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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武术国际传播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形象的重要途径。如何加强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传播能力已经成为时代之问。基于政府能力模型、组织能力

模型和个人能力模型形成的三层次理论框架，运用扎根理论的分析方法，对精选的61位武

术国际传播者进行深度访谈，并运用NVivo质性数据分析软件对访谈文本进行分析，构建

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能力结构模型和提升路径的“振波效应”传播模型，提出中国武术国际传

播能力提升路径：发挥政府在战略制定、目标指引、引领发展等方面的核心能力；增强组织

在依靠政府力量、传播方案制定、凝聚个人传播力量等方面的纽带能力；提升个人技术过

硬、“破圈”轻松、善于经营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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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Wushu is an important way to tell the sto‐

ry of China well, spread the voice of China well, and showcase a trustworthy, lovely, and re‐

spectable image of China. How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Wushu’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y,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form 

the communication capacity matching with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inter‐

national status has become a question of the times. Based on the three-level theoretical frame‐

work formed by government capability model,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model, and individual 

capability model, this study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61 selected international com‐

municators of Wushu by using the analysis method of grounded theory, and NVivo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software was used to code the interview text step by step. The Chinese Wushu in‐

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ies structural model and the “vibrational wave effect” commu‐

nication model of the promotion paths were constructed. And the promotion paths were pro‐

posed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y of Chinese Wushu: Leverage the 

government’s core capabilities in strategies formulation, goals guidance, and leading develop‐

ment; enhance the organization’s ability to rely on the government, formulate plans, and gather 

individual communication power; amplify the practical abilities of individuals to achieve skills, 

break through social barriers easily, good at business operations.

Keywords: Chinese Wushu;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y; structural model; promo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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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

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论述主要围绕坚持党对国际传播

工作的全面领导、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拓展国际传播渠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

之理”5 个方面展开（何得桂 等，2023）。近年来，中国武术国际传播的研究取得了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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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成果，主要集中于传播要素研究，如传播者存在人才匮

乏（张长念，2015）、语言障碍（李艳君，2011）等问题；传播

内容存在技术内容单一、文化含量低（许仕杰，2012）、缺

乏规范体系等问题（孟涛 等，2021）；传播渠道存在单一

（王国志 等，2018）、融合难等问题（修晶，2023）；对于传播

受众缺乏深层次认识（王林，2008）等问题。由此可见，中国

武术国际传播尚未充分利用传播学理论规律，同时与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

际传播效能”仍存一定差距。此外，已有研究鲜见对中国武

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系统探讨，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能力

结构模型尚不完善，体现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能力结构不清

晰、国际传播能力不足的核心问题。因此，为响应《体育强

国建设纲要》《武术产业发展规划（2019—2025年）》《关于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文件对

于促进武术交流合作、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号召，本研究

针对政府、组织和个人三方面能力进行结构模型构建，探

寻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能力提升路径。

1 研究背景

1.1　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能力概念界定　

关于国际传播能力的概念，学者们主要从个人层面

和国家层面进行定义。从个人层面，传播能力指在特定

情境下展示传播行为知识的能力（Robert，1984）；以个人

有效的、以社会得体的方式进行传播的素质水平（Tren‐

holm et al.，1996）等。从国家层面，国际传播能力是国家

进行国际传播所有的能力，即国家行为体赖以从事国际

传播活动的，既有的国际传播能量、条件和状况（李智，

2014）；国家行为体以自身综合实力为基础，以大众传播

为主体，以思想、文化与价值观等为主要内容，通过运用

各种传播渠道和平台构建国际文化认同，不断扩大本国

文化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的能力（王向阳，2022）。综上，

传播能力侧重于传播主体所需具备的主观能力（条件），

而中国武术国际传播的传播主体主要包括政府、组织和个

人。本研究将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能力定义为：传播主体（政

府、组织和个人）通过口传身授或多元化的媒介信息传输

平台将中国武术传播给世界不同国家、民族、地理性区域

的受众群体所需具备的能力水平总和。

1.2　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能力模型构建的理论基础　

1.2.1　政府能力模型理论依据　

中国武术国际传播政府能力，是指政府在中国武术

国际传播中实际拥有的制定规划、方案或措施的能力以及

提供服务的能力，是中国武术国际传播中的核心能力。政策

工具的分类划分为环境型、供给型及需求型工具：1）供给

型政策工具包括财政、技术、基础设施、信息服务等内容，

旨在提供合理的政策推力；2）需求型政策工具包括政府

采购、创新服务和管理等内容，旨在形成有效的政策拉

力；3）环境型政策工具以专利、税收政策和法规等内容为

代表，旨在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起到外部影响作用（Roth‐

well， 1982）。3 类政策工具共同影响，保证了各维度包含

的内容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兼具代表性和指导性。

1.2.2　组织能力模型理论依据　

中国武术国际传播组织能力，是指国际武术组织生

产或调动其各种资源以履行其使命并实现其目标的能

力。组织能力是一个组织为履行其使命和实现本组织目

标产生或调动其各种资源的本领（Millar et al.， 2016）。不

同维度的组织能力对组织以有效、高效和可持续方式履

行其使命和职能具有重要意义。有研究将组织能力区分

为 5 个能力维度（Hall et al.，2003）： 1）人力资源能力，是

指在组织内进行部署人力资本的能力。2）财务资源能

力，是指开发和调控部署金融资本的能力。财务资源能

力包括收入、支出、资产和负债等。3）关系网络能力，即

利用与其他组织或机构关系的能力。4）基础设施和流程

能力，即组织部署或依赖基础设施、流程的能力。5）规划

发展能力，即制定和利用组织战略计划、项目计划、政策

和建议等的能力。有研究发现，人力资源能力和规划发

展能力对于目标实现的重要性明显高于其他组织能力

（Misener et al.， 2009）。

1.2.3　个人能力模型理论依据　

中国武术国际传播个人能力是指个体通过文化认

知、情感态度与行为技能，实现有效而恰当的武术国际传

播所需要的综合素质，即跨文化传播能力。跨文化意识

是个人能力构成的认知维度，是指对不同文化的理论、价

值观、态度、信念和观点的有意识理解（Chen et al.，1998），

代表个体区分来自不同文化空间的交际对象行为、感知

和感觉差异，以及欣赏和尊重它们的能力；跨文化敏感是

个人能力构成的情感维度，是指在跨文化交际中理解和

欣赏文化差异的情感发展，并出于尊重的意愿而自愿地

改变自己的行为（Hammer et al.，2003）；跨文化有效是个

人能力构成的行为维度，强调在跨文化互动中有效发挥

作用所需的技能。概括来说，跨文化传播要求传播者拥

有欣赏其他文化的觉悟、超越民族中心主义的思想和善

于在多元文化情境中表现自身的能力。跨文化传播能力由

知识、态度和技能3个基本层面组成（刘涵 等，2013），在此

基础上形成认知（cognitive）/情感（affective）/行为（behav‐

ior）能力模型，即CAB理论模型（Hammer，2015）。

2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调研、访谈、问卷调查、田野实

证等研究方法构建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能力的理论结构模

型，采用非结构式访谈，通过线上访谈的方式对中国武术

国际传播过程中的传播主体（政府、组织和个人层面）进

行深度访谈调查，获得本研究所需的相关资料，并以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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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Strauss et al.， 1997）作为方法论框架，运用 NVivo 

12 Plus 质性分析软件，通过编码找出关键概念之间的关

系，深入分析资料，将资料自下往上进行浓缩、归纳，从微

观层面了解并阐述在特定环境下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能

力，厘清能力要素构成，构建中国武术国际传播政府能

力、组织能力和个人能力结构模型。

2.1　访谈法　

1）精选访谈对象。采用合众法（triangulation）筛选出

适合本研究的访谈对象共 61 名：代表政府相关部门的国

家体育总局武术管理中心工作者 9名、代表国内高校的权

威专家 9名、代表典型的国内援外武术传播者 17 名、代表

长期定居海外传播武术的华侨 20 名、代表国外培养的本

籍武术教练员 6 名。受访者平均年龄为 50 岁，职称多为

正高级，职务以国家级教练员和国际级裁判员为主，中国

武术段位制等级均在六段以上，习武年限在 8～53年，平

均习武年限 35年，从事武术国际传播 1～50 年。受访者通

过武馆培训、公派援外教练、社区教学、出访交流等方式

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武术国际传播。本研究的访谈对

象在中国武术国际传播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同时，受访

者在组织或团队中担任主教练或核心组织者等角色，可

提供关键且重要的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过程中的政府、组织

和个人的能力要素信息，为武术国际传播能力提升路径提

供实践依据。2）访谈内容和访谈过程。根据理论和研究

需要，制定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能力访谈提纲，访谈内容包

括政府能力、组织能力和个人能力等 3个方面。访谈时间

为 2021 年 5 月 2 日—6 月 3 日，因受访者所处地理位置较

为分散，且闲暇时间有限，本研究在征求受访者同意的情

况下，灵活选择访谈地点和访谈方式，以线上语音和视频

访谈（钉钉、微信等）为主，结合文字交流和面对面访谈的

形式进行。为保证受访者能在放松、自然的状态下提供

有效信息，在访谈开始前，均向受访者明确访谈主题、研

究目的以及注意事项等。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方式，根据

事先拟定的访谈提纲，由经过严格培训的访谈员进行访

谈，访谈员可视情况灵活调整提问顺序，遵循仔细聆听、

耐心解释、合理引导与适当激发等访谈原则，使受访者能

够深入地围绕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能力的构成要素进行阐

述。每个受访者的访谈持续时间为40～60 min。访谈前将

提纲发予受访者，保证受访者对访谈问题有充分准备。

为确保访谈所收集到的内容来自受访者真实的心理感

受，访谈时首先承诺访谈的匿名性及访谈资料仅作课题

研究使用，在被允许的情况下对访谈内容进行全程录音。

2.2　数据处理　

访谈结束后，通过讯飞听见、网易见外工作台等软

件，逐字、逐句将所有录音资料转换成文本，转录时以忠

实于录音资料为原则，再由研究者进行文字校对。此外，

为保证“当地培养的本籍武术教练”受访时的语境、表达

在文本转换的准确性，特聘请一位既有一定武术基础又

对武术文化知识深入了解的大学英语老师进行校对。为

确保文字记录准确反映受访者观点，获得的文本按姓名

排序，访谈文本编号为 W01～W61。转录完毕后，最终获

得收集的录音数据资料累计时长为 2 814 min，平均访谈

时间约为 47 min，经转换后得到文本资料 44万余字。

基于质性探索方法，先进行初始编码，归纳出子节点

与树状节点，再与理论背景结合分析总结出多级核心类

属编码，以结构化的方式呈现非结构性质的文本材料，具

体操作步骤： 1）导入文件。在 NVivo 12 Plus 中新建一个

项目，将 61 份文本资料导入材料，通读并熟悉访谈文本。

2）一级编码。发现文本中的概念类属及其维度划分，并

对其进行初步命名，标记为自由节点。若一段文字涵盖

几个节点，则分别标记在不同的节点下。3）二级编码。

调整子节点的位置，建立子节点之间的有机联系，剔除、

合并或重组不同节点下的内容，形成有逻辑的树状节点

结构。4）三级编码。经过系统分析与修正，为树状节点

归纳出一个核心类属。5）验证编码信度。为保证由主观

判断与分类得出的编码结构具有可信度，由另一位接受

过质性研究培训的课题组成员对部分访谈文本进行二次

编码，其中，中国武术国际传播政府能力、组织能力、个人

能力各自的编码一致性均在 0.80 以上，编码结果具有良

好的信度。6）总结编码内容，构建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能

力结构模型。

2.3　田野实证调查　

课题组成员于 2016—2023 年多次参与中国武术国际

传播，在孔子学院、国外武术组织、武术俱乐部、大学武术

社团、武术馆校等进行教学、交流，同时对中国武术国际

传播实际状况展开实地调研，对教学所在地的多家武馆

进行实地调查，对武术组织进行走访调查，所得的资料和

数据为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撑。

3 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能力结构模型构建

以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传播学理论为

依据，结合扎根理论、专家访谈、问卷调查对中国武术国

际传播能力进行结构模型构建，通过质性分析软件NVivo 

12 Plus 对 44 万余字的文本资料数据进行处理，凝练出中

国武术国际传播能力构成要素：3 个一级主体结构能力、

11个二级核心类属能力及 34个三级节点能力（图 1）。

3.1　政府能力结构模型　

不同时代，政府能力在武术国际传播的表现不同。

1912年以前，武术国际传播主要通过贸易、移民等非政府

能力而进行的不自觉传播。1912—1949年，虽然政府成立

的“闽南国术团”（1929年秋）、“南洋旅行团”（1936年 1月）

及“柏林奥运会武术表演团”（1936年 8月）前往世界各地表

演可视为政府主导的 3 个典型传播案例，但整个民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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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政府所展现出来的传播力量微乎其微。1949—1978年，

中国武术代表团“武术外交”（1974 年 6 月）的访问表演使

得中国武术风靡美国，但对世界范围的影响有限。1978—

2012年，中国武术意识到武术国际传播的重要性，开始开

展国际交流，积极稳步地向国外推广，经过多年在亚洲地

区的传播，武术于 1990 年进入亚运会并于同年亚运会期

间成立了国际武术联合会，武术国际传播拥有了更好的

发展平台，武术开始真正走向国际，竞技武术得到了前所

未有的国际传播。经国际奥委会批准在北京 2008年奥运

会期间举办的北京 2008 武术比赛，极大促进了武术的国

际传播。这一时期，武术的国际传播获得了较好的成绩，

政府能力也逐步呈现出来。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武术国际传播愈发重视国家力量，

政府能力也更加突显，武术也于 2020 年被列入第四届青

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经访谈文本三级编码，运用 NVivo 12.0 Plus 质性分析

软件对武术国际传播政府能力展开要素分析与结构探

索，形成 11 个树状节点，42 个子节点，420 个参考点，归纳

至政策工具维度下的 3个核心类属，并得出以下描述性结

果：在武术国际传播的政策工具中，供给面政府能力占比

62.4%，环境面政府能力占比 24.8%，需求面政府能力相对

占比较少，仅有 12.8%，表明当前受访者认为政府应综合

使用 3种政策工具以促进中国武术国际传播，且对于政策

工具的选择具有一定倾向性。

从供给面政府能力、环境面政府能力和需求面政府

能力各自的要素内涵与分布的研究结果看，3个维度统一

形成了中国武术国际传播政府能力构成体系。对该体系

进行结构性分析，结果表明，供给面政府能力涵盖了政府

直接推动武术国际传播的策略，是能力结构的中枢核心；

环境面政府能力为中国武术国际传播打造利好框架，发

挥外部环境的辐射作用，是能力结构的辅翼佐助；需求面

政府能力是政府借助外部力量以弥补自身不足，拉动政

府能力的扩充升级，是能力结构的牵引延伸（图 2）。政府

能力模型是在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能力模型构建的问题导

向下建立的分模型，是总模型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能

力模型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过程

中政府本身的能力；另一方面是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过程

中政府协同组织和个人层面的领导力。

3.2　组织能力结构模型　

为确保研究的合理性，调查过程中涉及的组织不是

纯粹的华人社区，而是混合的、多种族的开放型组织。通

过访谈文本阅读、逐一编码，析出能够反映组织能力构成

要素的词句，得到 41 个自由节点，共计编码 889 个参考

点，13个树状节点。运用NVivo 12.0 Plus质性分析软件分

析访谈文本，最终凝练出 5个核心类属： 1）人力资源能力

包括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源管理，这是国际武术组织的

发展先决力；2）财务资源能力包括财务资源开发、财务资

源管理，这是国际武术组织的运营保障力；3）关系网络能

力包括与政府、资助企业、媒体、其他武术组织合作，这是

国际武术组织的资源获取力；4）基础设施和流程能力包

括基础设施、项目开发、法律地位，这是国际武术组织的

核心竞争力；5）规划发展能力包括规划能力和发展能力，

这是国际武术组织的持续生存力（图 3）。这与 Hall 等

（2003）组织能力 5个维度之间高度吻合。

3.3　个人能力结构模型　

利用 NVivo 12 Plus“自动编码-情感识别”功能进行情

感基调的内容分析，结合武术国际传播能力和已有实践经

验进行研究、分析、总结。结果显示，在个人能力现状满意

度的调查中，受访者满意度达到 61%，但仍有 39% 的满意

度较低，其中 21% 为极不满意。提示，武术国际传播者的

个人能力仍有待提高。根据受访者访谈提到的关键词进

图1　 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能力结构要素

Figure 1.　 Building Block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ies of Chinese Wu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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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分析，再进行裂化合并或转化重组为 10个主要类

属能力节点，最后将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者个人能力的核

心类属凝练为认知能力、情感能力和行为能力 3个核心要

素。将文化素养、文化意识归至认知能力，这是个人能力

的基础；情绪态度、性格特征、意志品质归至情感能力，这

是个人能力的衔接；社会交往、传播灵活、传播技巧、语言

水平、武术技能归至行为能力，这是个人能力的表现（图4）。

在武术国际传播中，个人是武术国际传播的具体实施者，

传播者个人能力越突出，其在武术国际传播中的能力发

挥越好。尤其是武术个人传播者，无论是华人华侨还是

当地本籍教练员，无论是华人社会圈还是在国外本土社

会圈，其个人越具有较大的地位势能，越能更好地借势传

播武术，传播辐射范围越大，传播效果也就越显著。个人

要将武术文化所包含的价值、技艺、物质层面的要素进行

整体、有序的传播，从而使武术得以在国际上活态传承，

并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实现武术的现代调适、

发展与创新，实现武术在国际社会离散地洐生传承（侯小

琴 等，2020）。

4 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能力提升路径模型构建与能力提升路径

4.1　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能力提升路径模型构建　

中国武术的早期传播主要以个人为主，但个人传播

存在无组织、无秩序、无管理、无目标、无标准等现象，具

有为了安身立业、养家糊口的“草根”文化特征（孟涛，

2013），导致传播效率低、传播内容混乱、文化自信缺乏、

传播成果变异等问题。例如，武术传播到琉球被改成为

“唐手”，又传向日本后被改为“空手道”，成为日本武道文

化的一部分；李小龙在美国期间吸收了日本空手道、韩国

图2　 政府能力构成体系结构模型

Figure 2.　 Structure Model of Government Capability Composition System

图3　 组织能力构成体系结构模型

Figure 3.　 Structure Model of Organization Capability Composition System

图4　 个人能力构成体系结构模型

Figure 4.　 Structure Model of Individual Capability 

Composi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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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泰拳、西洋拳等各家之长，又结合咏春拳、太极

拳、螳螂拳、洪拳、少林拳、节拳、西洋击剑等创立了截拳

道（孟涛，2013）。虽然李小龙将中国武术打造成“中国功

夫”的招牌传向美国并为中国武术向美国的传播做出了

巨大贡献，但受访者认为其构建的截拳道体系不能代表

中国武术的全部，从而成为中国武术国际传播的争议内

容。因此，为更好展示国家形象、塑造文化软实力，争取

武术早日在世界普及化，中国武术国际传播必须坚持“国

家-组织-个人”三位一体的传播发展理念，进行文化共

享，将中国武术“有益、有序、成熟、普世”（陈青 等，2023）

的文明成果向世界传播，从而获得广泛认同。本研究在

构建的中国武术国际传播结构模型基础上，结合中国特

色传播理论和田野实证研究，构建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能

力提升路径模型（图 5），即“振波效应”传播模型。中华文

化是中国武术国际传播的核心层，中华文化具有顽强的

生命力和辐射力，其自身的动能充当着振波的动力，呈现

“振波效应”。政府能力为振波的次核心层，利用中华文

化的核心动能，借助自身优势，推动中间层发挥效能。政

府能力越强，对外层振波的影响面越大。组织能力为中

间层，通过加强中间层的带动力量将增强外部层振波的

力量。个人能力为外部层，通过提升个人能力扩大振波

的延伸层。国际传播对象为振波的延伸层，通过不断扩

大传播对象并使其得益于武术，继而又成为中国武术国

际传播者。如此反复，中国武术国际传播的动力生生不

息，从而增强中国武术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4.2　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能力提升路径　

4.2.1　发挥政府的核心能力：制定战略、指引目标、引领发展　

政府能力是国家力量的代表，具有权威性、指引性和

服务性等特性。根据专家访谈分析，52.46%的专家认为，

在中国武术国际传播中，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武术国际传

播战略、出台相应政策、引领国际武术高质量传播等政府

能力方面尚需提高，而这是国家力量在武术国际传播能

力建设中的重要体现。例如，1949年10月1日—2022年7月

1日，国家政府层面出台武术国际传播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划计划、意见、办法、通知、方案、纲要等文件 22份，其中，

1983年 1份、1987年 1份、2000年 1份、2012年 2份、2015年

1 份、2016 年 2 份、2017 年 6 份、2019 年 3 份、2021 年 4 份、

2022年 1份，表明中国武术的国际传播工作日益受到国家

的重视（李臣 等，2023）。这些体现政府能力的文件影响、

推动和拉动了中国武术国际传播，使得武术成为青奥会、

亚运会、全非青年运动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国际及洲

际综合性运动会比赛项目。

1）发挥政府顶层引领作用的环境面能力。政府相关

部门需要制定有温度、接地气、有内涵的传播战略，制定

好合理性、准确性、可行性的目标规划，通过顶层设计，确

定武术推广策略，明确政策实施细则，拟定和量化工作目

标，指引武术国际传播各主体的工作方向与责任，从而提高

工作的可操作性与执行精准性。例如，孔子学院自 2004年

在韩国首尔开办第一所以来，已走过了近 20 年的历程。

据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显示，截止到 2022年 12月 31日，

全球共有160个国家（地区）建立了492所孔子学院和819个

孔子课堂（赵灵山，2022）。孔子学院通过“中文＋武术”等

特色课程形式，对武术国际传播起到极大促进作用。

2）加强政府协调合作、完善服务保障的供给面能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

的社会治理体系，从共建共享角度诠释了跨部门协同治

理的理念。政府通过能力提升，打破沟通壁垒，形成有效

的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武术国际传播过程中的资源

分配，推动武术产业链的创造和延伸，建立多方位武术国

际传播体系，协同促进武术国际传播。例如，2019 年 7 月

18 日，国家体育总局、外交部等 14 部门联合印发《武术产

业发展规划（2019—2025 年）》，展现出新时代政府部门之

间协同工作的能力。

3）增强武术信息支持、发挥新型媒体效能、扩大公共

服务的需求面能力。政府主导建立和完善武术对外传播

的武术基础信息库和大数据信息技术平台，加大对武术

信息的支持力度，制定科学可行的技术传播体系，建立标

准动作库和教材，构建以中国武术文化、技术为传播内容

的中国特色武术话语体系，发挥新型媒体效能，扩大公共

服务范围，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优化公共服务体系，提高

武术国际传播效果。近年来，中国官方媒体海外平台通

过发布武术短视频、武术纪录片等形式使武术得到较好

的传播效果。

政府能力

组织能力

个人能力

国际传播对象

核心层

次核心层

中间层

外部层

延伸层

中华文化

图5　 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能力提升路径模型

Figure 5.　 Model of the Promotion Path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of Chinese Wu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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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增强组织的纽带能力：依靠政府、制定方案、凝聚个人

力量　

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强

调，“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加强与国际体育组织的交流

合作。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

多边合作平台和政府间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通过组织

培训、境外展演、对外援助、举办比赛等方式，扩大武术的

全球影响力。结合组织能力结构模型以及田野实证研

究，建议从依靠政府、制定方案，部门协作、凝聚人才，拓

展渠道、扩大资源等 3个方面提升组织能力。

1）依靠政府、制定方案。目前国际上的武术组织普

遍存在目标定位不明确，缺乏制定发展规划的落实方案，

导致武术国内外推广不接轨、武术全球发展不均衡等问

题。鉴于此，组织需要依靠政府的宏观规划和统筹发展

目标来制定武术国际传播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如匈牙利

禅武联盟总会通过获得匈牙利政府的支持和对组织架构

的完整规划，曾在匈牙利不同地区开设 66间学校，注册会

员超过 15 000人（孟涛，2023）。

2）部门协作、凝聚人才。针对目前国际武术组织在

发展过程中更多地处于各自独立、彼此分离、缺乏协作的

状态，与政府相关部门、资助企业等也缺乏充分的协同联

动机制的现实困境，武术组织需要与政府相关部门、资助

企业、媒体、其他组织、武术馆校以及武术传播者、练习者

之间建立高效的关系网络，有助于武术国际传播的政策

支持、资金募集以及传播人才招募。如新加坡武术龙狮总

会与当地教育部门商谈后达成合作机制，武术传播的学校

从最初的 6所发展到近 300所，表明武术组织通过与政府

相关部门合作扩展资源，增强了传播效果。此外，武术组织

还需要从能力需求和战略目标出发制定武术专业人才的开

发计划，如整合国内外退役运动员信息，建立武术人才库。

3）拓展渠道、扩大资源。通过访谈文本分析得知，目

前国际上的武术组织大多数面临生存问题，主要原因是

创造营收渠道不够，基础设施建设参差不齐，受众面低，

项目开发缺乏核心竞争力。因此，组织需要拓展资金渠

道、扩大财务资源，健全财务资源开发机制，优化提升募

集资金的能力，健全项目开发措施，扩大受众范围，构建

标准化的传播内容体系。如美国武术学院参考跆拳道建

立了从白带到黑带的“十级制”习练内容和考核标准；匈

牙利禅武国际联盟总会的少林武术推广模式从礼仪、服

饰到技术等级都有严格的标准，在欧洲产生了较大影响

力（孟涛 等，2021），其在标准化方面的尝试已经展示出该

组织在武术传播方面的优势。

4.2.3　提升个人的实践能力：技术过硬、“破圈”轻松、善于经营　

结合国际传播能力结构模型，个人是传播的具体实

施者，是中国武术国际传播的落实者和践行者。中国武

术国际传播个人能力的提升建议从以下 3个方面进行。

1）加强文化素养与文化意识并重的认知能力。文化

素养的提升，需要传播者具有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在

进行武术国际传播时，传播者应考虑到不同国家、民族的

社会价值观、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等差异，树立武术文化

的开放共享理念，充分考虑受众的多向性，注重与受众沟

通与交流，针对不同受众设计个性化服务，将受众的心理

期待和真实需求融入武术国际传播中，从而更好地发展

武术基础人群，增加武术人口。

2）提升情感态度、性格特征和意志品质三位一体的

情感能力。情感能力作为个人能力的提升路径之一，是

中国武术国际传播个人能力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情感态

度提升方面，传播者通过文化和技术交流，充分应用跨文

化交际的技巧和方法，积极与传播对象互动。从传播者

的性格特征看，有耐心、有亲和力的宜人性是传播者能力

最为突出的性格特征。在意志品质提升方面，传播者需

要从热爱武术、尽职敬业和踏实勤勉等尽责性品质方面

进行个人能力提升。武术技能是传播者所具备的专业技

术能力，超过 67% 的受访者（共有 41 个材料来源数）提及

武术技能要素，受访者一致认为，武术国际传播有赖于武

术技术、教学训练、表演展示等环节。因此，在技术层面

上，传播者必须具备过硬的专业技术能力才能把武术动

作示范好、传播好、发展好。

3）提高代表国家形象的行为能力。中国武术国际传

播者的行为不仅代表传播者个人形象，更是代表中国国

家形象和中国武术话语体系。传播者需要时刻注重礼仪

礼节，塑造并维护武术传播使者的身份和形象。在武术

传播中融入武术文化理论，如在教学中对武礼中包含的

抱拳礼进行阐释，其深层含义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在新时代倡导人类和谐共生，从而有助于塑造国家形

象。传播技巧是把武术传播给受众的落脚点，也是武术

国际传播是否真正落地的关键。因此，武术个人传播者

应不断提高传播技巧以提升传播效果。

5 结语

新时代，中国武术国际传播需要应国际传播时代之

趋势，依靠国家力量，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

传播力，满足体育强国和文化强国建设的需求。国家政

策引导和支撑是武术国际传播的必要条件和首要动力。

政府利用自身优势做好目标定位，完善各项保障措施，筑

牢武术传播的基础，根据传播环境的不同充分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为中国武术国际传播顺利落地保驾护航。政府

引导组织和个人积极投入到武术国际传播的队伍中，并

以政策、资金加以支持鼓励，提高各组织、团体等多方积

极性，发挥基础保障和兜底作用，加快形成层次高、领域

广、多阶层共同参与的多元传播网络。中国武术在国际

传播过程中应以中华文化传播为核心，增强文化传播，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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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文化自信。中国武术哲学理念与“共建‘一带一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一脉相承，因此，增强中国

武术国际传播建设势必可为解决新时代人类社会发展所

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以此

更好构建国家形象，更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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