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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广西“非遗美食”手工书的传播策略

□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黄栎伊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

的保护与传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广西拥有丰富的

民族文化和美食传统， 孕育了许多独特的非遗美食。

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传统美食技艺和饮食文

化面临被遗忘的风险。 因此，探索数字化时代广西“非

遗美食”的传播策略，不仅有助于保护和传承这些宝

贵的文化遗产，还能促进文化旅游发展，提升地方文

化软实力。

一、广西“非遗美食”手工书概述

（一）手工书的特点与价值

手工书作为传统文化传播媒介，具备独特的艺术

魅力和深厚的文化价值。 它不仅能融合文字、图片和

工艺信息，还通过手工制作的质感传递情感与文化氛

围。 在广西“非遗美食”的传播中，手工书不仅是记录

和展示工具，更是集教育与传承功能于一体的文化载

体，为非遗美食文化提供了全新的传播视角和路径。

（二）广西“非遗美食”手工书的内容

广西“非遗美食”手工书的内容应涵盖各地具有

代表性的非遗美食项目，详细介绍其历史渊源、制作

工艺、文化内涵和食材选用等方面。 广西深厚的历史

文化和民族传统孕育了众多具有特色的非遗美食，涵

盖了烤、古、鲜、生、奇、酸、甜、苦、辣（腊）、黏等十大特

色。 通过精心的图文展示，手工书能够展现这些美食

的独特风味和传统制作过程，使读者在阅读中深入了

解美食的文化底蕴与精湛技艺。

二、数字化时代广西“非遗美食”手工书的传播策略

（一）构建多元化传播主体

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官方媒体平台对

广西“非遗美食”手工书进行宣传，利用线上线下结合

的方式提升其曝光度。 可以组织非遗美食文化节或手

工艺展览，邀请公众参与，既能增加线下互动，又能借

助现场体验加强非遗文化的传播力度。 比如，广西的

武鸣五色糯米饭和横县大粽，这些与稻作文化密切相

关的美食， 不仅展示了丰富的地方食材和烹饪技艺，

更是深刻反映了传统节庆中的重要意义。 政府通过组

织相关活动，展示这些传统美食，能够增强公众对“非

遗美食”手工书的兴趣与认同。 同时，短视频和社交平

台成为当前最有效的传播工具。 制作精美的短视频，

展示手工书内容和制作工艺，可以迅速吸引年轻群体

的注意，鼓励他们分享并参与互动。 社交平台则提供

了问答、直播等功能，能与受众进行即时沟通，增强传

播的深度与广度。 非遗传承人作为文化的核心传递

者，参与手工书的创作与推广，不仅能讲述非遗美食

的历史和技艺， 还能提高手工书的专业性和可信度。

此外， 非遗美食爱好者的参与更能通过个人口碑传

播，扩大手工书的受众群体，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传

播网络，进一步加深公众对广西非遗美食文化的认同

与理解。

（二）创新传播内容

为了吸引互联网时代的用户，广西“非遗美食”手

工书需要注重创新传播内容。 在设计时，应结合用户

审美需求，采用趣味性、创意性的形式，如动画、漫画、

VR 全景等， 展现传统美食的独特魅力。 例如， 通过

VR 技术， 读者可以身临其境地体验传统美食的制作

过程，增加参与感和沉浸感，加深对文化价值的理解。

同时，传播过程中强化情感性也很重要，非遗美食不

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情感的寄托。 例如广西梧州纸

包鸡，作为一道享誉盛名的地方特色美食，其制作过

程不仅展现了精湛的烹饪技艺，更蕴含着深厚的地域

文化。 纸包鸡的主要食材选用的是肉质细嫩的三黄

鸡，这种鸡肉质鲜美、皮薄肉厚，非常适合用来制作纸

包鸡。 制作时，首先将鸡肉切成块，用特制的酱料如蚝

油、生抽、老抽、白糖、料酒、姜葱等进行腌制，让鸡肉

充分吸收酱料的香味，使其更加入味。 接着，将腌制好

的鸡肉用玉扣纸包裹起来，这样可以锁住鸡肉的水分

和香气，保持肉质的鲜嫩。 再将包裹好的鸡肉放入油

锅中进行炸制，炸至纸包鼓起，外皮金黄酥脆，内里鸡

肉鲜嫩多汁。 通过 VR 技术，观众可以仿佛亲临其境，

感受纸包鸡的制作过程， 从腌制到炸制的每一个细

节，增强对这一传统美食的认同感和保护意识。

（三）运用数字化传播技术

数字化技术为广西“非遗美食”手工书的传播提

供了新的机遇。 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技术可以优化内

容生产和传播效率，提升创作速度。 例如，人工智能可

以自动生成相关内容，如美食制作步骤、食材介绍等，

减少人工创作的时间成本。 云计算则能实现内容的实

时更新和跨平台同步传播，确保手工书的内容在多个

渠道上快速推广，提升传播效率。 同时，大数据技术可

以精准分析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推荐服务，使得

相关内容精准触达目标受众。 例如，广西的烤鱼作为

地方美食， 数字化传播通过短视频展示其制作过程，

可以让观众感受其独特的烹饪技巧和风味。 除此之

外，广西油茶也通过数字化手段展现了其历史与制作

工艺，让用户能够通过虚拟现实等技术身临其境地参

与其中，提升用户体验。 通过这些技术手段，广西“非

遗美食”的传播不仅更加高效，也增强了受众的沉浸

感和参与感，进一步推动了传统美食文化的认同与保护。

三、结语

数字化时代为广西“非遗美食”的传播提供了新

的机遇和挑战。 通过构建多元化传播主体、创新传播

内容、运用数字化传播技术等策略，广西“非遗美食”

手工书在数字化时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推广。 这些

策略的实施不仅提升了公众对非遗美食的认知度和

兴趣，还促进了文化的传承和旅游的发展。 未来，广西

将继续深化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加强跨界合作和推动

国际化传播，为非遗美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贡献更多

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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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货币对传统金融体系的冲击与挑战

□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金忠浩

随着科技的发展， 数字货币作为新兴金融形态，

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对传统金融体系产生深远

影响。 从比特币的兴起，到以太坊等加密货币的普及，

数字货币以去中心化、高透明度、低交易成本等特点，

重塑金融格局。 其崛起改变了传统金融机构的运作模

式，并对支付清算、货币政策执行、风控模式和客户关

系管理产生影响，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依据，推动

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发展。

一、数字货币的本质与分类

（一）数字货币的本质

数字货币是一种通过加密技术保障安全、无需中

央银行发行的货币形态。 它利用区块链等先进技术，

实现去中心化的交易和管理，使交易双方能够直接转

移资金，无需第三方介入。 这种货币形式不仅提高了

交易透明度和效率，还降低了交易成本，为金融市场

注入新活力。

（二）数字货币的分类

根据技术架构、法律地位和应用场景，数字货币

可分为不同类型。 按技术架构分类，可分为基于区块

链的数字货币和基于传统技术的数字货币；按法律地

位分类， 可分为法定数字货币和非法定数字货币；按

应用场景分类，可分为零售型、批发型和跨境数字货

币。 这些分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数字货币在不同场景

中的应用与影响。

二、数字货币对传统金融体系的冲击

（一）改变传统金融机构运作模式

1.去中心化交易模式

数字货币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去中心化的交易

模式，使交易双方能够在没有银行等中介机构的情况

下直接转移资金。 这一创新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特

别是在跨境支付领域。 传统跨境支付不仅受到中介机

构影响，还存在处理时间长、费用高等问题。以 SWIFT

系统为例， 跨境支付往往需要 3 到 5 天才能完成，且

手续费可高达数百美元。 而数字货币支付则通过去除

中间环节，实现了实时结算和极低的手续费，极大地

提升了资金流动效率，降低了全球支付的门槛。

2.揭示传统金融体系固有局限性

数字货币的兴起揭示了传统金融体系在高成本

和低效率方面的固有局限性。 传统金融体系以银行为

核心，这些中心化机构的高额费用、繁琐的流程以及

跨境支付的低效性，限制了其全球化服务的能力。 例

如，在多国之间进行跨境支付时，金融机构往往需要

通过中介机构进行多次验证，造成交易延误且费用昂

贵。 传统金融体系还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金融产品

和服务往往无法做到完全透明，这使得市场中的不公

平交易现象层出不穷。 数字货币通过区块链技术保证

了信息的公开透明，同时削减了不必要的成本和中介

环节，推动了全球支付系统的高效运转。

（二）对支付清算、货币政策执行等方面的影响

1.支付清算领域的变革

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得传统金融机构的

支付中介地位逐渐被削弱。 比如，比特币允许无需银

行等中介直接完成交易， 降低了成本并提高了效率。

然而，其匿名性和跨境流动性增加了反洗钱和反恐怖

融资的监管难度， 促使金融机构必须加快技术革新，

加强监管措施。

2.货币政策执行的挑战

数字货币不受中央银行控制，导致货币政策的执

行面临挑战。 传统货币政策依赖于中央银行的货币供

应调控，而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其流通脱离了

法定货币体系，可能导致货币政策的失效。 数字货币

的高流动性和跨境特性， 也可能加剧金融市场的波

动，增加系统风险。

3.风控模式和客户关系管理的革新

去中心化金融（DeFi）平台提供传统金融服务，如

借贷和资产管理，分流了银行客户资源。 这要求传统

金融机构改进风控和客户管理策略。 例如，智能合约

减少人为干预，但也带来了新的风险，促使银行加强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风控体系。 同时，数字货币的匿名

性使得客户身份验证和反洗钱措施面临挑战，金融机

构必须优化相关流程。

三、数字货币对传统金融体系的挑战

（一）监管难度的增加

数字货币的匿名性和跨境流动性使监管变得复

杂。 匿名性使得资金流动难以追踪，增加了洗钱、逃税

等非法活动的风险。 跨境特性进一步加大了监管难

度，特别是在不同国家之间，监管框架的差异使得监

控和执法难度倍增。 监管机构亟需跨国合作，建立全

球性的数字货币监管体系，确保合规性并减少市场风险。

（二）对传统银行业的冲击

数字货币以低成本和高效支付方式挑战了传统

银行的业务模式， 特别是在跨境支付和小额支付领

域，银行面临存款流失和利润压缩的风险。 去中心化

金融平台的兴起直接分流了银行的客户资源，加剧了

市场竞争。 银行必须拥抱技术创新，如区块链和智能

合约，来适应这一变化，否则将难以维持市场份额。

（三）技术安全与能源消耗问题

数字货币背后的区块链技术在安全性上仍面临

诸多挑战， 尽管其去中心化特性增强了抗审查性，但

技术漏洞和黑客攻击的风险不容忽视。 此外，数字货

币挖矿过程消耗大量能源，尤其是比特币等加密货币

的挖矿机制，对环境造成巨大压力。 如何提升技术安

全性并推动能源效率的优化，成为数字货币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问题。

四、结语

数字货币作为新兴金融形态，正深刻影响传统金

融体系。 它提升了交易透明度与效率，降低了成本，但

也对支付清算、货币政策执行等方面提出挑战。 传统

金融需应对这一变革，加强监管与创新。 同时，数字货

币的发展需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 以确保其健康发

展。 未来，数字货币与传统金融体系的融合将推动全

球金融市场的繁荣。

多媒体技术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创新应用探讨

□

江苏省响水中学 顾绍乾

在信息时代背景下， 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为

多媒体技术应用提供广阔舞台。 在高中化学教学活动

中，教师科学应用多媒体技术手段，为学生呈现直观、

形象的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对化学知识的探究学习兴

趣。 本文详细阐述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优势和应用路

径，围绕具体问题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致力于实现

高中化学信息化教学目标。

一、多媒体技术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优势

将多媒体技术应用到高中化学教学中，对于提高

教学成果、锻炼学习能力具有促进性作用。 在多媒体

技术下，能够运用生动、形象的动态化教学手段，帮助

学生理解化学知识点，将抽象、晦涩的化学知识转化

为生动、直观的化学知识，促使学生理解的层面上开

展学习活动。 多媒体技术应用，能够快速模拟复杂的

化学情境、展现化学反应过程，帮助学生深入了解化

学反应原理，掌握化学知识内容。 多媒体技术通过虚

拟实验教学方法，帮助学生掌握化学实验的操作技巧

和方法，强化学生化学实验能力。 在多媒体技术平台

上，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化学资源，使其培养自主性学

习能力，为学生全面性发展提供助力。 因此，多媒体技

术在高中化学教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能够提高教学

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多媒体技术在高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路径

（一）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多媒体技术以其独特的魅力，为高中化学教学注

入了新的活力。 在多媒体技术应用下，借助动态化教

学过程，让学生透过声音、图像、文字、视频等学习化

学知识，体现化学知识的具象化特点，进而营造信息

化学习环境。 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学生可以更加深

入地理解化学知识的本质。 比如在讲解原子结构这部

分知识时，如果教师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将不利于

学生理解抽象的原子结构概念。 而教师合理应用先进

的多媒体技术，为学生直观展示原子模型整个演变流

程，有助于学生掌握原子结构形成过程，并了解到电

子是如何围绕原子核运动的。 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

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了原子结构的特点，激发高中

生对化学知识的深度学习欲望。

（二）辅助教学，提高教学效果

在高中化学教学实践中，教师依托信息技术手段

搜集丰富、多样的化学资源，帮助学生在具体学习内

容中提升综合学习能力，为学生全面性、系统性发展

提供助力。 在多媒体技术熟练应用下，能够将化学反

应原理一一呈现出来， 让学生深度学习化学知识，挖

掘化学学科本质。 比如，在化学反应原理探究中，教师

利用多媒体技术，直观展现化学反应过程，让学生在

动画反应中，了解分子的变化轨迹，明确分子变化特

征，对化学反应的机理、化学键的断裂与形成进行直

观性学习。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教学活动，能够帮

助学生直观理解化学反应原理，促进学生激发课程学

习兴趣、调动课程学习动力，为学生全面性发展铺平

道路。 另外，在多媒体技术应用下，可以通过模拟实

验、虚拟实验等方式，帮助学生强化实验能力，使学生

在上机操作中建构动态实验模型， 围绕具体实验要

求、实验步骤，对化学实验原理展开探究学习。

（三）拓展课堂，丰富教学手段

以多媒体技术为主要教学手段的化学教学中，要

利用多媒体技术多样化呈现化学知识，利用多媒体技

术引导学生进行互动式学习， 增强学生问题探究、问

题解答等综合能力。 例如，在讲解化学重点、难点问题

时，利用多媒体技术能够完成教学互动，帮助学生带

着问题探索化学概念、化学原理等，从而增强学生化

学理论知识理解与记忆能力。 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让

学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课堂中来，同时也培养了他们

的思考能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多媒体技术还

可以通过实时教学监督，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

况，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多媒体技术在化学教学中，为高中生提供了良好

的学习资源， 体现高中化学教学的多样性和专业性。

在多媒体技术下， 学生能够在丰富的化学学习资源

中，应用信息技术手段对知识点进行解读，强化学生

的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技能。 在多媒体教学技术应用

下，能够为学生提供全面且多样的学习资料，使学生

在动态化学习环境中加强对资料的应用能力，使学生

更加深入、系统地解读知识点。 多媒体教育技术在创

设学习活动、设定学习任务过程中，能够积极开展自

主学习活动，让学生在实践学习中增强化学问题解答

能力，致力于为学生全面性发展铺平道路。 另外，在多

媒体技术下，能够构建多种形式的交流路径，培养学

生团队协作意识和团队沟通能力。

（五）多媒体技术在课后复习的应用

多媒体背景下，高中化学课后复习中，学生可以

通过多种方式来巩固所学知识。 首先，观看教学视频，

能够引导学生进行代入式学习，增强学生对教学视频

的理解能力，为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供助力。 同

时，视频中通常会配有图表、动画等辅助材料，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 其次，线上习题训练，能够

激发学生的自主练习兴趣，帮助学生在完成习题过程

中夯实化学基础知识，培养化学综合技能。 同时，练习

题还可以帮助学生发现自己在学习中的薄弱环节，及

时进行补充和强化。

三、结语

总之，引入多媒体技术是高中化学教学改革的必

然趋势。 它不仅可以解决传统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

还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建构化学思想，帮助学生形成良

好的化学核心素养。 我们应该积极推广和应用多媒体

技术，推动高中化学教学的改革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