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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绮

先进典型是时代精神的标杆，典型人物报

道是我国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有效法宝。主流

媒体历来高度重视典型人物报道。但是，如今

信息传播的多样化、阅读方式的碎片化、热点

更迭的快速化，都为提升典型人物报道的吸引

力、影响力增加了新的难度。在这个快节奏的

时代，典型人物报道如何适应、发展、创新，

并利用互联网的特点收获入耳、入眼、入心的

传播效果，发挥出典型人物报道引领社会主流

价值观、传播正能量的积极作用，值得我们不

断思考和探索。本文以“时代楷模”——云南

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校长的系列

报道为例，梳理分析典型人物在融媒体时代如

何增强传播效果。

一、层层推进，凸显传播节点

宣传心理学上有一个假设：“公众都是健忘

的”。为了达到加强公众记忆的目的，传播的信

息必须具有一定的重复性。但是怎么重复却大

有学问。简单的重复，堆积无效信息会让人感

到厌烦，从而不能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多角

度、多层次、循序渐进地适当重复，有利于大

众增强对典型人物的记忆。这个过程如同画画

一样，让人物形象逐渐清晰、完整和丰满。

张桂梅系列报道是2020年典型人物传播的

一大亮点，新华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央

视、半月谈、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学习

强国 APP 等主流媒体以消息、通讯、评论、采

访手记等图文、视频各种报道形式，对张桂梅

的事迹进行传播。传播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以高考前后推出的《大山深处 有

位“老师妈妈”——张桂梅》《贫困女生命运改

变者张桂梅：“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

上”》《大山里的女校校长张桂梅：我想改变一

代人》《大山女孩的明灯——记云南丽江华坪女

高校长张桂梅》 等为主，主要记录了张桂梅个

人成长、职业轨迹和价值实现；第二阶段从张

桂梅拒收全职妈妈毕业生的捐款开始发酵，引

发全网话题讨论，主流媒体纷纷发表 《不必苛

责张桂梅的“不原谅”，也不必污名化“全职太

太”》《我们需要理解“全职太太”，更需要理

解张桂梅这样的真师者》 等评论；中宣部授予

张桂梅“时代楷模”称号前后掀起第三阶段宣

传高潮，微信朋友圈也连续多日被张老师“刷

屏”。《张桂梅：“女高”意味着我的生命》《时

代楷模！为了让贫困女孩昂首走出大山，张桂

梅究竟有多“拼”》《张桂梅：让学生们远方有

灯、脚下有路、眼前有光》《张桂梅的十二年家

访路》 等报道，让张桂梅的人物形象更加深入

人心，她的先进事迹再度引发社会热烈反响。

整个传播过程犹如一部电视连续剧，主流

媒体的报道是主角，网络大 V、微博、微信公

众号、抖音等社交媒体在其中扮演各种角色，

各抒已见，起承转合，共同推进传播过程，当

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新闻的真实性。

二、描写细节，展现人物亮点

典型人物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现实

的个人”，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对读者

来说是“熟悉的陌生人”。人物要有生动的细

节，特别是在如今互联网的海量信息里，能够

给人留下深刻记忆的典型报道要突出人物亮点，

打动更多的人才能有更强的传播力，否则报道

就会被淹没，无法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

张桂梅人物报道中有不少这样的细节，比

如华坪女高挨着大山，难免会有蛇、鼠、鸟等

“小动物”跑进来。张校长怕吓着姑娘们，每天

早上 5 点 15 分起床，拿着手电筒先走一趟，赶

一赶；晚上 12 点半，张校长才会回到自己的

“家”，躺下歇息；身为校长的她住学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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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有两个学生室友；命运坎坷，中年丧夫，

无儿无女的她规定，高考完回校办完手续，学

生就不允许再回来！她说：“我不希望她们老是

惦念着女高为你做了什么，张老师为你做了什

么，我不想让她们背上这样一个包袱！我只想

要她们安安心心地去读书，走得远远的，飞得

高高的！”这些生动的细节报道中还有很多。一

个坚毅不屈，处处为学生着想，无私奉献不求

回报的老师形象让人不由心生崇敬之情。

如果这种共情体验只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

范围较小，这些东西“传染”给你后，也很难

通过你再“传染”给其他人。然而，当人们的

生活逐渐媒介化，特别是逐渐被社交媒体占据

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社交媒体

上，共情体验会迅速“传染”给其他人，引发

全网关注和共鸣。

三、贴近生活，聚焦时代热点

一个典型能被推出，一定是其身上富有某

种契合时代精神的特质。只有扣紧与时代脉搏

的共振点，挖掘到反映人物精神特质的触发点，

才能让典型人物既见性格风骨，又见家国情怀。

我们既要回应“时代”的关切，即当今时代需

要什么样的榜样、应当确立怎样的道德和价值

坐标？同时，也要了解“个人”的感受，即榜

样于个人而言有什么意义？如何在学习榜样中

实现个人价值？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

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脱贫路

上先要扶志，扶志就要从学生抓起，教育是非常

关键的一个环节。张桂梅校长是教育扶贫这一理

念的忠实践行者，也是贫困山区重男轻女思想的

抗争者。张校长12年前筹建起全国第一所全免费

的公办女子高中——丽江华坪女高，招收的大多

是贫困、辍学或落榜的女学生，连续10年高考综

合上线率100%，让18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进

入大学。她像一盏明灯，燃烧自己，照亮大山女

孩的梦。在张桂梅的帮助和感召下，许多华坪女

高的学生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机

会，选择投身艰苦偏远山区的教育事业。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张校长的坚毅

和努力更显难能可贵。加上每个人对无私与自

私的考量、对工作和生活的权衡，看似离我们

很遥远的一名山区优秀教师的故事，实则和每

个人都息息相关，引发人们对人生观和价值观

的思考。

四、引出话题，剖析社会痛点

以往的典型报道基本是单向的、正面的宣

传，有些甚至被过度拔高、神化，没有一点杂

质、杂音，对张桂梅这样荣获过全国先进工作

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教师，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三八”红旗手、时

代楷模等一系列荣誉称号的人物来说，更有可

能如此。但张桂梅人物报道的传播却体现出不

一样的特征，除了大量的正面宣传，还引出两

大争议话题，甚至主人公一度成为争议人物。

第一个话题是在各主流媒体对张桂梅老师

的事迹进行报道宣传，一片赞誉之后，凤凰卫

视记者胡玲发了一个微博：“张桂梅校长的学生

因为当全职太太，张校长不接受她的捐款，并

且要她滚出去。‘女人要靠自己，不能就靠男

人’你同意吗？”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全网高

度关注和激烈讨论。#张桂梅校长反对当全职

太太#的话题迅速登上热搜，阅读次数达到 6.8

亿，讨论次数达 12.6 万，抖音上关于张桂梅话

题的视频播放总量达到2.7亿次。随后《怒斥全

职太太“滚出去”引热议，张桂梅的狠话有错

吗？》《张桂梅校长反对全职太太的风波中，到

底谁有错？》 等分析文章成为爆款，阅读量 10

万+。第二个话题是针对张校长每天让学生睡5

个小时，跑步去吃饭，其余时间大量刷题引发

的填鸭式教育和素质教育之争。

不回避矛盾，不隐瞒人物的弱点乃至缺点，

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立体、生动，更加有血

有肉。大家在激烈争论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产

生强烈的代入感，引发更多的探讨和感悟，增

强传播黏合度，同时对当前社会痛点进行剖析、

梳理对策。

总之，在融媒体时代，典型人物的传播过

程更加多元化、多维度，传播的速度、广度、

频率都有提升，但同时对内容的亮度、角度、

深度、高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传播过程中

必须要增强用户思维、创新思维、流量思维、

运营思维，才能让传播效果达到最大化。

（作者单位：浙江广电集团广播音乐调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