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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户“本人”收获了社会认同与关注度，用户在“社

交货币”的激励下自发参与进网络模因的“数字狂欢”

中。随着模因的进一步传播与用户的持续参与，模因的

文化来源也会受到用户的关注与评价，在轻松娱乐化的

参与氛围中，用户对于模因的积极情感倾向也能在潜移

默化间作用于模因的文化来源。

短视频模因视角下的跨文化传播与软实力建设

本 研 究 以 我 国 短 视 频 网 络 模 因 “ 科 目 三 ” 为 例 ，

分析其在TikTok平台上的跨文化传播效果。研究发现，

TikTok“科目三”的模因创作内容呈现出变异程度低、

核心元素还原度高；解码形式受用户既有框架影响；意

见领袖带动效应显著，情感交际功能突出的特点。

从用户评论反馈看，“科目三”短视频模因传播范

围较广，评论语言多达21种，其中英文评论最多。东亚

及东南亚国家用户评论占比最高，侧面体现出文化亲近

性在模因传播中的作用，这也表明，我国网络模因的传

播在欧美及拉美文化圈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通过LDA主

题分析和词云图可知，TikTok用户对“科目三”评论的

主题围绕该模因的核心要素、模仿创作者、文化来源三

方面展开。情感分析显示，TikTok用户对 “科目三” 模

因总体持相对积极的态度。

实证研究发现，“科目三”短视频模因在国际主流

媒体平台TikTok上实现较为良好的跨文化传播效果，这

表明短视频网络模因能够为不同语言、民族、文化背景

的参与者开辟新的互动领域与空间，有利于跨越语言和

文化的隔阂，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用户之间的交流与互

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模因所属国的文化影响力，

间接提升社交媒体用户对其的好感度。

基 于 上 述 研 究 ， 研 究 者 认 为 ： 可 以 从 用 户 的 社 会

认同心理、短视频模因的打造以及数字文化产业三重视

角，对数字时代的跨文化传播和文化软实力建设进行解

读，并为其提供对策性支持。

（一）基于社会认同心理的短视频模因传播：以模

仿促交往，以认同搭桥梁

短视频模因的传播与个体寻求社会认同的心理需要

紧密关联，能帮助个体在跨文化环境中定义自己和与他

人的互动关系。有关镜像神经元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模

仿行为具有自发性，通过对他人某种特定动作的观察，

会促发知觉者自身做出相同的动作。[23]“科目三”利用

其独特鲜明的舞蹈动作成功激发了TikTok用户的模仿行

为，促进该模因的跨文化互动。同时，模仿行为也能反

作用个体去理解他人行为背后的情绪，与被模仿者产生

情感共鸣。因此，我们可以传播含有中国人民情感、价

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短视频模因，让海外群体通过模仿和

参与，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背后的情感内涵，这种情感

共鸣有利于跨越意识形态、种族文化的隔阂实现不同文

化群体的交往理解。

此 外 ， 由 于 短 视 频 模 因 往 往 具 有 轻 松 娱 乐 向 的 属

性，能够使不同群体放下固有的敌意性、对抗性框架，

以更加单纯的身份特征参与到模因的互动社交中来。个

体通过对模因的“展演”不仅能收获个人自尊的提升，

也能得到共同参与该模因群体的认同。当海外群体传播

和分享具有中国元素色彩的短视频模因时，有助于塑造

对中国文化符号的“非正式组织认同感”，并在认同的

纽带下搭建跨文化互动的桥梁。

（二）短视频模因的“中式”打造：打造高质量核

心内容，增强“标出性”吸引力

一个符号文本系统之所以能被称为网络模因，是因

为其有较为明确的、能解释社群识别的先文本，这种先

文本必须满足一个原则，即“图像文本中某个元素具有

与其他元素显著区分的特性，这种‘标出性’可以是画

面内部的比较，也可以跳出画面进入文化中某个范畴来

比较”。[7]基于对“科目三”跨文化传播效果观察可知，

海外用户群体聚焦和模仿的往往是该模因的核心内容，

即 模 因 的 “ 标 出 性 ” 部 分 。 对 于 “ 科 目 三 ” 而 言 ， 其

“标出性”的核心元素就是其独特的舞蹈动作和富有节

奏感的背景音乐。然而，“科目三”模因的核心内容存

在着单一娱乐化、缺少后文本内涵等问题，只能引起海

外用户基于表面内容的短期关注，难以挖掘出深层次的

长效传播效果。基于此，研究者认为我国的短视频模因

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习俗、艺术形式中汲取灵

感，打造高质量的核心内容，并结合当前的社会热点和

文化趋势，将短视频模因的核心内容与之有机结合，增

强“标出性”吸引力，创造具有时代感和话题性的“中

式”短视频模因。

（三）重视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加强数字传播内容

创新，增强中式文化的“数字话语权”

每一个网络模因的诞生和走红，背后都离不开模因

来源国数字文化产业的支持。研究发现，在“科目三”

跨文化传播效果的用户解码中，部分用户将“科目三”

比作日本动漫《火影忍者》的舞蹈，在一定程度上分散

了对模因本身的关注。无论是日本动漫还是热度不减的

“韩流”文化，他们不仅代表着世界青少年群体关注的

强势文化，近些年来更是借着短视频“东风”，以网络

模因的形式持续发挥着文化影响力，在这背后离不开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