， 有 ８ 篇报道将重点放在引用 《环球时报》 以及新华社对澳大利亚发表

的批评言论、 中国网民在霍顿私人社交媒体留下的负面评论以及中国官员对

此事提出申诉等等。 尽管外媒在引用时尽可能避开事件是非对错， 可是却充

分渲染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一现象也提醒国内媒体应高度重视在大型

体育赛事中的形象自塑， 通过多渠道向世界呈现积极正面的中国体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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