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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交往是我们感知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

的方式，亦是我们‘拥有世界’的基础。”[1]以主体重

塑为中轴，以生态重构为基点，延伸至网络空间的

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为网络化的结构要素所深度嵌

入。处在媒介化趋势持续纵深的网络行动框架之

下，当前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出场面临着更为复杂

多变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其致效过程也同网络

空间的运行逻辑有着愈加显著的固着关系。因此，

立足于网络空间的传播生态与信息环境，厘清当前

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所面临的突出现实梗阻，进而探

索具有针对性的调适路径，就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与理论意义。

一、话语传播梗阻：话语表达多元杂糅并存

作为意识的外显性表达，活跃于话语场中的多

元话语表征着不同思想观念、价值理念的糅合与融

汇。围绕爱国主义这一主题，存在着多元化话语主

体与异质化话语表达的同时在场，塑造出主流话语

与非主流话语杂糅并存的图景。对爱国主义教育话

语致效的诉求并不意味着对多元主体与话语补充的

排斥，其实效性的达成也需要在话语实践中不断汲

取话语素材、凝聚话语合力。但话语间的协奏并非

能够在简单的自发状态中得以实现，这一互动逻辑

需要在良性健康的框架下运行。聚焦于当前网络空

间中的爱国主义教育话语实践，主流话语的失语失

效与异质话语的逆向淹没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引发话

语传播梗阻。

(一)主流话语增殖受阻

借助于多重渠道，主流话语以丰富的话语资源

与语料素材为传播力基础，在较长时期内发挥了重

要的价值传导、观念塑造作用，有效助力了青年爱国

主义教育内容的生产。但在当前解构性逻辑深刻嵌

入的网络空间中，爱国主义教育所长期依赖的话语

表达模式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首先，吸引力是主

流话语有效渗透于社会各领域的重要力量来源，同

网络空间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

现实梗阻与增效路径

周陶霖 刘 博

【摘 要】延伸至网络空间的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有着在出场方式与发生语境上的显著独特性。与网络

空间的逻辑演化过程相伴生，当前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在话语传播、意义沟通与价值触达维度上面临着话语表

达多元杂糅并存、叙事框架多样互嵌共在、群体特质多向迭代更移的现实梗阻。对应于此，应以系统化视角为

导向，激活话语表达、内容生产与生态治理的协同合力。进而言之，就是要以传播渠道升级与话语布局优化为

支点，增益主流表达传播力；以表意方式完善与议程设置细化为落点，增拓内容呈现感染力；以统筹强制性硬

法与引导性软法为基点，增进网络治理保障力。

【关 键 词】网络空间；爱国主义；主流话语

【作者简介】周陶霖，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刘博，天津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体意识形态建设。

【原文出处】《当代青年研究》（沪）,2022.2.102～110
【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津市教育科学规划项目“道德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矛盾及其疏解机制研究”的阶段性

成果，项目编号：EEE210273。

【成长与社会发展】

··13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YOUTH STUDIES
青少年导刊 2022.10

样也构成了激发爱国主义教育亲和属性的基础。在

当前的网络空间中，爱国主义教育主流话语正处于

生活话语持续浸润、时代话语快速迭代、流行话语声

量扩展的新境遇之中，话语场更趋纷繁复杂，与多样

化表达的注意力竞争也消解着爱国主义教育主流表

达的社会能见度，使其对噪音环境的适应能力更受

挑战，进而在热点社会问题、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失语

表现频发。其次，作为决定话语能否致效的重要前

置性要素，话语解释力的短缺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

着主流表达的话语短板。在国内外环境深刻变革、

各领域变动持续发生的语境之下，内源性与外源性

因素共同影响下的话语场已经发生了显著性变化，

思想文化激荡更显频繁，各类社会思潮愈加活跃，非

线性的网络传播生态持续强化，多元化主体的共同

在场与异质化发声的急速膨胀催生了网络空间“流

动性过剩”“非理性繁荣”的现实图景。相对固化的

主流话语表达表现出一定的语境不适，使其无法继

续依赖常规发声模式以合理高效地对不断出现的新

问题作出有效回应，使得爱国主义教育主流话语的

解释力匮乏短板不断显现。最后，说服力是话语致

效的必然要件，也是影响话语实际效能的关键环

节。传统爱国主义教育话语重宣讲轻互动、强灌输

弱沟通的单向型独白话语，尽管并未与爱国主义教

育的基本目标相背离，有着出场频繁的有利条件，但

面对当前网络空间高度复杂的舆论生态与扩散式激

活的信息传播模式，主流话语在回应各类不良社会

思潮及错误观点的质疑与挑战过程中面临着说服力

短缺的困境，无法有效架构起顺畅的沟通闭环，进而

导致一定范围内的话语失效。

(二)非主流话语逆向淹没

囿于注意力资源的有限性，呈现于话语场内并

有效嵌入于人们认知过程中的话语总量并非无限扩

张，不同性质与类型的话语在客观上有着一定程度

上此消彼长的相互竞争关系。落脚于青年爱国主义

教育的话语实践，作为主导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念

承载的爱国主义教育主流话语与相对应的非主流话

语是相伴生而存在的。非主流话语在影响力上的持

续膨胀必然挤压着爱国主义教育主流话语的空间，

乃至于造成一定范围内的逆向话语淹没。立足于青

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网络场域，媒介变革境遇下的传

播权力转移建构了非主流话语逆向淹没的基础。传

播资源的广泛社会化赋予了社会公众以更大的传播

权力，在相当程度上使非主流话语的传播主体获得

了传播能力上的赋能。传播主体借助于社交媒体、

社群平台、短视频平台等社会化媒体渠道以放大自

身话语表达的声量，原本作为补充的非主流话语不

断地由话语场边缘转移至中心位置，“众声喧哗”成

为当前青年爱国主义教育话语场的重要面向，造成

对主流话语影响力的削弱。另外，网络空间在本质

上是“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

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

机关本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

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

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2]。资本逻辑

及外部势力的过度侵入也使得非主流话语的逆向淹

没愈显尖锐。具体而言，资本逻辑宰制下的话语主

体推崇“流量经济”“数据经济”的行为导向，以“刷

屏”“爆款”“10W+”为追求，遵循“流量至上”“吸睛至

上”的行事思路，无节制地采用娱乐化、戏谑化、炒作

化的信息生产范式，持续炮制“头条”、制造“热搜”、

创造“热词”，以至采取操纵意见气候的手段以获取

最大化的利益，导致了大量娱乐化、浅薄化内容的出

现，在吸引青年关注的同时削弱着爱国主义教育主

流话语的影响力。此外，外部势力的侵入也由活跃

于话语场中的“杂音”与“噪音”表现出来。话语与实

践存有与底层逻辑的深度勾连，“任何话语‘事件’都

被同时看作一个文本、一个话语实践的实例，以及一

个社会实践的实例”[3]。借助于多元的话语主体，西

方势力主导下的发声在特殊事件节点、重大社会议

题上以放大矛盾、回避事实、恶意诋毁、无端质疑的

方式制造个人与国家的对立与冲突，多次引发思想

文化领域异动，破坏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情感基础与

表达秩序。究其本质而言，其话语表达是以各种名

目为遮蔽，行价值输出、思想渗透之实，而这类非主

流话语形态也在持续扩散中侵蚀着爱国主义教育主

流话语的认同基础。

二、意义沟通梗阻：叙事框架多样互嵌共在

爱国主义情怀以理想信念为最高表达形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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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是一个建立在一定认知基础上的螺旋上升过

程。在此过程之中，爱国主义精神的意义体系是教

育内容的根本内核，作为递进中继与核心要素而存

在的意义表达，深度嵌套于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的诸

环节。有效的意义沟通是将爱国主义的基本价值、

精神底蕴、信仰基因根植于青年认知基模之中，进而

递进式建构青年爱国主义精神认识框架的必然要

求。聚焦于实践环节，以多种渠道为依托的爱国主

义教育意义传达凭借科层式的惯常模式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当前围绕主体特征、媒介环境等基本要件

的变迁正持续削减着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意义传达的

实际效能，乃至在特定范围内发生了以叙事为中心

范畴的框架竞争。具体而言，爱国主义教育表意方

式与泛化的“狂欢化”表达、错误社会思潮所代表的

柔性宣泄式叙事与刚性对抗式叙事的框架竞争是当

前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意义沟通梗阻的突出体现。

(一)柔性宣泄式叙事诱发情感畸变

以“帝吧出征”“守护阿中哥哥”为代表的群体性

表达表征着青年亚文化的新动向，也标识着当前活

跃于青年群体的新叙事方式的出场。但经由发酵与

互激的过程强化，原本理性平和的表达已经在一定

程度上表现出非理性、宣泄性的潜在趋势，并逐渐泛

化于其他领域与关涉主题。究其本质而言，这类集

体性、同质性情绪表达与朴素爱国情感的表露有着

深层次的差异，并非遵循意见表达和态度外显的一

般逻辑，而在更大程度上是以深度沉浸式“狂欢”的

形式来呈现，潜藏着情绪宣泄与戏谑娱乐的底色，同

时也复合了寻求短暂性感官刺激与拒斥崇高性意义

的双重意味。“狂欢式意指仪式性的混合的游戏即一

切狂欢节式的庆贺、礼仪、形态的总和。”[4]与对青年

追求娱乐效果、寻求群体归属的内在需求深度接合，

为群体情感所带动、由集合行为所激发、经媒介互激

所放大的情感宣泄蕴藉着理性思考弱化的可能趋

向，表演性、激情性的色彩也在客观上淡化了爱国情

怀的深刻性与持续性，使得情绪的堆叠与聚集“只能

蜕变为能指的狂欢，令人不再思索甚至拒绝思索严

肃的意义”，[5]从而干扰青年对爱国主义教育主导框

架的正确认知与完整理解。复杂性日渐提升的舆论场

也构成了青年宣泄情感的“狂欢广场”，在强化着“狂

欢”叙事的传播效能。毋庸置疑，以“狂欢”为底色的

青年表达虽然展示出有别于传统爱国主义教育“全知

式”叙事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爱国主义情感

表意方式。但爱国主义绝不意味着对国家实体及其

相关意象的无约束再创造和无边界再引申，更不能简

单地化约于用追爱豆的方式爱国。“认同的力量固然

强大，但如果止步于此，由认同所驱动的符号生产很

容易就会泛化为‘复制—粘贴’式的能指狂欢，其表

意效能也很容易就会在这个过程中稀释殆尽。”[6]质

言之，以亚文化为话语生产基模的情绪抒发可以成

为爱国情感表达形式的补充，但超越爱国主义精神

基本框架、核心范畴的“狂欢”叙事并不能真正助益

于爱国主义主流表达的声量扩大，反而极易在持续

的连接性行动中诱发青年的价值错位与认知脱嵌，

进而形成对爱国主义教育主导框架的实质性削弱。

(二)刚性对抗式叙事引发认知失谐

错误社会思潮的刚性对抗式叙事构成了青年爱

国主义教育框架竞争的重要注脚，也构成了引发意

义沟通梗阻的另一诱因。以现实变动及特定思想观

点为基础动因与内在依据，社会思潮的生成和传播

是任何形态下社会运行的必然产物。异质化的社会

思潮能够成为社会主流思想的有益补充及思想素

材，从而作为推动实践发展的思想图底而存在。但

在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之下，当前网络话语场

中异质化社会思潮的影响更显复合化。进而言之，

与中性社会思潮发挥活跃思想文化、激发社会广泛

思考的积极作用相伴随，错误社会思潮及其负向功

能更加凸显，并集中呈现于同爱国主义教育主导框

架的冲突与对立。错误社会思潮对青年爱国主义教

育主导框架的侵蚀是其导致意义沟通梗阻的最主要

原因。以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为代表，虚无

主义者以“主观化臆造”与“选择性虚无”为基本逻

辑，与多样化错误社会思潮相耦合，借助多元化手段

和分众化策略诱发青年情感异化。刻意迎合于青年

群体的认知特点，经“碎片化”“孤立化”处理及“中性

化”“无害化”包装的错误社会思潮有着高度的欺骗

性，在持续发酵中极易引发极端化观点、非理性言论

的大规模聚集与大范围扩散，破坏有序的舆论格局

及信息环境，削弱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主导框架的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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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效能。此外，在新的媒体业态下，错误社会思潮传

播也发生了新的转向，在更为精细化的程度上提升

了记忆唤起与情感带入能力，隐匿化的价值表达代

替了直白的内容输出与诉求言说，“越来越多似是而

非的日常话语或影射或隐喻地表达着特定的价值诉

求，试图通过话语表达上的生活化缩小与受众之间

的心理距离，以打消人们对价值关涉的潜在顾虑，在

与人们日常生活话语的‘貌合’中掺杂‘神离’于主流

价值的思想观念”[7]。以激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为

集中表现，全媒体生态下的多元错误社会思潮借助

传播媒介拓展与传播话语更新而获得了更高水平上

的关注度聚集，这在引发话语生态畸变的同时削减

着意义沟通的通达度，进而消减爱国主义主流价值

的传播能效。

三、价值触达梗阻：群体特质多向迭代更移

多元行动者的共同在场是价值触达的前置性条

件，也是形成良性互动闭环的必然要件。但有效的

共同在场并非遵循应然逻辑的自发存在，而是依赖

于多重因素的协同推动。换言之，有效共同在场状

态的实现是为诸多要素所共同作用及影响的过程。

而在这一过程之中，对价值触达所指向目标群体的

特质贴合是其最为基础性的体现。以青年为价值传

达对象的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同样无法回避青年群体

特质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具体而言，以“圈层化”的

存在状态与审美旨趣的多向嬗递为支点，当前青年

群体特质处于持续的迭代与变动过程中。与此相伴

随，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也正面临着由圈层壁垒固化

与内容供给失效所引发的价值触达梗阻。

(一)圈层化存在状态转向固化沟通壁垒

“‘圈层’是网络社群的一种具体形态，就是一些

有相似特性的网络用户在某个他们共同喜好的网络

平台上聚集，形成一个个网络聚合体。”[8]不同于常规

模式下的一过性群集与短时性互动，建立在一定社

会网络基础上的圈层有在诸多面向上的新表现，“圈

层化”存在也已经成为表征青年群体网络空间在场

状态的重要标识，显著证成着青年群体特质的迭代

更移。探究其生发根源，耦合于追求标新立异、寻求

群体融入、外化强烈认同等的多元化内在动机，以趣

缘为基底的关系形式正取代着地缘、业缘而成为建

构青年群体交往形式的主要力量，并塑造着多元化

圈层的生成基底。“整个趣缘文化世界就是一个场

域，而整体的趣缘文化又在社会的支配性规则中被

划分为若干处于不同位粉的小‘场域’。各个趣缘圈

子在互动、冲突、联盟、分化中展现出复杂的关系结

构。”[9]在持续的聚焦过程中，趣缘的细分强化了诸如

“饭圈”“国风圈”“汉服圈”“军迷圈”等圈层的区隔与

界限，也促成了关注于不同主题的“微博超话”“豆瓣

小组”等互动社群，将整体化的社会网络分割为以不

同节点为核心的分散式布局。与趣缘不断窄化社会

网络关系的过程相伴随，处在不同圈层之中的青年

群体在行动逻辑与言语规则上也有着显著的差异

性，而这一差异性也在实际上造成圈层之间的沟通

隔阂，以及对相同话题的多元化理解与多样化表达，

进而缓慢塑造圈层的共性认知思维。此外，圈层内

部的高强度互动与持续性交往也不断推动其自身在

封闭性上的强化，并在同时放大“回音室效应”发生

的可能性，从而助推其边界的持续固化与“内壁加

厚”。围绕爱国主义教育的相关议题设定，圈层化现

实状态下青年群体的认知基模及理解框架更趋复杂

化、多样化，有效互动的实现也愈显困难。由个性化

话语与差异化认知所引发的圈层壁垒持续制造着爱

国主义主流价值传达的连接阻滞与效果弱化，挑战

着一元化爱国主义教育价值表达对多元化圈层的渗

透能力，从而使圈层化的特质转向成为制约青年爱

国主义教育实效性增进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复合化审美旨趣更移窄化内容偏好

审美旨趣自身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是对事物及

现象所具有美感、愉悦属性的潜在认识框架及内在

判断标准，决定着主体对客观审美对象的态度及认

知。在首因效应的影响下，与目标群体审美旨趣的

契合程度也在基础层面上构成了特定意义沟通尝试

与价值传达过程致效的重要变量。青年爱国主义教

育的实效达成高度依赖于内容输出及价值传达的支

撑作用，必然要把与青年群体审美旨趣的恰切与否

作为重要考量。与青年群体的心理特质相耦合，媒

介环境及内容生态的持续变迁不断积聚着助推青年

群体审美旨趣嬗递的内在动力，符号化与图像化的

特质取代了原有的审美取向，在激活青年群体新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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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体验的同时，也对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提出新要

求。具体而言，图像化的审美转向是审美旨趣嬗递

引发价值传达梗阻的首要体现。“伴随着视觉性成为

文化的主因，语言(尤其是言语)的霸权地位不得不让

位于以视觉性为特征的视觉经验和视觉素养。”[10]基

于全息化技术的深度应用与视觉化手段的场景延

伸，以表情包、短视频为代表的图像化内容正成为线

性思维下文字表达与理性陈述的重要补充，持续助

推着青年群体的图像化审美转向。这一转向的现实

表现也并非止步于类似“斗图”行为的微观维度，其

深层影响更体现于对青年认知方式及内容偏好的塑

造。在图像化审美日益勃兴的语境下，对视觉化呈

现、可视化表达的要求正逐渐成为特定内容有效承

载价值、激发亲和属性的必然要件，这也放大了当前

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在图像化内容供给方面不足的短

板，持续固化着其价值传达上的现实梗阻。符号化

是青年群体审美旨趣嬗递的又一特点，也构成了制

约爱国主义教育价值传达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以消

费主义为核心意蕴的消费符号与动漫游戏、影视综

艺、流行 IP所蕴藉的娱乐符号深度浸润于青年群体

的日常生活场域中。尽管符号审美本身并不具有价

值层面的纠结，行之有效的符号创设也能够在相当

程度上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助力，但消费符号、娱乐

符号等形式的广泛渗入，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剥离

“硬核”价值、沉迷表层意义的潜在指向。与此同时，

由符号化审美所激活的审美体验新取向也考验着现

有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生产与价值传达的吸引力

与感染力，极易使其在频繁低效的出场中诱发青年

群体的负向情绪与情感抵触。

四、网络空间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增效路径

究其本质而言，网络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

梗阻是网络空间的解构属性与价值教育的秩序诉求

相抵牾的集中体现，其纾解也无法依赖于两者的自

我建构与自发修正，而是需要借助于各类要素的适

应性调适。因此，应以系统化视角为导向，激活话语

表达、内容生产与生态治理的协同合力。

(一)以传播渠道升级与话语布局优化为支点，增

强主流表达传播力

网络空间去中心化的基础架构与非线性的全局

生态构成了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出场语境，也框定

了爱国主义教育主流表达的外部环境型构。面对网

络空间内爱国主义教育主流话语传播失效、非主流

话语逆向淹没的现实梗阻，应把主流表达的传播力

提升作为纾解困境的基础性环节，在强化主流话语

传播渠道助力的同时，以恰切的话语布局凝聚话语

吸引力、解释力与说服力，寓主流话语传播效能的生

成于传播渠道及话语本体的协同建构过程之中。具

体而言，就是要以主流话语的发声能力强化与结构

构成调整为支点，借助渠道升级与布局优化助推话

语空间拓展及致意增效。

其一，要强化主流话语的发声能力，以渠道升级

助推话语空间拓展。注意力资源的高度稀缺性与舆

论环境的显著复杂性是网络空间内爱国主义教育所

处信息生态的重要特征，能否在异质化信息多元共

存的网络环境中获取更为坚实的传播资源支撑，进

而作出持续有效的发声，是爱国主义主流价值有效

传播的前提性要件。质言之，以传播渠道的通达度

为核心指标，主流话语传播力的提升既是挤压非主

流话语存在空间的有力手段，同样也是扩大爱国主

义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的必然要求。为此，应以主

流媒体转型、新兴技术赋能、多元媒体联动为基本

点，凝聚主流话语传播的渠道助力，强化爱国主义教

育主流价值传播力。首先，要把传统主流媒体的全

媒体转型作为提升主流价值传播力的基础性抓手，

以新型主流媒体为依托，放大爱国主义主流话语在

网络空间内的声量。应适应当前分众化、差异化的

信息传播趋势，在发掘传统主流媒体在媒体公信力、

渠道完整度等方面存量优势的同时，融合新兴媒体

形态在用户体验供给能力与信息投送能力上的增量

资源，推动传统主流媒体与新兴媒体形态的融合发

展，强化与青年群体媒介使用习惯的结合，延伸网络

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出场空间，强化主流媒体作为

价值传播主要渠道的定位，进而稳固爱国主义教育

主流话语传播的基础性支撑。其次，应强化新兴技

术赋能，以新的技术架构增强爱国主义教育主流话

语传播效能。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VR/AR/
MR为主要支点的新兴技术迭代是当前网络空间信

息传播的基础性动因，也在对信息传播过程的持续

··17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YOUTH STUDIES
青少年导刊 2022.10

浸润过程中日益成为传播力生成的重要来源。爱国

主义教育主流话语的传播能力提升同样应强化新兴

技术的深度应用，集聚爱国主义教育传播的渠道助

力。具体而言，就是要把技术创新应用作为激发媒

体传播实效的着力点，强化爱国主义教育主流话语

传播在智能分发、用户画像、内容呈现等方面的能

力，赋能主流价值传播满足多样化需求、契合多元化

偏好的能力。最后，还应注重多元化媒体间的联动，

把爱国主义教育的渗透过程同青年群体的媒介接触

行为有机结合起来。为此，要正确处理主流媒体与

商业媒体的关系，发力于双向化的爱国主义教育平

台建构，在注重自建移动传播平台的同时，发掘商业

化平台在传播主流价值、传达主流话语上的潜能，在

与商业化媒体平台的良性互动、协调联动中激活爱

国主义教育主流话语传播的渗透能力，强化主流价

值对青年群体的影响能力。与此同时，还要统筹大

众媒体与垂直媒体的关系，把整体性、系统性的话语

建构逻辑与在地性、差异性的话语呈现结合起来，推

动主流价值传播空间的多向度拓展，强化青年爱国

主义教育在网络空间内的广度延伸，进而助推主流

话语的传播力提升。

其二，要注重主流话语的构成调整，以布局优化

助益话语致意增效。在有效的媒介传播支撑基础

上，传播力的生成同样需要话语自身的构成优化，实

现广度上的传播能力与深度上的引领能力的深度耦

合，以主次有序、系统完备的结构布局推动话语传播

的致效。质言之，增进爱国主义教育主流话语传播

力不仅仅依托于由媒介转型所激发的传播渠道助

力，同样需要基于话语实践以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调

适。在爱国主义教育主流话语相对失语、非主流话

语多向泛起的境遇之下，优化话语体系构成以助力

主流话语的增殖是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的应然

向度。为此，应在保持爱国主义教育主流话语整体

性与接续性的同时，强化话语生产的历史支撑、凸显

话语生产的文化意蕴、突出话语生产的实践底色。

首先，话语构成优化就是要强化爱国主义教育话语

生产的历史支撑，以历史纵深提升话语解释力。爱

国主义情怀起始于爱国情感的迸发，而在诸多情感

源头上，对国家与民族历史的反思无疑是最具延续

性的触点。强化爱国主义教育话语生产的历史支

撑，应把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融

入话语生产的全过程中，以具象化的发展历程、现实

轨迹回答国家和民族从何处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引

导青年群体形塑高度的历史自觉以形成对爱国主义

的理性认知，从而消解虚无主义的生发根源，阻断错

误观点的传播链条。其次，应凸显爱国主义教育主

流话语生产的文化意蕴，以文化认同提升话语吸引

力。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生成于中华民族深厚的

文化土壤中，为内隐于璀璨文化成果之中的家国情

怀禀赋所滋养。“对祖国悠久历史、深厚文化的理解

和接受，是爱国主义情感培育和发展的重要条件。”[11]

聚焦于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话语生产，应立足于中

华民族的叙事立足点，发掘潜藏于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中的爱国精神基因与家国情怀底色，在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提升塑造文化认同的能力，

以精细化的形象塑造与针对性的情感激活实现与青

年群体的观念契合、价值共振，从而有效建构起爱国

主义教育话语的吸引力基底。最后，还应突出爱国

主义教育话语生产的实践底色，以现实比照集聚话

语解释力。为此，就要把当前国情与形势政策作为

话语生产的重要因素，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伟大成

就、制度优势、生动实践诠释爱国主义的现实图底，

引导青年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准确

认识国家与民族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与现实坐标，

从而生成削弱错误社会思潮干扰、抵御外部势力影

响的有效屏障。

(二)以表意方式拓展与议程设置细化为落点，增

拓内容呈现感染力

“接受不同政治信息情景下的问题界定和修正

策略选择会使得政治信息接收者产生不同的思考及

不同的理解方式。”[12]作为外显性呈现的内容表意方

式与内隐性遵照的议程设置框架都在不同的侧面发

挥着对内容生产的潜在影响，进而也会以内容接收

者的认知变化方向与情感变动幅度的方式将其影响

呈现出来。对应于网络空间内的青年爱国主义教

育，内容呈现的不同状态也是影响意义沟通实现程

度的重要因素。基于此，应聚焦于内容呈现的感染

力，实现网络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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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应拓展表意方式，以复调叙事强化意义表

达。表意方式是对特定内容和意义做出要素组织及

整体呈现的基本框架，不同表意方式下的叙事有着

对意指过程的差异化实现程度。质言之，以一定的

话语为基底，意义的有效表明并非自发地完成，象征

符号及其基本组织形式不可避免地处于叙事的框定

之下，意指过程的顺畅与否也为叙事方式所深刻影

响。在网络空间内异质化叙事持续生成并日渐与爱

国主义教育常规叙事形成生态竞争的境遇下，不断

完善爱国主义教育的叙事框架，以复调叙事强化意

义传达、纾解表达困境更显关键。为此，在锚定爱国

主义教育基本叙事的同时，适应网络空间内的传播

生态与叙事特点，融青年群体的内容偏好、认知倾

向，融情感叙事、图像叙事、仪式叙事于爱国主义教

育的意义表达及内容供给过程中。首先，以复调叙

事强化意义表达就是要注重发挥情感叙事对爱国主

义教育理性引导的补充作用，以感性化的表达筑牢

青年爱国主义价值共振的根基。“只要稍加思考，就

会不言自明地发现，情感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黏

合剂’，可生成对广义社会与文化结构的承诺。”[13]要

把爱国主义情感的激发作为培养青年爱国情怀的基

础性环节，以情感性因素的嵌入实现爱国主义教育

的柔性形象建构，将宏大的意象表达具象化、细节化

为微观的情绪点，形成对概念性表达和抽象性措辞

的补充，进而推动爱国情感的自我激发与群体内的

情感共鸣，助力于价值共振的条件创设，增强爱国主

义教育的叙事张力。与此同时，情感叙事同样表现

为积极、理性、正向的情感渲染，对网络空间内的非

理性情绪宣泄与无序意见表达作出疏导，从而实现

对爱国主义教育叙事氛围的优化。其次，应完善青

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仪式叙事框架，以沉浸式的价值

体验强化意义传达的情境助力。作为象征符号的重

要承载方式，仪式这一行为方式的存在内蕴着活化、

延续或建构心理状态的复合化作用。“仪式象征符号

使用过程的一个方面是，使不能直接被感觉到的信

仰、观念、价值、情感和精神气质变得可见、可听、可

触摸。”[14]基于网络空间的场域特点，仪式化的叙事

方式有着较之线下现实场景更为优越的仪式资源供

给与媒介技术支撑，兼具低门槛参与及沉浸式体验

的仪式建构更易实现。在仪式叙事的框架之下，相

对抽象的意义表达与宏观的意象体系能够经由仪式

的中继而转化为可感知的具象符号与易参与的具体

情景，显著提升情绪带入与价值塑造效能，在多元化

的仪式建构中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持续渗透力。最

后，还应注重图像叙事的功能发挥，探索爱国主义教

育内容的图像化诠释。要着眼于青年视觉化的审美

旨趣更移趋势与简洁化的表达习惯演变取向，发挥

图像叙事在内容感染力、叙事完整度、表达直观性上

的显著优势，把动图、短视频、Vlog、视频直播等图像

化呈现手段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供给的重要实现

形式，以恰切的感官满足为基础性激发点，带动爱国

主义情怀生成的有序递进。

其二，应细化议程设置，以框架融合助力壁垒破

除。基于差异化的行为动机与交互化的行动逻辑，

青年群体圈层化存在的现实状态正为网络空间的显

在互动属性与潜在集群倾向所不断强化。破除文化

样态与话语表达上的圈层壁垒，完成覆盖差异化圈

层的顺畅意义传达，进而实现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

有效“出圈”就应然成为内容供给的发力方向。为

此，应以框架融合为着力点，借力于模因联动、事件

搭载、语料吸收，优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议程设置

能力。首先，应注重发挥模因互通在认知框架激活

与内容接触选择上的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以感官上

的亲和感与悦纳感为基础，提升圈层壁垒破除的亲

和力支撑。指向于不同的兴趣指向与关注话题，不

同的圈层有着在群体氛围与文化意趣上的差异性表

现，并在此基础上生成了言语表达及认知取向上的

界限与壁垒。而在纷繁复杂的圈层文化背后，潜藏

着的则是作为文化复制与传播基底的模因的内在差

异。因而，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圈层壁垒破除尝试

应把与不同圈层的模因联动作为重要抓手。要在把

握网络空间内高影响力、强传播力圈层主导模因的

基础上，以爱国主义教育的主导框架为主轴，谋求不

同圈层文化特质的贴近与契合，融以动漫、表情包、

弹幕、快闪、说唱等为代表的多元化模因于内容生产

与供给的过程之中，提升议程设置的影响力与辐射

力，形塑多样化的内容呈现风格与意义表达方式，推

动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在亲和力的加持下实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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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圈”。其次，应注重发掘热点事件、热门议题的爱

国主义教育搭载潜能，以事件本身的广泛关涉性、显

著影响力为依托，强化圈层壁垒破除的渗透力保

障。作为重要的舆论策源地与意见竞争场，网络空

间是各类思想观点及态度表达的扩音器，能够在节

点化的结构布局中连接规模庞大的传播主体。与

高关注议题的强关联属性相结合，这一放大作用在

各类热点事件上也有着更加显著的体现，能够在客

观上激发不同圈层的注意力聚焦。因而，要准确认

识网络空间内热点事件的“出圈”潜质，围绕关涉国

家意象与象征、民族自豪感与荣誉感等爱国主义相

关要素的事件点，做到在关键问题与立场态度上的

积极发声、主动表态，在事件影响力不断扩散至不

同圈层的过程中渗透爱国主义的精神内涵和实践

要求。最后，还应注重对异质化语料资源的吸收改

造，在内容供给的素材扩充与语态转换中优化青年

爱国主义教育的出场形象，进而强化议程设置的感

染力与吸引力。网络空间既是话语增殖的主场域，

同样也是语料资源的整合场与集散地。聚焦于不

同领域、生发于不同主体、扩散于不同圈层，持续涌

现的新话语同样也在不断证成着网络场域话语资

源的丰富性与网络传播主体言语表达的创造力。

因而，提升议程设置能力以打破圈层壁垒应强化对

网络空间内语料资源的精细化发掘与创造性运用，

在保证爱国主义教育话语完整性与价值性的同时，

还吸收以“种花家”“我兔”为代表的“萌化”、拟人化

等表达元素与流行语料，把不同形式的语料素材转

化为化解圈层话语表达壁垒的有力支撑，以富有表

现力与感召力的议程设置激发青年群体砥砺爱国情

怀的内生动力。

(三)以统筹强制性硬法与引导性软法为基点，增

进网络治理保障力

网络空间的场域特点应然要求有效治理的出场

以框定异质化主体的行为边界与行动规范，进而形

成对失范行为的有效约束，遏制错误社会思潮、不良

网络信息与不当网络言论等脱序表达的传播扩散，

净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外部生态。“法律是最优良

的统治者。”[15]应把硬法的有力执行与软法的有效补

充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压制性资源与引导性资

源的协同作用，以法治化的思路与实践擘画建构青

年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保障。

其一，应注重发挥硬法的强制性功能，有力框定

主体行为边界。“作为规范网络社会治理活动有序开

展的网络社会治理法律制度，其实施通常需要‘压制

性资源’和‘引导性资源’两种资源的整合运用，使强

制性功能与引导性功能有机结合。”[16]首先，强化网

络空间治理就需要发挥硬法的强制性功能，增强在

网络空间内净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生态的压制性资

源供给。为此，应把法律体系的适时完善、法治手段

的有效执行、法治文化的有力培育加以有机整合，结

成有力框定主体行为边界、惩治主体失范行为的强

大合力。具体而言：首先，要关注法律体系的适时完

善，结合网络空间场域特点的新变化与青年爱国主

义教育的新要求，提升相关法律制定的时效性与针

对性。“加强互联网管理，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

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要严格依法管网治网，加

强互联网领域立法执法。”[17]当前，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网

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试行)》等专门法律、行

政法规所组成的法律法规体系为网络空间的有效规

制提供了重要的治理资源支撑，在落地实施过程中

有力推动了网络生态净化。但新兴媒体业态、智能

传播技术的持续勃兴也在不断考验着现有法律体系

的适用范围与规制能力，亟待适应新传播生态、媒体

环境的法律法规完善，实现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的

一体化管理、统筹化制约，把网络空间内的多元化有

效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之中，构筑青年爱国主义教育

的生态防火墙，遏制错误社会思潮、不当网络言论与

不良网络内容的传播。其次，应聚焦于法治手段的

有效运用，强化法律执行过程的技术支撑。网络是

以复杂的技术形态为迭代逻辑与基本架构的场域空

间，有着与线下场景所显著区别的非线性特征。与

此相对应，针对网络空间的法律规制同样也无法回

避来自环境持续变动、主体深度勾连等向度的现实

挑战。为此，应强化法律执行过程中的新兴技术支

撑，把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5G等新技术形态应

用于数据采集、行为监测、证据分析等各个环节之

中，提升对各类违法失范行为的处理应对能力，增强

··20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2.10 青少年导刊

YOUTH STUDIES

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的执行效率与执法力度，有效

阻断有害信息的传播与扩散，切实筑牢青年爱国主

义教育的信息环境保障与传播生态依托。最后，还

应注重法治文化的培育，以法治思维的提升助力全

民守法的良好氛围塑造，激发网络空间治理的持续

内生动力，强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长效保障。法

治文化是倡导严格遵守法律规范、自觉尊重法律权

威、主动践行法治思维的浓缩文化样态，对个体的行

为取向有着重要的正向导引作用。“法治文化来自法

治化建设的实践又反作用于法治化建设的实践，它

是法治化建设实践的观念反映，是网络空间法治化

建设的内在动力。”[18]应把法治文化的培育作为发挥

硬法强制性功能的重要依托，强化法治文化的宣传

广度与培育力度，优化针对社会公众的网络法律知

识普及与网络行为规范宣讲，探索法治文化与学校

教育的有效结合方式，以法治思维的自觉践行为清

朗网络生态建构基础，夯实网络空间内青年爱国主

义教育的增效根基。

其二，应注重激活软法的引导性功能，明确界定

主体行动规范。“软法和硬法的划分是法治机制设计

因不同法律目的的公共性差异而对应于不同法律规

范的一种集中体现。”[19]相较于硬法在实施过程中的

高强制性与强法律效力，没有国家层面强制力作为

支撑、相对柔和的软法是作为硬法的重要补充而出

现的，构成了当前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范畴。

在致力于青年爱国主义教育致效的网络治理中，同

样需要把软法引导性功能的激活作为重要的支点，

拓宽推动治理效能优化的主体力量来源，强化网络

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形成对现有法律体系的有力

补充及有效细化，激发协同化、整体化网络综合治理

的系统合力，助力于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网络生态

净化。“政府治理的多元主体结构意味着，在政府之

外还存在其他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甚至是私人个体，

他们分别作为独立主体参与公共议题，并通过多样

化、弹性的集体行动组合，探寻公共问题的合作解决

途径。”[20]激活软法的引导性功能就是要把网络空间

内多元社会主体的约束性行为规范引入网络生态治

理的视野之中，注重网络内容服务平台、网络内容消

费者及网络行业组织的功能发挥，充分发挥行业规

章、自治规约、联合倡议等形式自律性规范的积极作

用，在法律的基础框架下进一步规制主体越轨行为、

界定主体行动规范。首先，要引导网络内容服务平

台发挥积极作用，督促其内容管理主体责任的有效

落实，推动其不断完善内容发布审核、不良信息处

理、应急状况处置等方面的内部建设，以技术应用优

势与既有管理渠道为依托，借助社区规则与平台公

约等形式，提升不良信息过滤与处置的效率，挤压非

主流话语与错误社会思潮的存在空间，助力青年爱

国主义教育网络生态的有效净化。其次，应注重行

业组织的功能发挥，深化行业自律与同业监督，以有

效的自我规范与自我约束强化对网络治理的力量支

撑。要引导行业组织制定完善内容生态行业规范、

自律规章、自治规约，形成对行业内各经营主体的行

为约束与纠偏，以行业性管理与自律带动从业者网

络内容治理水平及责任意识的整体性提升，持续净

化干扰青年爱国主义教育致效的不良网络信息内

容。最后，还应重视网络信息内容消费者的主体性

作用，引导社会公众遵守网络行为规范与网络文明

公约，帮助其通过多元化渠道参与到网络治理的实

践当中，对网络空间内的信息内容传播作出有效监

督与及时反馈，形成对网络信息传播失范行为与脱

序表达的有力外部钳制，补齐影响爱国主义教育致

效的网络治理短板。

参考文献：

[1]克劳斯·布鲁恩·延森 .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

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 刘君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85.
[2]尤尔根·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等

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2.
[3]诺曼·费尔克拉夫 .话语与社会变迁[M]. 殷晓蓉译 .北

京：华夏出版社，2003：5.
[4]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 白春仁，顾亚铃

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175.
[5]隋岩，张丽萍 .传媒消费主义带来的价值嬗变与文化反

思[J]. 现代传播，2015(6)：14-19.
[6]陈子丰，林品 .从“帝吧出征”事件看网络粉丝社群的政

治表达[J]. 文化纵横，2016(3)：86-92.
··21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YOUTH STUDIES
青少年导刊 2022.10

[7]徐曼，刘博 .当前社会思潮传播的新特点及有效引领进

路[J]. 思想教育研究，2019(2)：58-61.
[8]陈志勇 .“圈层化”困境：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挑

战[J]. 思想教育研究，2016(5)：70-74.
[9]蔡琪 .网络虚拟社区中的趣缘文化传播[J]. 新闻与传播

研究，2014(9)：5-23.
[10]刘涛 .环境传播：话语、修辞与政治[M]. 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1：201.
[11][17]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M]. 北京：人民出

版社，2019：8、22.
[12]聂静虹 .论政治传播中的议题设置、启动效果和框架

效果[J]. 政治学研究，2012(5)：111-123.
[13]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 .情感社会学[M]. 孙俊才，文

军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
[14]维克多·特纳 .象征之林[M]. 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63.
[15]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鹏译[M]. 北京：商务印书

馆，1981：171.
[16]徐汉明，张新平 .网络社会治理的法治模式[J]. 中国社

会科学，2018(2)：48-71.
[18]谢晓娟，金国峰 .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的路径分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8)：142-148.
[19]罗豪才，宋功德 .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

[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26.
[20]石佑启，杨治坤 .中国政府治理的法治路径[J]. 中国社

会科学，2018(1)：66-89.

Realistic Obstruction and Efficiency Path

of Youth Patriotism Education in Cyberspace
Zhou Taolin Liu Bo

Abstract：The youth patriotism education extended to cyberspace has significant uniqueness in the way of ap⁃
pearance and the context of occurrence. Accompanied by the logical evolution process of cyberspace, the current
youth patriotism education is faced with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expressions of discourse,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
ple narrative frameworks, and the iterative change of group characteristics in the dimensions of discourse dissemina⁃
tion, meaning communication and value access reality obstruction. Corresponding to this, it should be guided by a sys⁃
tematic perspective and activate the synergy of discourse expression, content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Furthermore, it is necessary to use the upgrading of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discourse layout
as the fulcrum to increase the communication power of mainstream expressions; to improve the ideographic methods
and refine the agenda setting as the focus, to increase the appeal of the content. The guiding soft law is the basis to en⁃
hance the guarantee of network governance.

Key words：cyberspace; patriotism; mainstream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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