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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转对于乡村文化的刻板印象和错误认知，进而开拓文

化 视 野 、 汲 取 优 秀 思 想 、 丰 富 精 神 生 活 、 坚 定 文 化 自

信，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和生活水平差距，为乡村文化振

兴指引前进方向。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探索

作 为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精 髓 内 核 ， 乡 村 文 化 在

当代发挥着培根铸魂的育人作用，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的精神根基和有力支撑，是实现数字中国、建设文化强

国的精神支柱和重要保障。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利用大

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等现代信息技

术，实现数字素养的提高、嵌入领域的拓展、资源供给

的丰富，充分运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文化振兴。

（一）把握核心，提高文化主体数字素养

人不仅仅是社会历史的创作者，同时也是国家繁荣

发展的主力军。提升人们对于乡村文化的文化自信和文

化认同，培养新时代村民的数字意识和网络安全认知，

离不开高水准的数字素养。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文化振兴

为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普及现代信息技术、构建高水平

数字乡村提供多元路径。云计算和大数据相结合，以可

视化的数据为依据，分析外界对于乡村文化的关注点以

及当地农民的现实需求，精准刻画客观、全面、高效的

乡村文化振兴战略，为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开展数字农

民培训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和方向指引，有效提升素养培

训工作的科学性。[9]同时，互联网的普及、社交平台的激

增以及国家重视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基调，

使 乡 村 文 化 获 得 更 多 宣 传 和 关 注 。 数 字 基 础 设 施 的 完

善，使得农民逐渐跨越数字鸿沟，通过网络获取多元文

化内容，丰富文化生活，提升文化素养，为乡村持续发

展和全面振兴培养后备人才。

（二）运用工具，拓展数字技术嵌入领域

随 着 《 “ 十 四 五 ” 文 化 发 展 规 划 》 的 提 出 ， 文 化

产业数字化战略成为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举措和业态指

向。数字技术的融入颠覆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拓展文

化产业的发展空间，丰富文化产业的发展形态。运用虚

拟 现 实 技 术 、 增 强 现 实 技 术 等 数 字 技 术 ， 创 建 沉 浸 仿

真 、 智 能 立 体 的 乡 村 文 化 体 验 空 间 ， 感 悟 传 统 风 土 人

情，聆听乡村民间故事，传播深厚文化底蕴，带动文旅

融 合 热 潮 ； 利 用 3 D 打 印 、 图 像 识 别 、 物 联 网 等 新 兴 技

术，制作极具乡村特色的文创产品，以文创产品传递文

化故事，发挥互联网传播的跨时空特征，拓展文创产品

的销售渠道，激发人们对于乡村文化的兴趣；[10]借助大

数据、云计算和数字传输技术，搭建乡村文化云端数据

库和资源交流平台，赓续优质乡村文化，强化乡村文化

的传播力度，打造乡村文化产业的全新业态，为乡村文

化传承和振兴提供内生动力。

（三）营造氛围，丰富数字文化资源供给

随着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数字孪生、元宇宙、

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赋能，乡村文化数字化将进一步推

动底蕴深厚的乡村文化的赓续与振兴。[11]由于数字文化

资源具有共享性、无偿性、受众广、传播便捷、内容丰

富 等 显 著 特 点 ， 因 此 要 充 分 运 用 数 字 技 术 ， 搜 集 全 国

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农民逐渐跨越数字鸿沟，通过网络获取多元文化内容，丰富文化生活，提升文化素养，为乡村持续发展和全面振兴培养后备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