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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变革与管理】

新时代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困境反思

于　 欢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

　 　 摘　 要：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已成为新时代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重

要途径，但与此同时，技术的“两面性”致使网络爱国主义教育面临主体话语权弱

化、客体媒介沉溺、介体碎片化传播、环体众声喧哗等困境。 为此，可从技术赋权、
媒介素养培育、平台建设、机制保障等方面进行成因分析，并从“新思想”动员、“新

内容”建设、“新优势”建立、“新生态”塑造等角度探索新时代网络爱国主义教育

的困境化解之策。
关键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中图分类号：Ｄ６４７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５４２０（２０２３）０２⁃００４０－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１⁃２３　 　 本刊网址：ｈｔｔｐ：∥ｎｙｓｋ．ｎｊｕｐｔ．ｅｄｕ．ｃｎ
作者简介：于　 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２１＆ＺＤ０２８）；北

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专项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至上’基
础价值研究”（２１ＬＬＭＬＢ１０６）

　 　 新时代，纷繁的网络生态、多元的网络主体、复杂的网络机制使得网络环境中意识形态

问题的复杂性被更直接地呈现出来。 为应对网络对爱国主义教育的挑战，必须对网络爱国

主义教育的困境及其成因进行系统研判，并在掌握其逻辑理路的基础上探索解困之策，科学

引导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理念与行为。

一、新时代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困境

网络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全新的发展场域，改变了传统意义上教育思想的传播渠道、

获取方式、表达手段与接受习惯，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爱国主义教育的困境。
（一）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主体的话语权弱化

传统媒体时代教育主体拥有“高阶话语权”，能够主导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掌握话语解

释、分析、传播等权力。 新时代，随着互联网与爱国主义教育的结合，原有的话语格局被打

破，话语资源被重新分配，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主体话语权被弱化。 一是知识极差效应被削

弱。 网络环境中越发多样的信息来源与传播渠道使得受众可以直接接收大量爱国主义话语

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客体之间知识的极差效应，甚至出现关于特定话题教育客体掌



握更多信息资源的情况。 二是话语引导作用被淡化。 网络信息传播的“节点化”放大了个体

选择性“过滤气泡” ［１］，致使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受众不再是“千人一面”，其个性价值被进一

步激发，如此情境下，教育主体的爱国主义教育话语难以满足差异化、层次化、分众化需求，
内容的有限性弱化了话语的引导力。 三是议题设置能力被分解。 网络社会中爱国主义教育

话语内容更多采用“分布式”生产形式，话语权的分散为新兴媒介在信息“解码”与“编码”中
争取了一席之地，这使得教育主体传统意义上的“集权性”地位被打破。 不同视角、不同层面

的爱国主义内容阐发模式，挑战并分解了教育主体的议题设置能力。
（二）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客体的媒介沉溺

数字技术的兴起使网络媒介深刻嵌入社会生活，大众传媒内容传导机制的时效性、便捷

性、丰富性促使受众依赖媒介洞察社会，引发意识形态领域的新一轮“异化”。 就网络爱国主

义教育而言，移动终端的普及极大便捷了教育客体的媒介使用，但也使其易过度依赖媒介，
进而出现对正向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拒斥，对“拟态环境”异质性信息的盲从［２］。 对主流价

值导向的“脱敏”易引发群体情绪极化，导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认同危机。 一是内隐认同

障碍。 媒介沉溺导致个体易将网络虚拟环境视为自身价值归宿，教育客体在价值判断、情感

认知、行为准则等内在思想观念上有意或无意地逃避主流价值导向，降低了网络爱国主义教

育的社会化程度。 二是外显认同障碍。 媒介崇拜作为媒介沉溺的一种表现形式，体现了用

户对媒介的高度认同，教育客体在此状态中会逐渐丧失自主思考能力，甚至形成“惯性心理”
与“集体无意识”。 个体逐渐淹没于数字浪潮之中，难以与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主体形成有效

互动，甚至排斥与抵触爱国主义内容。
（三）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介体的碎片化传播

细小化、简单化、个性化是新时代网络社会中信息生产、数据传播、内容分发的主要特

征，碎片化传播环境成为网络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现实情境。 伴随着多层级、分众化的传播

趋势，网络空间存在诸多精简、梗概的正向观点表达，但也充斥着结构破碎、断章取义的异质

价值立场。 在如此复杂多变的传播链条下，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介体的系统性易被解构。 一

是供给渠道的碎片化。 网络环境极大降低了社会信息的生产与传播门槛，随着社会供给主

体、个人供给主体等多元主体越发频繁地参与意识形态活动，虚拟空间中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

供给渠道变得更加纷杂而呈现碎片化样态，这种“去结构化”与“扁平化”的传播结构使网络空

间观点林立、争论不断，严重弱化了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主流声音的价值传播与引领作用。 二是

传播内容的碎片化。 技术手段的持续更新提高了网络信息的更迭速度，造成网络爱国主义教

育内容体系的割裂，各种“语意碎片”不仅分散了教育客体的注意力，也削弱了爱国主义教育应

有的传播效果。 三是话语表达的碎片化。 当下，诸多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话语不具备权威的结

构框架与规范的文体表述形式，加之虚拟环境对话语生产者的掩蔽作用，使得话语场域中情绪

化、娱乐化观点泛滥，结构分散、语意不详、拼凑嫁接的碎片化表达易导致话语分歧与理解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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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凌乱无序的语言环境使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受到挑战。
（四）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环体的众声喧哗

Ｗｅｂ３．０ 技术建立起网络环境下的多向传播模式，开启了网络信息传播的“人际化”进

程，导致教育环体之中各类虚假、冗余、嘈杂的信息泛滥，呈现众声喧哗的发展样态。 自由开

放的思想交流环境渗透着形态各异的价值观念、掺杂着良莠不齐的思想导向，在如此暗流涌

动的局势下，种种异质性内容对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环体的和谐性产生冲击，导致爱国主义价

值取向与目标诉求的扭曲。 一是网络舆论暴力。 互联网给予了网络媒体用户充分的宽容度，
在这个标榜自由的空间中，道德标准与伦理框架更易被淡化与忽视，某些爱国主义非理性情绪

的过度表达往往引发网络舆论暴力，肆无忌惮的谩骂与攻击化为言语“枪炮”，造成了网络爱国

主义教育环体的混乱与无序。 二是多元社会思潮。 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

促使不同利益集团竞相在网络空间中传播各自的理念，一时间多元思潮“亮相出场” ［３］，民粹

主义、反智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潮甚嚣尘上，不断在网络空间中贩卖社会焦虑、煽动负面情

绪，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环体的原有秩序，致使社会群体情绪在不良思潮

裹挟下“理性异变”，长此以往，爱国主义难免遭受网络情境下的“合法性”危机。

二、新时代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困境追因

为促使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在新时代实现新突破，必然要将困境追因置于重要地位。 当

前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困境并不是由单一因素导致的，应从多方面、多角度开展成因分析，
以此为解困策略的建构与路径的探索提供现实基础。

（一）网络技术赋权强化主体性

Ｐ２Ｐ（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的产生与应用将“个人用户节点”引入互联网传播，引发了以用户为

核心的“再中心化”，这就意味着用户在网络表达、交往与行动中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力，即

“网络技术赋权”。 新时代条件下，网络用户在“赋权”中实现自我意识觉醒，话语权的“泛

化”改变了从前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权力结构，使得统一集中式思想传导模式逐渐被分化与

消解。 其一，用户对话语主体的重建。 在“流量经济”“眼球经济”盛行的背景下［４］，网络技

术赋权助推媒介话语权的分散、位移与制衡。 网络用户不仅关注主流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也
推动了各类目、分众化观点的传播，导致了话语主体的结构化重建与自由化发展。 其二，用

户对传播系统的重构。 网络打破了传统的教育闭环，包罗万象的信息资源不断分散着用户

视线，重构了信息收发形态，从中孕育而生的全新网络文化冲击着爱国主义教育的权威性。
（二）网络媒介素养呈现差异性

在“万物皆媒”的网络时代，媒介在塑造舆论、传播观念、引领价值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小

觑的作用。 网络与现实生活相互交织，由此引出媒介素养这一问题。 媒介素养体现了用户

面对网络信息时的选择、评估、认知与使用能力，但媒介素养呈现不平衡状态，影响了网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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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有序开展。 其一，教育主体的媒介应用能力不同。 知识经济背景下，新技

术、新技能成为支持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基础，但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主体的专业度、应用度与

实践基础存在着地域、领域之间的差异性，诸如网页设计、受众分析、全媒体采编等技能难以

在教育主体之中普及，这必然造成教育主体开展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时的“底气不足”。
其二，教育客体的媒介辨别能力不同。 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客体的规模庞大，其媒介辨别能力

也参差不齐。 随着网络信息传播的“草根化”，海量异域文化、负面信息、不实言论在网络空

间大行其道，极易使教育客体身陷“数字鸿沟”而削弱自身的分析与辨别能力［５］。 同时，网
络媒介依靠“大数据算法”轻易捕获“用户画像”，为各类用户量身打造“拟态环境”，易导致

部分教育客体沉溺感官刺激的“信息茧房”，忽视了自主分辨与思考能力。
（三）网络平台建设缺少突破性

网络媒介平台已成为虚拟世界信息生产、传播、接收的重要渠道，为增加用户黏性与留

存率，“体验至上”逐渐成为各类平台发展壮大的“准则”。 就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而言，当前

平台因受制于教育性质的严肃意义而缺少突破性建设，从而难以达成爱国主义教育的预设

效果。 其一，平台的服务性不足。 现有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平台在服务性上存在缺失，就页面

设计而言，结构形式单一、内容布局简单、栏目分类混淆造成了美感缺失与检索困难；就产品

定位而言，设计理念传统、时效内容匮乏使网络用户与平台乃至其他用户之间的交互性难以

得到体现；就平台质量提升而言，自测反馈系统的不成体系掩盖了问题成因，致使平台建设

原地踏步、难有突破。 种种问题致使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平台的用户流失与传播力削减。 其

二，平台的综合性欠缺。 综合性网络媒介平台能够满足用户社交、娱乐、工作、学习的“一站

式”要求，促使其实现有效的价值导引，而当前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平台的开发与管理缺少全

面规划与综合统筹，不同部门、学校、机构的平台建设难以实现功能兼容与信息共享，用户在

多元平台转换中消磨了耐心而难以实现长效关注，同时，重复性网络平台建设也引发内容采

集的繁琐与建设资源的浪费。
（四）网络保障机制存在滞后性

在爱国主义教育领域，网络为意识形态提供了新的传播环境与表达手段，但网络不是天

然安全的“主流舆论场”，要维持这一场域的和谐、正常运行，不可避免地需要机制保障，而现

有的机制建设并不健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话语狂欢”“众声喧哗”等问题。 其一，制度保

障有待完善。 面对高速流动、体量庞大、时时变化的网络场域，当前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在舆

情监管、奖惩核定、评价反馈等制度建设上存在缺陷，易使信息在资本逻辑宰制下偏离事实，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络爱国主义思想传播环境的肃清与教育的实效。 其二，组织保障

有待完善。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的组织建构，然而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仍存在着

“头部效应” ［６］，既存在由党媒、央媒等主流媒介平台组成的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头部媒体”，
也存在仍处于“摸索阶段”的网络运营平台与机构，整体组织建设呈现不平衡的发展态势，易

３４第 ２ 期 于　 欢：新时代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困境反思



导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 其三，技术保障有待完善。 为保证网络爱国主义

教育的有序开展，网络预警、防控、过滤等技术的发展完善被提上日程，但当前我国在网络安

全方面仍处于被动地位，网络爱国主义教育面临复杂多变的环境。

三、新时代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解困之策

新时代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必然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应充分审视网络空间中作

用于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有的放矢地探索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解困之策，不断“唱响互联网

爱国主义主旋律”，“让爱国主义充盈网络空间” ［７］，着力提升社会成员对爱国主义的价值认

同与思想认可。
（一）“新思想”动员：创新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理念

面对数字空间引发的信息传播变革，应将“理念先行”作为新时代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策

略的基本遵循，以融合思维创新教育理念，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８］，不断指

引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步入科学化、全面化发展进程，进而实现育人工作的与时俱进。 其一，

坚持数据挖掘理念。 数据挖掘不仅是网络技术更是教育方法，通过对网络用户群体数据的

专业化采集与分析，立体化展现用户心理、习惯、偏好等，有利于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主体实时

评估育人效果、预测受众行为，为爱国主义价值观的精确引导提供可能，进而实现爱国主义

教育资源的综合利用与价值增值。 其二，注入云端共享理念。 以云盘、网盘为代表的云端共

享载体已成为网络社会资源储存、整合、传播的重要渠道，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应以此为基础

不断推动云端共享机制建设，着力“构建网络应用平台、服务平台、管理平台” ［９］，使其成为

集文献资料库、图文数据库、理论资源库于一体的教育“基地”，以实现爱国主义教育和“云
技术”的高度融合，开创新时代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新局面。 其三，强化用户服

务理念。 用户管理是网络媒介运营的核心，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也应重视用户体验，不断揣摩

用户内在需求与心理，适时嵌入反馈机制与调查举措，努力将爱国主义教育信息与用户需求

相结合，在改善用户服务体验的同时取得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

（二）“新内容”建设：丰富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新时代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建设应做到全面覆盖、重点突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强烈的问题意识与缜密的学术思维贯穿教育内容的组织之中，
持续创新网络时空结构下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呈现样态，不断触发网络社会成员的内在情

感，使爱国主义牢牢占据舆论引导的制高点。 其一，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阐释。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展现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认同，是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打造的资源宝库［１０］。

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与网络媒介相“嫁接”，以数字化技术改变其存在形态，不

断探寻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表达与网络用户接受之间的最佳“契合点”，有利于形成与时俱进

的文化融合产品，此种“跨越式”的现代化阐释方式更易于实现爱国主义内容传播的广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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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对时尚文化的主流化打造。 网络时尚文化对于个体精神状态具有调适作用，体现出不容

小觑的潜在价值。 新时代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应对其进行正确引导，使之成为主流文化的内容

来源。 应着力对富有“热度”的动漫、游戏、文学作品进行重塑与再造［１１］，使其既符合大众审美

需求，更凸显爱国价值导向，助推爱国主义内容成为网络“热门关注”与“热议话题”。 其三，对
国际文化的选择性吸纳。 全球化打破了各国文化的地域局限，使林立各样的文化形态伴随着

经济往来而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对此，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在内容建构上要坚持“扬弃”立场，既
要重视对国际先进文化的研究与学习，也要规避意识形态侵蚀的风险与挑战，以辩证的观点进

行分析与选择，建立起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体系。
（三）“新优势”建立：开拓网络爱国主义教育阵地

作为新时代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式，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应以明确的“阵地意识”
加强网络平台的建设、组织与管理，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具体工作中建立符合时代发

展要求的爱国主义教育新阵地。 其一，建立融媒体指挥中心。 在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之中，融
媒体指挥中心是统筹管理教育资源，有序开展教育活动的组织基地［１２］，其创建应坚持“空间

融合”理念，即在实体空间中成立工作站，进行内容策划、平台运营、技术监控；在虚拟空间中

设置媒体工作台、网上议事厅，进行审核、筛选、评价、反馈等，二者共同服务于融媒体指挥中

心，以保证其在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的调控功能。 其二，利用微媒体传播渠道。 网络用

户对于微媒体的普遍使用与广泛认同为其助力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当前

的网络环境中，利用主流微媒体宣传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可实现其传播效率的指数增长［１３］。
如在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开展中利用二维码、超链接等技术手段，实现微媒体用户群体跨媒介

交叉引流与内容共享，以此强化教育的互动性，提升用户对爱国主义话题的关注度。 其三，
开发融合型学习平台。 融合型学习平台能够满足用户学习、娱乐、社交等多层次需求，对于

新时代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而言，此类平台的开发与利用，能够围绕用户需要打造“一平台多

体验”环境，实现了以媒介功能的“聚合”强化教育活动的服务性与综合性的目的，从而在潜

移默化的柔性环境中厚植用户爱国主义情怀。
（四）“新生态”塑造：构建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共同体

新时代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环境是复杂的、对象群体是多样的，为提升其育人实效

性，必然要做到各种类型资源的整合贯通，逐步建构教育共同体，从而凝聚起爱国主义情怀

培育的强大合力。 其一，形成“道德－法律”共同体。 “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

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 ［１４］ 新时代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要做到以德服人、以法制人，
既要发挥道德理念的规约与教化作用，又要通过法律划定意识形态红线，明确网络并非“道
德飞地”“法外之地”，通过道德与法律的协同管制营造风清气正的互联网空间，为网络爱国

主义教育的开展提供保障。 其二，建立“个体－族群”共同体。 网络赋权下个体与族群的话

语权被无限放大［１５］，这就要求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改变原有的教育主体“独奏”行为而转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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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发声“共振”：一方面要选拔、培养网络意见领袖，利用其在数字社会中影响力强劲的

“关系网”与“交际圈”，实现爱国主义精神的点对点传递；另一方面要利用好朋友圈、微信群

等“圈层化”用户终端，通过转载、点赞、评论等常态化方式，使爱国主义思想在无形的浸润渗

透中为群体所接受。 其三，设置“部门－机构”共同体。 互联网加快了社会分工的细化，使得

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各项工作的开展越发需要集体智慧与团队运行。 就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而

言，政府部门与技术机构之间可以依据性质构成划分职责范围［１６］，共同作用于教育活动，从
而提升其专业化、职能化程度，让爱国主义精神在网络用户心中牢牢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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