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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不能在西方话语权体系下打转

一、热点概述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在全球化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

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双重交集，导致中国的对外话语权始终笼罩在西方话语霸权之下。

过去，西方围绕中国发展问题频频提出各种陷阱说，如“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

阱”等，给人们带来了困惑，也引发了一些思考。

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理应拥有立足中国、影响世界的话语体系。但事实上，我们离这样的目

标还有一些距离，话语权有时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表面看，话语体系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但归根结底

是文化软实力的问题，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指出要坚持“两个结合”，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

深入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

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培养高素质理论人才，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这为新时代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

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道”层面的积淀阐发，又有“术”层面的话语实践，还

有“技”层面的传播塑造，需着眼人类发展、面向国际社会，基于中国问题、立足中国实践，从学术理

论、对外传播、推进治理、公共外交等多个领域协同发力、一体推进，不断提升中国对外话语的说服力、

认同度和支持率。

二、专业点评

1.浙江宣传：

跳出西方的话语笼子。任何理论都存在一个“适用性”的问题。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从西

方发展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如果不顾中国国情、中国语境，直接运用西方范式来作解释、指导，必将偏

离中国发展的正确方向。当然，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与西方学术话

语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彻底决裂，而应学会将优秀的理论和经验“为我所用”，结合实际情况来分析和借

鉴，但始终要坚持“把别人捏碎变成我，而不是把我捏碎变成别人”。

2.钱江晚报：

立足中国、把握历史。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

富多彩，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深厚文化基础和宝贵历史资源，应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

予其时代内涵，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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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外传播：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既带来

了严峻的挑战，也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一方面，要坚定信心和战略定力，坚持以我为主构建全球化

话语叙事，强化用中国理论诠释中国实践、破解世界难题的话语担当，重视对人类面临共同问题、国际

共通性议题的话语阐释与回应，运用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加速话语同构、形成认同聚合，有序提升中国

话语权。另一方面，要准确把握全球话语权竞争的实质，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在意识形态、政治理念、

道义话语、制度模式、传播塑造等方面提前布局、建构话语、协同发力，着力破解西方中心主义的陈词

滥调和固执偏见，推动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国际事务中的话语主导权和舆论影响力，致力推动构建一

个更加适合人类发展的国际新秩序。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挨打”“挨饿”“挨骂”这三个词，形象地概括我们国家一路走来所面临的三大问题。经过几

代人的不懈奋斗，中国已经基本解决“挨打”“挨饿”的问题，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挨骂”的问题。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话语权还不够强。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针对国际话语权的构

建，谈谈你的看法。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社会现象）——答题结构【点题表态-分析意义-问题过渡-提出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表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逐渐强起来的转变。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正面

临着新的挑战。国际话语权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构建强大的国际话语权，是我国从大国走向强

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第二步——分析意义：

（1）提升国际影响力。强大的国际话语权，能够使我国的声音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和重视，

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发展理念，展现中国智慧，从而提升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为

国家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2）促进文化传播交流。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要想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必然要先把握住我们

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通过传播中国的优秀文化，可以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

交流与互鉴，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3）维护国家利益。在国际舞台上，话语权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国家利益。通过构建国

际话语权，我国可以在全球治理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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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问题过渡：

尽管多年来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有了一定提升，但与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比，仍然存在一定

差距。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占据国际舆论的主导地位，一些恶意的抹黑和歪曲给我国的形象造成

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我国自身传播能力还不够完善，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和思想，在国际传

播中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

第四步——提出对策：

（1）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内涵，结合中国的发展实践和时代需求，创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

系。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理论和思想观点，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2）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我们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

革和建设，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与世界各国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继续加强“一带一路”的引领作用，

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和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扩大我国话语的国际认同度，共同推动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建设……

第五步——总结结尾：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构建国际话语权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持之以恒、不懈

努力，才能让世界的“耳朵”听到、听清、听懂更多中国的声音，形成更多共振、共情与共鸣……

（二）你怎么办

1.有专家提出，今天，中国不仅面临技术领域“卡脖子”的窘境，也面临话语领域“卡嗓子”的困

境。单位计划开展一次主题活动，旨在向国际社会更好地展示中国文化和发展理念，以此助力提升我国

国际话语权。领导将此次活动策划的任务交给你，你会如何组织开展？

◎审题判断——你怎么办（计划组织）——答题结构【点题-分条论述-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意义重大。面临话语领域“卡嗓子”的困境，开展此次

主题活动意义重大，如果领导交由我负责，我会从一下几个方面进行开展，做到三个保障……

第二步——分条论述：

（1）保障准备的充分性。一方面，组建专业的团队。邀请有相关经验的同事共同参与到本次活动

的筹划中来，同时召集熟悉国际文化交流这方面的专业人员，成立活动小组。另一方面也要广泛调研。

通过线上问卷、分析国际社交媒体热门话题等方式，深入了解国际上对中国文化和发展理念的兴趣点和

关注点，以便针对性地设计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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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障内容的丰富性。首先，举办国际文化展览。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如书

画、陶瓷等，在本市举办展览，配备专业人员进行讲解。还可以设置现场手工艺制作演示环节，让参观

者亲身感受中国传统技艺的魅力；其次，开展主题研讨会。邀请国际学者、专家等，围绕中国发展理念、

文化特色等主题开展研讨会。不仅可以让中方代表分享经验，也可以鼓励其他参会者分享他们对中国的

观察和思考，促进思想碰撞；最后，组织线上互动活动。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开展线上中国文化体验活

动，如中国传统节日知识竞赛、中国文化创意作品征集等。设置丰厚奖品，吸引国际友人参与，增强互

动性和参与感……

（3）保障宣传的广泛性。为了让本次活动能够被更多人知晓，增加参与度，在活动进行的全程要

持续做好宣传工作。一方面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广泛宣传，定期发布活动预告、精彩内容片段、幕后

故事等，以多种形式吸引粉丝关注和互动。另一方面也可以与国际知名博主、网红合作，邀请他们参与

活动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体验，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扩大活动传播范围……

第三步——总结结尾：

希望通过本次主题活动，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和发展理念，让世界更好地了

解中国，逐步打破“卡嗓子”的困境，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多的话语权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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