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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９０所 “一流大学建设”“一流学科建设”以及非 “双一

流”三类中国高校英文网站，分别从６个形象维度和２４个形象要素的国际形象建设现状进行了
定量对比分析。最后，对提升中国高校英文官网国际形象建设水平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高校网站；国际形象；话语元素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８８７４（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６４－０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ｒ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Ｗｅｂｓｉｔｅｓ
ＸＵＷｅｎｊｕａｎ，ＳＵ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Ｃｈａｎｇｙａｏ

（ＰａｎＡｓｉａ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ｃｈｏｏｌ，Ｙｕｎ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０９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ｏｆ９０ “ＷｏｒｌｄＣｌａｓ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ｎｏｎｅ“Ｄｏｕｂｌｅ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ｏｆ６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ｍａｇ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２４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ｉｍａｇｅｉｔｅｍ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ｗｅｂｓｉｔ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ｅｂｓｉｔ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ｒａｎｄｉｎｇ；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ｉｔｅｍｓ

一、引言

高校形象是高校软实力的重要组成要素，是

高校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１］。伴随高等教育不断

深化发展，塑造良好高校品牌形象已成为现代大

学发展的共识，新时代大学发展的必然要求［２］。

近些年，在党中央国务院做出 “统筹推进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战略部署下，中国高

等教育迈入开放发展新阶段，国际化步伐不断加

快，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如何塑造具有中国特

色的高校形象，向世界展示中国高校的文化自

信，成为当前中国高校国际化发展亟待解决的

问题。

当今互联网时代，网络媒介无疑成为高校进

行品牌形象宣传的主阵地［３］。学校官网以其权威

性、时效性和易访问性等特点，成为网络环境下

高校的第一形象门户与首要形象窗口，对高校国

际形象建设起到尤为关键的作用［４］。国内高校也

愈发重视英文官网建设与国际形象传播。但国内

现有研究对中国高校国际形象构建关注程度有限，

对网络媒介、特别是学校官网形象建设进行探讨

的文献更不多见。

本文将基于英文官网对中国高校国际形象建

设现状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运用定量内容分析，

对比考察 “一流大学建设” “一流学科建设”以

及非 “双一流”三类中国高校英文网站的高校形

象建设情况，力求回答以下两个问题：（１）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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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通过英文官网构建了怎样的国际形象？有何

异同？（２）三类高校英文官网在国际形象建设中
如何使用话语元素？有何异同？研究最后将对中

国高校英文官网国际形象构建提出相应对策建

议，以期为网络语境下中国高校国际形象建设以

及对外传播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高校形象

高校形象指公众对于高校的内在特点和外在

表现的总体印象和评价，是高校在办学过程中体

现出来的行为特征和精神面貌的总和［５］。高校形

象的实质是高校客观现实的外化，是高校办学水

平、办学质量的中介与折射［６－７］。高校形象包括

“内外”两方面内容，“内”是指大学的内部管理

和认知形成，“外”是指大学的外部宣传和品牌打

造［８］。高校通过外部的品牌形象宣传将内部理念

认知外化并系统全面地展现出来。

国内外研究都对高校形象的丰富内涵进行了

阐述。国内学者于海琴提出大学形象主要由文化

因素、教师因素、学生因素及环境因素共四类要

素构成［９］。其中，文化因素包括文化气息、自由

思想、校训等；教师因素包括民主管理、设施水

平、科研经费等；环境因素包括校园环境、生活

环境、条件设施等；学生因素包括学习能力、毕

业生成就、教学手段等。刘玮将大学形象总结为

精神理念形象、行为实践形象和视觉感知形象三

个层面［１０］。陈晨等总结过往研究并将高校形象归

纳为条件设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

务、文化建设以及对外交流共六个方面［１１］。国外

学者 ＡｌｉＣｈｏｕｄｈｕｒｙ等认为高校形象包括学生多样
性、学校地理位置、学生就业、学校氛围、声

誉、运动和社会设施、学习环境、课程设置以及

社会服务等十个方面［１２］。Ｂａｌａｊｉ等提出高校形象
包括形象个性、形象知识以及形象声望三类要

素［１３］。上述研究为多维度系统分析高校形象提供

了理论依据。

（二）高校形象在官网中的建设

关于高校形象在官网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国外学者。学校官网作为高校在网络空间中的官

方形象代表［１４］，高校通过官网向受众发布信息、

实现沟通，并在此过程中塑造和传递一个既定的

理想形象。网站用户作为信息的接收方，在接收

和消化高校传达的信息同时，也会将对网站的印

象投射到对学校的认知和评价中去［１５］。因此，内

容丰富、运行良好的网站有助于高校构建积极正

面的学校形象。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促使高校官网

形象建设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Ｚｈａｎｇ等对新

加坡的大学官网进行了历时调研后发现，高校网

站建设呈现越发复杂与精美的趋势，展现出的高

校形象也趋于丰富与多样化，近年尤为重视学校

精神层面和行为层面形象的建设［１６］。Ｚａｎａｒｉａｈ等

对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大学官网进行实证分析后发

现，两国高校尤其重视利用官网进行国际形象建

设，并在网站中使用了一定的文化融合策略，重

视突出学校的国际化特色［１７］。

总结现有文献，探讨高校官网形象建设的研

究主要集中于国外高校，对国内高校的讨论仍较

有限。同时，研究多关注单一维度的高校形象，

多维度综合考察高校形象建设的研究还较缺乏。

最后，研究多只重视分析网站内容，同时考察网

站话语策略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期望在上述方

面对现有文献做出一定补充。

三、研究设计

（一）编码表构建与编码规则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高校英文网站进行分析。

为构建高校形象维度编码表，我们首先广泛查阅现

有高校形象相关文献，以初步确立研究涉及的形象

维度及其操作定义。随机调研了５个中国高校英文
网站，在调研结果基础上进一步对编码表进行修订。

最后，编写完成包含６个形象维度和２４个形象要素
的高校形象维度编码表 （见表１）。由于考察的是英
文网站，我们又采用回译方式对编码表进行翻译，

以确保编码表语言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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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高校形象维度编码表［１８－２０］

形象维度 形象要素 指标内容 内容示例

条件设施

区域环境 所在城市、省份社会经济、自然环境 “美丽云南”、“上海金融中心”

学校层次 学校排名、入选国家省市高校建设计划 “双一流高校”、“９８５高校”

硬件设施 学校硬件设施情况 学校教学楼、实验室情况等

校园环境 校园环境介绍与展示 学校风景图片

人才培养

师资力量 学校师资情况 “长江学者”ＸＸ名、教授ＸＸ名

学院概况 学院设置与发展情况 学院设置情况列表、学院简介等

专业设置 专业与课程设置情况 专业设置与课程设置情况列表

招生录取 学校招生录取要求、程序等相关事宜 招生要求、程序、在线申请等

学生学业 学生学习情况、学业成绩、学术成就 学生学习图片、学生学业获奖情况

校友建设 校友发展及成就 校友活动、杰出校友介绍

科学研究

科研情况 科研领域方向、科研院所 学术领域简介、主办学术期刊简介

科研成果 科研成绩、科研成果 科研项目、论文发表成果等

科研活动 科研学术活动 学术会议、学术讲座、学术沙龙等

社会服务

社会活动 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扶贫支教、社区服务

校地合作 与地方政府机构开展合作 与地方政府机构的合作交流

校企合作 与企业开展合作 企业助学、校企合作项目等

文化建设

办学理念 教育办学理念阐释 校训、办学宗旨等

文学艺术 文艺成果、文艺活动 绘画、书法、文艺表演新闻图片等

历史传承 学校历史发展与传承 学校历史、学校历史传统等

体育活动 校内外体育活动、体育赛事 体育赛事新闻、图片等

校园活动 校园 （非体育）活动开展情况 校园生活展示、校园业余生活等

国际交流

国际合作 国际院校科研机构活动 合作办学项目、合作科研项目等

国际活动 国际学术与非学术合作交流活动 外宾来访、外事政要来访等

国际学生 国际学生情况、国际学生交流 国际学生来访、国际学生学习生活

　　本文不仅关注网站呈现的高校形象，也关注
网站使用的话语策略。参考Ｃｈｅｎｇ对网站话语元素
的分析［２１］，我们将高校网站使用的话语分为文字

表格与图片视频两类。针对文字表格，以单个自

然段或单个表格为分析单位；针对图片视频，以

单张图片或单个视频为分析单位。编码规则为分

析每个单位涉及的形象要素主题，统计网页内各

形象要素出现的频次。每个单位只统计一个形象

要素主题，不做多个要素重复统计。编码范围为网

站一级 （首页）至三级页面内包含的所有文字表格

及图片视频元素。分析只考虑官网本身的内容，官

网链接到的第三方网站不予考虑。

（二）样本收集与编码

我们以随机抽样方式从教育部公布的 “双一

流”建设高校名单以及全国高校名单中［２２－２３］，分

别选取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以下简称一流

大学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以下简称

一流学科高校）以及非 “双一流”高校 （以下

简称非双一流高校）各 ３０所，共 ９０所高校为
研究样本 （见表 ２）。同时，对样本高校英文网
站的建设情况进行逐一确认，若选取的高校未

设英文网站或英文网站无法正常访问，则从相

同类目下重新随机选取予以替代。研究选用质

性分析软件 ＭＡＸＱＤＡ对样本高校英文网站进行
收集。为减少网页实时更新对网站内容编码准

确性的影响，单个高校网站的收集工作在同一

天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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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本文样本高校

高校层次 高校名称 （数量＝９０）

一流大学

高校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

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

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湖南大学

一流学科

高校

北京邮电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天津工业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内蒙古大学、辽宁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东华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邮电大学、江南大学、河海大学、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

河南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南昌大学、贵州大学、长安大学、

宁波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矿业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四川农业大学

非双一流

高校

河北工程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沈阳工业大学、大连海洋大学、北华大学、江苏大学、浙

江工商大学、安庆师范大学、宁德师范学院、华东交通大学、青岛理工大学、河南工业大学、长江大学、广

东海洋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大连工业大学、吉林农业大学、江苏科技大学、安徽理工大学、江西农业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科技大学、海南师范大学、西南科技大学、重庆交通大学、云南民族大

学、陕西科技大学、北方民族大学

　　两名商务外语专业研究生严格按照编码表并
使用ＭＡＸＱＤＡ软件对９０个样本高校英文网站进行
了编码分析。ＭＡＸＱＤＡ可根据编码表对编码结果
进行自动归类整理，并支持团队编码，提高了编

码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检验编码信度，随机抽

取２０％的编码结果进行编码员间信度检验。编码
员间简单一致性系数为８７７％，表示编码信度较
高，编码结果可靠［２４］。整个编码过程在２０１９年４
月１５日至６月１５日完成。

为回答提出的两个研究问题，分别从网站内

容结构和网站话语元素频次两个层面对三类样本

高校网站进行定量对比分析。

四、分析与讨论

（一）高校英文官网构建的高校国际形象

首先考察三类样本高校英文网站构建的高校

国际形象。如表３所示，从总体上看，三类高校网
站都最关注人才培养 （占比均 ＞３０％），其后为国
际交流 （占比均 ＞１６％）、条件设施 （占比均 ＞
１３％）、文化建设 （占比均 ＞１２％）和科学研究
（占比均＞６％），对社会服务的关注程度较低 （占

比均 ＜２％）。单因素方差分析 （ＡＮＯＶＡ）和
Ｔｕｋｅｙ事后检验结果显示，三类高校网站内容在条
件设施和科学研究两个维度存在显著差异。一流

大学高校网站在条件设施的内容占比显著低于非

双一流高校网站 （Ｆ＝８５３，ｐ＜００５）；非双一流

高校网站在科学研究的内容占比显著低于其他两

类高校网站 （Ｆ＝１４５７，ｐ＜００５）。这一差异显
示出，非双一流高校比一流大学高校更重视条件

设施维度的形象建设；一流大学高校和一流学科

高校比非双一流高校更关注科学研究维度的形象

塑造。

上述发现基本反映出，三类高校各自特点及

发展情况。首先，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功能。

三类高校都最为重视人才培养层面的国际形象建

设，并在此基础上综合呈现学校在国际交流、文

化建设等其他方面的发展成就。其次，科学研究

是大学的另一基本职能［２５］，也是一流大学高校与

一流学科高校的突出优势所在，两类高校都重视

展现学校强劲的科研实力。非双一流高校在科学

研究维度的形象建设仍显不足。条件设施是学校

综合实力的另一重要体现，亦是近年非双一流高

校在迅速完善、逐步与一流大学高校缩小差距的

发展亮点。非双一流高校尤为重视在官网中突显

条件设施方面的发展成绩。最后，社会服务是现

代大学的一个基本职能，是大学社会属性的突出

体现。许多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世界一流大学都十

分重视社会服务维度的形象塑造，三类高校在此

维度国际形象建设还显薄弱。

在条件设施维度，三类高校网站都最关注校

园环境和硬件设施 （占比均 ＞２３％），其后为学校
层次和区域环境 （占比均 ＞７％）；非双一流高校
网站在区域环境的内容占比显著高于其他两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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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网站 （Ｆ＝１２９６，ｐ＜００５）。非双一流高校尤
其重视在网站中展现所在省份或城市情况，很可

能源于此类高校大多为省属或市属普通高校，学

校知名度相对较低。学校通过与当地城市形象建

立联系，以此来提高学校的整体认知度与辨识度。

在人才培养维度，学院概况、师资力量和专

业设置最受关注 （占比均 ＞１４％），其后为招生录
取、学生学业和校友建设 （占比均 ＞４％）；一流
大学高校网站在师资力量的内容占比显著高于非

双一流高校网站 （Ｆ＝５２９，ｐ＜００５）。一流大学
高校在师资建设方面一直走到国内高校前列，这

一优势与非双一流高校相比更为突显，这在官网

形象建设中亦有所体现。

在科学研究维度，科研情况最受重视 （占比

均＞４６％），其后为科研成果和科研活动 （占比均

＞１３％）；一流学科高校网站的科研活动内容占比
显著高于其他两类高校网站 （Ｆ＝８１５，ｐ＜
００５）。一流学科高校比其他两类高校更重视展现
科研活动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与非双

一流高校相比，一流学科高校学术讲座、学术沙

龙等科研活动开展更为频繁，网站中相关内容也

更多；另一方面，与一流大学高校相比，虽然一

流大学高校的各类科研活动也较多，但其科研成

果更丰富，网站中科研成果内容占比更高，更重

视展示其丰硕的科研成果。非双一流高校在科研

活动的国际形象建设仍不充分。

在社会服务维度，校企合作最受重视 （占比

均＞３０％），其后为校地合作和社会活动 （占比均

＞５％）；三类高校网站在各形象要素的内容占比
不存在显著差异。三类高校都呈现了以校企合作

为重点的国际形象，重在展现学校如何参与企业

实践并实现与企业资源信息共享。

在文化建设维度，历史传承、校园活动和办

学理念较受关注 （占比均 ＞１８％），其后为文学艺
术和体育活动 （占比均 ＞６％）；三类高校网站在
各形象要素的内容占比不存在显著差异。三类高

校网站都展现了以历史传承、校园活动和办学理

念为重点的国际形象，突出呈现学校的历史底蕴、

办学思想和校园活动开展情况。

在国际交流维度，国际合作、国际活动和国

际学生三个要素都较受关注 （占比均 ＞１９％）；一
流学科高校网站国际活动的内容占比显著高于非

双一流高校网站 （Ｆ＝１０５９，ｐ＜００５）。一流学
科高校比非双一流高校更强调国际活动，主要由

于前者的国际化水更高，学术和非学术的国际活

动开展更为频繁，这一优势在网站形象构建中亦

有相应体现。非双一流高校在国际活动的形象建

设还显不足。

表３　三类样本高校在英文官网的国际形象构建情况

形象维度
一流大学高校 一流学科高校 非双一流高校 ＡＮＯＶＡ

内容占比 内容占比 内容占比 Ｆ值

条件设施 １３１５％ １９９１％ ２７９６％ ８５３

区域环境 ７０６％ １０１８％ １９７４％ １２９６

学校层次 １２９９％ ９１０％ ９８５％ １０２

校园环境 ４５７７％ ５２５０％ ４７３６％ １９８

硬件设施 ３４１７％ ２８２２％ ２３０６％ ０７２

人才培养 ３６１３％ ３４８３％ ３０１１％ ０９３

师资力量 ３４２９％ ２８０３％ １４９０％ ５２９

学院概况 ２０６５％ ２６２１％ ２７５０％ ０７０

专业设置 １６４６％ ２３６７％ ２６５３％ ２１１

招生录取 １０４８％ １１１２％ １７５０％ １６６

学生学业 １２３８％ ６６７％ ９２９％ １４１

校友建设 ５７５％ ４３１％ ４２８％ ０２７

科学研究 １７１５％ １４７５％ ６０６％ １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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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形象维度
一流大学高校 一流学科高校 非双一流高校 ＡＮＯＶＡ

内容占比 内容占比 内容占比 Ｆ值

科研情况 ４７５８％ ４６８４％ ６４３３％ ２７０

科研成果 ３１９６％ １８１５％ １７４８％ ３２０

科研活动 ２０４７％ ３５０１％ １３１９％ ８１５

社会服务 １７６％ １６５％ ０８０％ １５８

社会活动 ３１６７％ １２３７％ ５００％ ３０７

校地合作 ３４２８％ ３５７５％ １５００％ １１２

校企合作 ３４０５％ ３１８８％ ４０００％ ０１３

文化建设 １５１７％ １２８２％ １４０１％ ０６８

办学理念 １８６１％ ２７３８％ ２９７１％ １９４

文学艺术 ２０２８％ １２１９％ １０３７％ ２９９

历史传承 ２５４６％ ２５０５％ ２７５６％ ０１２

体育活动 １３６８％ ８９７％ ６８６％ ２５４

校园活动 ２１９７％ ２６４１％ ２１７９％ ０４５

国际交流 １６６３％ １６０３％ ２１０７％ ０３５

国际合作 ３５０６％ ２９２３％ ３７５７％ ０６６

国际活动 ２７１６％ ４５９３％ １９９５％ １０５９

国际学生 ３７７８％ ２４８４％ ４２４８％ ２８６

　　注：ｐ值＜００１；由于部分样本网站在个别维度内容缺失，部分维度占比之和小于１。

（二）高校英文官网使用的话语元素

分析三类样本高校网站话语元素使用情况。

如表４所示，三类高校网站在六个形象维度都同时
使用了文字表格和图片视频两类元素。单因素方

差分析 （ＡＮＯＶＡ）和 Ｔｕｋｅｙ事后检验结果显示，
一流大学高校在条件设施 （Ｆ＝６４６，ｐ＜００５）、
科学研究 （Ｆ＝１６４６，ｐ＜００５）、社会服务 （Ｆ＝
９２７，ｐ＜００５）、文化建设 （Ｆ＝１２４０，ｐ＜
００５）和国际交流 （Ｆ＝８３８，ｐ＜００５）５个维度
使用的文字表格数量，以及在人才培养 （Ｆ＝
７９２，ｐ＜００５）和科学研究 （Ｆ＝１１３１，ｐ＜
００５）２个维度使用的图片视频数量都显著高于其
他两类高校网站；在人才培养 （Ｆ＝６４５，ｐ＜
００５）的文字表格数量以及在条件设施 （Ｆ＝
５１９，ｐ＜００５）的图片视频数量显著高于非双一
流高校网站。上述发现反映出，与一流学科高校，

尤其是非双一流高校网站相比，一流大学高校网

站在上述维度使用的两类话语元素数量都更多，

网站内容更丰富，对上述维度国际形象的建设更

为充分。

在形象要素层面，一流大学建高校网站在学

校层次 （Ｆ＝７６３，ｐ＜００５）、学生学业 （Ｆ＝
４１７，ｐ＜００５）、科研情况 （Ｆ ＝１１０４，ｐ＜
００５）、科研成果 （Ｆ＝１２０７，ｐ＜００５）、社会
活动 （Ｆ ＝９６１，ｐ＜００５）、办学理念 （Ｆ ＝
２８１１，ｐ＜００５）、文学艺术 （Ｆ ＝７１２，ｐ＜
００５）、体育活动 （Ｆ＝９８１，ｐ＜００５）和国际
合作 （Ｆ＝７９９，ｐ＜００５）９个要素使用的文字
表格数量显著高于其他两类高校网站，在校园环

境 （Ｆ＝３６５，ｐ＜００５）以及在硬件设施 （Ｆ＝
４０１，ｐ＜００５）、师资力量 （Ｆ ＝６０５，ｐ＜
００５）、科研成果 （Ｆ＝１２０７，ｐ＜００５）、校地
合作 （Ｆ ＝５１３，ｐ＜００５）、历史传承 （Ｆ ＝
３７１，ｐ＜００５）、国际活动 （Ｆ ＝５２４，ｐ＜
００５）和国际学生 （Ｆ＝３５９，ｐ＜００５）７个要
素的文字表格数量分别显著高于一流学科高校和

非双一流高校网站。同时，一流大学高校在学校

层次 （Ｆ ＝５９２，ｐ＜００５）、师资力量 （Ｆ ＝
９１８，ｐ＜００５）、科研成果 （Ｆ ＝９３１，ｐ＜
００５）、办学理念 （Ｆ＝２２８５，ｐ＜００５）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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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Ｆ＝６１２，ｐ＜００５）５个要素使用的图片
视频数量显著高于其他两类高校网站，在硬件设

施 （Ｆ＝３３０，ｐ＜００５）、校园环境 （Ｆ＝６２７，
ｐ＜００５）、科研情况 （Ｆ＝５３７，ｐ＜００５）、科
研活动 （Ｆ＝２９３，ｐ＜００５）和体育活动 （Ｆ＝
４２４，ｐ＜００５）５个要素的图片视频数量显著高
于非双一流高校网站。

以上分析显示出，三类样本高校网站在形象

要素层面话语元素使用的具体差异。一流大学高

校网站在上述形象要素使用的文字表格和视频图

片数量都较一流学科高校、特别是非双一流高校

网站更多，对上述形象要素的建设更充分。以师

资力量和国际合作为例，一流大学高校网站不仅

包含更详细的师资介绍，通常还在文字信息外配

上教师个人图片，有的学校还提供教师简介视频；

在介绍国际合作时，除了文字介绍外，通常还提

供国外合作院所图片视频，有的还将国外合作院

所区域分布做成地图动画，极大提高了网站的可

读性与互动性。然而一流学科高校，尤其是非双

一流高校网站的话语元素使用仍显单一、网站内

容设计还显单薄，与一流大学高校网站相比尚存

差距。

表４　三类样本高校英文官网话语元素使用情况

形象维度
一流大学高校 一流学科高校 非双一流高校 ＡＮＯＶＡ

文字表格 图片视频 文字表格 图片视频 文字表格 图片视频 Ｆ值 （文字表格） Ｆ值 （视频图片）

条件设施 １６３０ ２３１７ ７９７ １６８７ ５９７ ９３７ ６４６ ５１９

区域环境 １７０ ０６０ １１７ ０８０ １６３ １８３ ０７０ ０８４

学校层次 ２６７ ０７３ １３０ ０１３ ０７７ ０００ ７６３ ５９２

校园环境 ２０７ １４９７ ０６０ １１５３ １１３ ５８０ ３６５ ６２７

硬件设施 ９８７ ６８７ ４９０ ４４０ １７３ ２４３ ４０１ ３３０

人才培养 ９２８７ ４３６３ ６５４０ １２３０ １５７０ ３１３ ６４５ ７９２

师资力量 ２９８３ ２５００ １４１０ ３６３ ２８０ ０３７ ６０５ ９１８

学院概况 ２７５０ ４７０ １６３７ １７０ ４７７ １００ ２７７ ０９１

专业设置 １５４０ １８０ ２４９０ １０７ ３８０ ０１０ ２４９ ２７３

招生录取 １２９０ １０３ ６７７ １００ ３１０ ０００ ２６３ ２９７

学生学业 ５２０ １０２１ ０９３ ２３３ ０５７ １５７ ４１７ ２０５

校友建设 ２０３ １５７ ２３３ ２５７ ０６７ ０１０ ０９７ ０８１

科学研究 ３７２０ １８０７ １６１３ ６８７ ２８３ １０７ １６４６ １１３１

科研情况 ２１２３ ７７０ ９１３ ２１０ １８３ ０３０ １１０４ ５３７

科研成果 ９７０ ６６７ ３４７ ２３７ ０５３ ０３３ １２０７ ９３１

科研活动 ６２７ ３７０ ３５３ ２４０ ０４７ ０４３ １０１１ ２９３

社会服务 ２９０ ２０３ ０９０ １７０ ０３３ ０２０ ９２７ ２７４

社会活动 ０７０ ０３０ ０００ ０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６１ ０８２

校地合作 １２７ ０６７ ０４０ ０６３ ０１３ ０１０ ５１３ １５０

校企合作 ０９３ １０３ ０４７ ０６０ ０１７ ００７ ２４１ ２５１

文化建设 ２４１０ ２２３０ ９０７ １８４０ ２８０ ５３０ １２４０ ２３７

办学理念 ３９３ ２４３ １３３ １０７ ０９３ ０２７ ２８１１ ２２８５

文学艺术 ４５０ ６４５ １００ ３６０ ０１７ １３０ ７１２ ２１８

历史传承 ９０３ ５４７ １７７ ２３３ ０９７ ０６０ ３７１ ２７３

体育活动 ２６３ ３９７ ０８７ ２１７ ０１０ ０６０ ９８１ ４２４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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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形象维度
一流大学高校 一流学科高校 非双一流高校 ＡＮＯＶＡ

文字表格 图片视频 文字表格 图片视频 文字表格 图片视频 Ｆ值 （文字表格） Ｆ值 （视频图片）

校园活动 ４００ ４２０ ４１０ ９２３ ０６３ ２５３ ２３４ ０９６

国际交流 ２５２０ ２５８７ １２６３ ２１７３ ４９３ ９１３ ８３８ ２１９

国际合作 １０８０ ９１７ ３４３ ２７７ １７０ １２７ ７９９ ６１２

国际活动 ６８０ ６１７ ５５７ ９４３ １２０ ２０３ ５２４ ２３３

国际学生 ７６０ １０５３ ３６３ ９５３ ２０３ ５８３ ３５９ ０４９

　　注：ｐ值＜００５，ｐ值＜００１。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９０所一流大学高校、
一流学科高校以及非双一流三类中国高校英文网

站国际形象建设现状进行了定量对比分析。研究

结果表明：（１）三类高校英文官网总体构建了以
人才培养维度为重心，兼顾国际交流、条件设施、

文化建设和科学研究维度的国际形象。社会服务

维度与其他五个维度的内容占比差距较大，三类

高校对社会服务的形象建设尤显欠缺。同时，一

流大学高校与一流学科高校网站在科学研究维度

的内容占比显著高于非双一流高校网站，非双一

流高校在科学研究维度的形象建设仍显不足。此

外，非双一流高校网站在条件设施维度的内容显

著高于一流大学高校网站，非双一流高校更重视

展现学校在硬件设施方面的发展成绩。 （２）三类
高校英文网站主要使用了文字表格和图片视频两

类话语元素。一流大学高校网站话语元素的多样

性和网站内容的丰富度都要高于一流学科高校，

尤其是非双一流高校网站。

（二）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首先应充分肯定国内高

校英文官网国际形象建设取得的显著成绩。为进

一步提高国内高校英文官网及国际形象建设水平，

更好地 “讲好中国高校故事”，我们依据研究结

果，提出如下几点思考：

第一，一流大学高校应在英文官网加强社会

服务维度的形象建设，突出高校形象个性特色。

一流大学高校英文网站社会服务维度的内容占比

仍较低，对社会服务的形象建设仍显不足。旨在

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一流大学高校应在英文网站

加强社会服务维度形象建设，充分向世界观众展

示中国高校的社会职责与使命感。此外，一流大

学高校英文官网仍存在形象特色不鲜明、个性不

突出等问题。如何在表达共性的同时又能突出个

性，是一流大学高校未来在英文网站形象建设中

需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二，一流学科高校应提高英文网站形象内

容完整性，提升网站内容丰富度。一流学科高校

除应加强社会服务维度的形象建设外，还应着力

提升网站形象内容的完整性。相当数量的此类高

校英文网站仍存在形象内容缺失现象，分别有超过

５０％和５％的网站在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维度未提
及任何内容。一流学科高校未来在英文官网建设中

应首先考虑填补形象内容缺失。同时，一流学科高

校网站的话语元素数量不仅较少，话语元素使用也

显单一。未来一流学科高校应积极向一流大学高校

学习借鉴英文网站建设的成功经验，在丰富网站内

容同时，增加对多种话语元素的使用。

第三，非双一流高校应重视英文官网建设，

加强科学研究维度形象建设。虽然非双一流高校

英文官网国际形象建设也有不少亮点，特别重视

突出学校在条件设施方面的发展成绩，但总体上

非双一流高校对英文网站建设仍不够重视，网站

建设还存在诸多问题。有相当比例的高校未设英

文官网或官网无法正常访问，还有的存在网页内

容乱码、网站长期未更新等问题。伴随互联网时

代的继续深化发展，英文官网对高校国际形象建

设的关键作用将会愈发突显，英文网站建设值得

引起国内高校进一步重视。同时，非双一流高校

在科学研究维度以及在师资力量、科研活动和国

际活动要素的形象建设仍显薄弱，网站中相关内

容占比过低。非双一流高校在上述维度和要素的

形象建设仍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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