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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第二课堂的 AIGC 辅助留学生传播中医药文化视频制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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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与教育国际化持续深化的背景下，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传播成为重要议题。

中医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医学理念与治疗方式在国际社会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通过实践活动的组织与分析，本文梳理出 AIGC 赋能中医药文化传播的路径，并总结出三条结合准确性、互动性

与本土化传播需求的原则，旨在为中医药文化的国际化传播提供可操作的参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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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video production of promo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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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creasingly close global cultural exchanges and deepen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the digital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gain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its unique 
medical concepts and treatment methods.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 and analysis of practical activities,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path for AIGC to empower the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and summarizes three principles that 
combine accuracy, interactivity, and local communication needs, aiming to provide operational reference models for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Keywords】The second classroom; AI-generated videos; Shandong TCM cultu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ultural 
dissemination 

 
1 引言 
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

着对生命与自然的独特理解，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与

文化价值[1]。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的传承创新

发展，在中医药文化“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

议推动下，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日益重要，迫切需要

通过可视化、可理解的方式展现其理论与临床价值。在

此背景下，探索如何通过教育体系特别是高等教育中

的国际学生资源，加强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已成为

一个富有现实意义与战略价值的课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快速发展为传统文化

数字化提供了新工具[2]。AIGC 在文本、图像、视频等

方面的生成能力，大大降低了传播门槛，提高了效率与

互动体验。同时，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进，留学生

凭借语言优势与跨文化素养，逐渐成为中医药文化海

外传播的重要力量[3]。 
本研究依托高校第二课堂教学，以留学生为主体，

结合 AIGC 技术开展中医药文化内容共创与传播，构

建“教育—技术—传播”协同机制，推动中医药文化

从单向输出走向交互共创，实现更具适应性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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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传播路径探索。 
2 “第二课堂+AIGC”融合机制下的传播路径设

计 
2.1 留学生在第二课堂中的桥梁作用与实践优势 
第二课堂作为区别于正式课堂的实践平台，具有

高度的自主性与探索性，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良好的

环境。留学生可根据兴趣参与中医药文化活动，这种探

索性实践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助力中医药文化传播不断推陈出新[4,5]。 
留学生兼具本国文化背景与在华学习经验，熟悉

母语表达、了解受众接受偏好，具备良好的双语表达与

文化转换能力，在内容翻译与本土化表达方面具有天

然优势[3]。通过实际参与第二课堂的内容创作，留学生

将个人经历与传播对象相连接，提升了传播的真实感

与感染力。这种“学习—表达—传播”一体化的过程，

使他们在讲述中医药文化时，既真切，又有说服力，使

其成为连接中西文化的重要桥梁。 
2.2 AIGC 赋能的技术可能性 
近年来，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一众 AIGC 工具在

文本生成、图像合成、视频制作与虚拟人构建等方面展

现出了强大的能力，为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

丰富的技术可能性[6]。借助 AI 工具可辅助完成文本脚

本撰写、图像生成和视频剪辑等环节[7]。工具降低了制

作门槛，使留学生能够结合自身理解，以可视化形式表

达中医药文化，提升内容的表现力与传播效率[8]。 
在图像设计阶段，Midjourney 等视觉设计工具可

根据描述性文字生成具有中医药元素的图像素材。这

些素材不仅具备艺术表现力，也兼具一定的专业性，能

够为视频制作提供丰富的视觉资源。 
在动画素材紧缺的情况下，Runway 等工具可实现

图像的动画化，将静态的图像转化为动态的视频片段。

最后通过剪映等视频剪辑工具进行剪辑拼接，将动画

拼接到到视频中的合适位置弥补动画素材的缺失。 
视频中生硬的旁白会导致视频完播量过低，虚拟

人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借助 Heygen 工具设计虚拟

人，生成目标观众熟悉喜爱的形象，用他们熟悉的语言

和方式来讲解中医药知识，这样观众会觉得更亲近，也

更沉浸其中。有了这些技术作为辅助，视频制作的门槛

低了很多，留学生们也能轻松上手，充分发挥他们的创

意和想法，为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注入新的活力。 
2.3 传播链条构建：多元融合驱动的路径模型 
在“第二课堂+AIGC”的协同框架下，中医药文化

国际传播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内容输出，而是一个

以留学生为主导、人工智能为工具、平台生态为媒介的

多维传播链条。其路径可概括为五个关键阶段： 
（1）教育组织引导。高校依托第二课堂组织策划

中医药文化主题活动，整合校内外资源，开展文化导入、

语言训练、文化比较等系列准备环节，提升留学生的文

化理解力与表达能力。 
（2）创意策划与内容构建。围绕中医药理论、实

地体验、代表性人物等内容主题，结合目标受众需求开

展脚本设计、语言风格调整与文化适配分析，形成初步

传播框架。 
（3）AIGC 赋能内容生成。借助 ChatGPT、

Midjourney、Runway、Heygen 等工具协同生成文本、

图像、动画与虚拟人，实现高效低门槛的视频创作。 
（4）分众平台精准投放。根据内容形态与受众偏

好，将成品视频分发至 YouTube、TikTok、Hotstar 等国

际主流平台，并结合标签设置、封面优化和语言本地化

策略，提升曝光度与接受度。 
（5）用户互动与数据回流。利用平台数据分析功

能收集观看行为、评论反馈与互动参与度，结合 AI 智
能推荐机制进行内容更新与形式调整，实现“创—投—
评—改”闭环迭代。 

 

图 1  “第二课堂+AIGC”中医药传播路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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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路径的设计强调了“人、技、媒”三者之间的有

机联动，使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从被动输出转变为

主动共创，有效提升了文化传播的适应性、亲和力与延

展性。 
3 中医药 AI 视频制作案例与组织策略 
顺应当今数字信息时代的浪潮，AI 视频制作的便

利化与实用性让中医药文化传播路径得到进一步延伸。

同时以不同国家的留学生为传播主体，将收集好的信

息作为第二课堂的素材源进行 AI 中医药文化视频制

作，通过搭载第二课堂的形式制作符合各个国家风格

不同的中医药文化内容，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从而精

准而有效的实现山东省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 
3.1 内容策划：从中医理念到分镜脚本 
视频制作中最重要一环便是选择恰当的视频主题，

围绕山东中医药代表性人物、草药的民间故事等方向，

深入挖掘山东地区中医药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内容，

突出其文化价值与现实意义。 
在选题确定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留学生群体的

兴趣取向和语言文化背景。通过发放问卷等方式，收集

他们对不同主题的兴趣和认知情况，确保主题设置既

富有文化深度，又具吸引力。 
在确定主题后，借助 GPT 等文本工具生成英文分

镜脚本。在生成过程中充分考虑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

和语言习惯，确保语言表达通俗易懂、生动有趣[9]。 
3.2 视觉制作：图文生成与虚拟人嵌入 
视觉制作环节是将文字脚本转化为直观、生动的

视频内容的关键步骤。 

首先，使用 Midjourney 生成配图素材。根据脚本

中对场景、人物、中药材等的描述，输入相应的关键词

和参数，生成高质量的图像。 
利用 Runway 等工具实现图像的动画化。通过设置

动画效果、添加动态元素等，使静态的图像变得生动有

趣，增强视频的视觉冲击力。 
在视频剪辑环节，可以结合使用如剪映等常见剪

辑工具，对拍摄素材和动画图像进行整合与优化。剪辑

过程中，应根据内容节奏合理安排画面切换，搭配合适

的音效，提升视频整体的观赏体验。 
在人物呈现方面，为增强内容的表现力与亲近感，

可以尝试引入虚拟角色辅助讲解。根据目标受众国家

的文化背景，适当设置角色的外观与服饰，使其更符合

当地观众的审美与认知习惯，以提升讲解的自然度。 
3.3 多平台分发：构建分众传播生态 
为了让中医药文化触达更广泛的国际受众，不同

平台的组合使用成为重要策略。在内容发布前，应根据

已有的观众反馈和平台特性，合理划分传播方向。根据

数据统计，YouTube 用户覆盖年龄层广泛，文化背景多

样，适合发布较为系统的讲解类视频，便于展现中医药

文化的深厚底蕴；TikTok 节奏更快用户更加年轻化，

可以选择像短视频一类的快节奏方案；在印度地区，

Hotstar 拥有较高的认可度，应结合当地语言和习惯，

设计更有针对性的中医药内容，增强文化亲和力。 
针对不同平台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分发策略。在标

签策略方面，结合视频主题和目标受众，选择热门、相

关的标签，提高视频的搜索排名和曝光率。 

 

图 2  Midjourney 使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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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Runway 使用界面 

 
图 4  剪映使用图例 

 
图 5  使用 Heygen 创建扁鹊虚拟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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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主流平台用户年龄分布比重 

 

图 7  观众对不同视频表达方式的偏好统计 

 
内容发布后，通过分析视频的点击率、观看时长、

点赞率、分享率等数据，了解用户的反馈和需求，及时

调整视频的内容和形式。与海外高校开展合作，将视频

纳入其中医药文化课程教学资源，扩大视频的受众群

体。 

4 AI 视频与留学生文化传播协同原则 
4.1 准确性与本土化并重 
在 AI 视频制作过程中，确保内容的准确性是首要

原则。AI 生成内容必须经过中医专家的严格审校，对

视频中的中医药术语、理论知识、临床案例等进行仔细

核对，确保内容符合中医药的专业标准和科学原理。 
传播语言风格要由留学生根据本国文化进行调整，

实现本土化表达。留学生熟悉本国的语言习惯、文化习

俗，能够将专业的中医药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贴近生

活的语言。这种专业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表达模式，既保

证了内容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又提高了内容的可接受

性。 
4.2 可视性与故事性结合 
我们事先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校园 500 名学生

用户对视频表达方式的偏好进行了抽样调研统计，统

计结果如图 7 所示，应根据观众喜好调整视频中各内

容的比重，让观众更加直观地理解中医药的理论体系。 
为了提升视频的吸引力，故事性也不可忽视。相比

单一的知识讲解，带有情节推动的视频更容易抓住观

众的注意力。通过优秀的故事，传统文化能以更温和、

更易接受的方式走进观众的内心。 
4.3 参与性与反馈性共建 
为了提升观众参与感，可在视频片尾鼓励其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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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区留言，营造开放互动的交流氛围，让整个传播过程

更有温度，形成良好的互动氛围。 
根据收集到的留言与观看数据对视频风格进行优

化，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结合诸如完播量等观看数

据，有针对性地调整视频的选题、内容结构与表现形式，

实现视频的持续迭代和优化，不断提高视频的质量和

传播效果，形成一个良性的传播循环。 
5 结语 
本研究基于高校第二课堂实践，以留学生为主体，

借助数字技术手段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多语言、多媒介、

多样态输出，拓展传统文化传播的视野，激发青年群体

对中医药的兴趣与认同。通过组织留学生深度参与中

医药文化的采集、理解、创作与传播，不仅增强其跨文

化沟通能力，也构建了“自下而上、情境真实”的海外

传播路径。多媒体视频与虚拟人物讲解等形式提升了

内容的可视性与沉浸感，能够有效拉近国际受众与中

华文化的心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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