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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中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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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商学院，广州 黄埔区 511363）

摘要：社交媒体的崛起已经改变了人们的信息传播和社交互

动方式，对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研究旨在

深入探讨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表达，并

分析社交媒体对他们认同的塑造作用。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采用

多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民族认同，包括文字、图像、标识、言论和

参与文化活动。社交媒体平台的特点对这种表达方式产生了显著

影响。同时，社交媒体的内容分析揭示了丰富多彩的民族认同主题，

包括民族文化、历史、传统和价值观。此外，研究发现社交媒体

互动可以加强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通过参与民族

文化活动、共同策划活动以及在线讨论，大学生感到更紧密地与

其他民族成员联系在一起，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关键词：社交媒体；民族认同；民族共同体

一、相关概念

（一）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是一个涵盖了个体对其所属民族或族群的认同感和

情感联系的复杂概念。它反映了个体与特定民族或文化群体之间

的情感、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情感可以是积极的、消极的或中

性的。个体在民族认同中感到归属感，并认同自己是该民族的一

部分。个体通常有多重认同，包括民族、地域、宗教、性别、职

业等各种社会认同。在 2021 年 8 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

出：“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

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

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

体建设。”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

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和理念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

主要源于社会科学、政治理论和人类学的研究和讨论。本文讨论

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定义和意义，“中华民族”是近代中国才出

现的概念。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

指出要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概念是在 2014 年 9 月提出，他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

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

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

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强调

了对中国文化传承的认同社交媒体平台特点，以及对中华民族的

认同。这一概念在中国社会和政治中具有重要地位，也在社交媒

体上广泛传播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和文化对社会形态的

影响。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中，需要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

创新，以及历史经验的吸取。这包括对中国的文化多样性的尊重，

同时推动一个统一的国家文化认同。

（三）社交媒体平台特点

社交媒体平台是一个动态和多样化的数字生态系统，具有各

种特点和功能，能够满足用户的社交、信息分享和娱乐需求，包

括微信、微博、抖音、快手、脸书、视频号、推特等。以上是一

些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各有特点，面向不同

的用户群体和用途。社交媒体平台的数量和流行程度可能会随时

间变化，比如用户可以评论、点赞、分享、私信等与其他用户互

动，这促进了信息传播和社交联系的建立。截止 2020 年 12 月，

各级政府共开通政务头条号（即指今日头条的政务公共信息发布

平台）82958 个，开通政务抖音号 26098 个，许多社交媒体平台强

调实时性，允许用户即时发布消息和更新状态。这种实时性有助

于用户了解当前事件和话题。社交媒体平台支持各种类型的内容，

包括文字、图片、视频、音频、链接等。这多样性的内容类型使

用户能够以多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兴趣。这些特点在不同的

社交媒体平台之间可能会有所不同，根据用户需求和偏好的不同，

他们可以选择使用适合自己的平台。

二、社交媒体中大学生的民族认同表达

（一）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的认同表达方式

可以通过发布文字状态、博客文章、推文、评论等方式在社

交媒体上表达自己的认同观点。他们可以详细阐述自己的看法、

观点和价值观，与其他用户进行文字互动。许多大学生制作和分

享视频内容，以表达他们的认同观点。这可以包括自拍视频、讲

解视频、宣传片段等，通过视听方式吸引观众。大学生可以通过

加入社交媒体上的群组、页面或事件，表达对特定认同领域的兴

趣和支持。他们可以参与讨论、分享相关内容和与志同道合的人

建立联系。在跨文化环境中，大学生可以使用多种语言来表达认同。

他们可能发布多语言内容，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

（二）社交媒体平台对民族认同表达的影响

社交媒体平台能够迅速传播信息，使民族认同表达能够在短

时间内广泛传播，吸引更多关注。图片、视频和图像在社交媒体

上易于分享和理解，这些视觉元素可以强化民族认同表达，引起

更多共鸣。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能够根据用户的兴趣和行为习惯

呈现个性化的内容，这使得用户更容易接触与其民族认同相关的

内容。社交媒体可以用于政治动员，推动民族认同与政治议程相

关联，影响选民和政策制定。社交媒体平台也可以用于组织和宣

传社会活动，以支持或捍卫特定民族认同。

三、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交媒体互动

（一）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

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可以通过各

种方式表达他们的认同和互动。以下是一些具体例子：大学生可

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们参与传统节庆的经历，如春节、中秋节等。

他们可以发布家庭聚会、传统食品制作、舞蹈表演等活动的照片

和视频，以展示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热爱和传承。一些大学生

社团或团体可能会组织各种中华民族文化活动，如汉服日、茶道

表演、传统音乐会等。他们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宣传这些活动，吸

引更多人参加，同时分享活动的照片和视频以记录这些文化活动。

大学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知识。

他们可以发布有关历史事件、文学作品、传统艺术、宗教仪式等

方面的信息，以教育和提高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一些大学生

可能通过社交媒体发起慈善活动或社会服务项目，以回馈社会，

并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观。他们可以募集资金、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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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需要的民族成员提供帮助。这些互动活动不仅加强了大学生

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联系，还有助于促进文化传承、跨文化交流

和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强化。社交媒体作为一个传播和互动平台，

为大学生提供了展示和分享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热爱和认同的

机会。

（二）社交媒体互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影响

社交媒体互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交

媒体互动可以加强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大学生可以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参与民族认同话题的在线讨论。例如，在一个

社交媒体群组中，他们可以就中华文化、传统价值观或社会问题

进行讨论和辩论。这种互动促使大学生更深入地思考和探讨他们

的民族认同，与其他成员分享他们的看法，也能够倾听不同观点，

从而更好地理解共同体的多样性。大学生可以在社交媒体上组织

共同策划的文化或社交活动，例如民族音乐会、文化展览、社区

服务项目等。通过与其他志同道合的成员合作，他们能够共同创

造和参与这些活动，这种协作加强了他们的共同体认同感，认识

到他们可以通过共同努力来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社交媒体为大

学生提供了庆祝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纪念日的机会。例如，在重

要的民族节日或历史事件纪念日，大学生可以在线上共同庆祝，

分享他们的庆祝活动、仪式、照片和视频。这种共同的庆祝活动

强化了他们对共同体的认同感，营造了一种团结的氛围。大学生

感到更紧密地与其他民族成员联系在一起，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意识。

（三）社交媒体中的民族认同表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

关系

民族认同表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两者相

辅相成，互相促进。

1. 民族认同表达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个体通过不同方式的认同表达，如社交媒体分享、传统文化

活动参与、纪念活动等，强化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这

些表达通过传递对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的尊重，有助于建立更

紧密的共同体联系。纪念 9.18 事件是对民族认同的表达。通过在

社交媒体上转发相关内容，个体展示了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这

种表达有助于强化国家认同，让人们认识到自己是中国这个伟大

国家的一部分。这种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相互交织，

共同推动了共同体意识的形成。9.18 事件代表了中国近现代历史

上的侵略和苦难。通过社交媒体的转发，人们表达了对侵略的反感，

对和平与正义的渴望。这种行为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追求，

强化了共同体意识。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了民族认同表达。

纪念 9.18 事件是对国家认同的表达。通过在社交媒体上转发

相关内容，个体展示了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这种表达有助于强

化国家认同，让人们认识到自己是中国这个伟大国家的一员。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强化激发了更多的个体表达对共同体的认

同。当个体感到自己属于一个大家庭，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各种方

式表达自己的认同，以巩固共同体的凝聚力。这种互动促进了更

广泛的认同表达。

3. 互动强化了文化传承。

认同表达和共同体互动通常包括传播民族文化、历史、传统

等元素。通过这些互动，文化得以传承，同时也推动了文化自信。

文化的传承有助于强化共同体的认同，因为共同体的形成往往与

特定文化相关。纪念 9.18 事件是对历史的尊重和记忆传承的一种

方式。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相关历史资料、照片、文献或纪念

活动信息，个体表达了对那个时期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的关注

和尊重。这有助于确保历史不被遗忘，同时也向年轻一代传递了

历史的教训。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鼓励参与。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发了个体积极参与文化、社会和政治

活动的愿望。通过参与各种纪念、庆祝和社区活动，个体可以表

达对共同体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同时也加强了共同体的凝聚力。

纪念 9.18 事件的行为在社交媒体上能够引起广泛的共鸣，促进了

中华民族的团结。许多人将其视为对国家和民族的共同纪念，通

过网络转发，传递了团结和共鸣的信息。这有助于强化民族认同，

使人们感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纪念 9.18 事件是对国家认

同的表达。通过在社交媒体上转发相关内容，个体展示了对国家

的忠诚和热爱。这种表达有助于强化国家认同，让人们认识到自

己是中国这个伟大国家的一员。9.18 事件代表了中国近现代历史

上的侵略和苦难，纪念这一事件也是对社会正义的追求。通过社

交媒体的转发，人们表达了对侵略的反感，对和平与正义的渴望。

这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追求。

四、讨论 

社交媒体对民族认同的影响都是积极的吗？答案是不全面的，

社交媒体作为塑造民族认同的媒介，并且社交媒体对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推动作用。社交媒体在加强认同感和联系的同时，也可能

面临信息过滤和社交分化的挑战。社交媒体中存在信息过滤和算

法推送，可能导致大学生仅暴露于特定观点和信息源。这可能导

致民族认同的偏见，因为他们被局限在一个信息“泡泡”中，不

愿接触不同观点，进一步加深偏见。

社交媒体也容易传播虚假信息和滥用，这可能引发误导和误

解。虚假信息和误导性内容有时会用来攻击其他民族，引发紧张

局势。不是所有大学生都能轻松访问和使用社交媒体，因此可能

存在数字分化问题。这可能导致民族认同的不平等，限制了某些

人表达认同的机会，加剧社会分化。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可能成为

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渠道，鼓励分裂和冲突。这对于民族认同不利，

因为它可能加剧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

综上所述，社交媒体在大学生中的文化背景下对民族认同既

有积极影响，又有负面影响。也存在信息过滤、虚假信息传播和

社会分化等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教育和提高大众的媒体素养，

帮助他们更好地辨别虚假信息和偏见内容。学习如何识别可靠的

信息源和新闻报道是关键，以减少虚假信息的传播，括加强平台

的内容审查，确保不宣扬仇恨、分裂或极端主义思想。平台也可

以鼓励用户追求不同观点的信息来源。社交媒体平台可以提供关

于媒体素养和信息辨别的教育资源。这可以包括在线教程、提示

和建议，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如何正确使用社交媒体以避免负面

影响。民间组织和社会机构可以积极参与，通过倡导和教育来减

少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它们需要社交媒体平台、政府、教育机

构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和协调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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