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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认同与有效融入：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网络培育研究
———基于西部 7省区 16所高校的调查

王金元， 王寿琮

（西北师范大学 法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

章以西部 7 省区 16 所高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为样本， 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就融媒体环境下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融入度展开调查分析，发现绝大部分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认同的，但在具体内容的理

解、接受和传播方式等方面还存在概念模糊、融入不深等问题。 通过建立高校版融媒体“中央厨房”、充分发挥党团组织

作用和加大法治教育宣传力度等措施，提出建立西部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生态屏障”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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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应注重对堪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在教育和精神文明创建等领域的引领，
使其融入并转化为一种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1]。 高
等学校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核心阵地，任务艰巨，使命光荣。

近年来，各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有效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思政教育工作的延伸和课程思
政的有力抓手，积极探索，深入实践，使其有效发挥了
“防火墙”和“承重墙”的作用。 但是，我们在调查过程
中也发现，由于西部地理位置特殊，境内外敌对势力
线上线下破坏活动频繁，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个别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中并未完全融入，导致一些

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如何运用新媒体做好西部地区少
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在线认同与有
效融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据《第 45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
显示，截至 2020 年 3 月，中国网民人数已达 9.04 亿，
64.5%的人已熟悉使用互联网[2]。少数民族大学生既是
本民族的精英群体，也是网络的原住民，他们对网络
的熟悉程度是与生俱来的。因此，面对 5G技术和融媒
体的迅速发展，高校以往简单、平面、生硬、僵化地通
过网络、微信等媒介进行的思政工作宣传方式和阵地
已受到挑战。开展融媒体环境下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大
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线认同和融入研究，就是
以 2020 年 4 月教育部等八部门新颁布的 《关于加快
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3]为基础，通过了
解和掌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网络思想动态，为西部高
校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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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提供参考性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一）研究思路
调查问卷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工具，并采取了定量

分析和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 问卷设计步骤如下：第
一，搜集并整理相关文献资料，拟定调查问卷的理论维
度： 融媒体背景下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认同和认知深度、高校运用融媒体开展课程思
政的效果、大学生对融媒体的熟悉和运用程度；第二，
根据调查维度拟出研究问题并确定问卷基本架构和
题目；第三，征求专家意见并修订问卷；第四，确定正
式问卷；第五，利用 SPSS25.0 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主要统计方法有频数统计、交叉分析、相关性分析等。

为确保调查结果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采用整体
抽样方法对甘肃、广西、宁夏、内蒙古、新疆、青海、西
藏 7 个省、自治区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高校展开调
研，所涉及的 16 所院校中有民族类院校 5 所、综合类
院校 3所、师范类院校 3 所、理工类院校 2 所、民族师
范类院校 1所、农业类院校 1 所、财经类院校 1 所；一
本院校 4所，二本院校 12所。

（二）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本次共向 7 个省、 自治区 16 所高校的少数民族

大学生发放问卷 961 份，其中有效问卷 925 份，有效
率为 96.25%，院校分别为北方民族大学、广西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内蒙古大学、内蒙
古工业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
古财经大学、青海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甘肃民族师范
学院、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藏民族大学、
新疆师范大学。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样本基本情况
此次问卷调查对象中， 男生占 32.54%， 女生占

67.46%；学历层次方面，在读本科生占 91.46%，在读
专科生占 8.11%， 在读硕士生占 0.43%； 专业类别方
面，人文社科类占 52.22%，理工农医类占 11.15%，艺
术体育类占 12.76%，其他类专业占 23.78%；学生干部
占 29.62%， 非学生干部占 70.38%。 民族主要集中在
藏族、蒙古族、回族、壮族、土家族、东乡族、满族、维吾
尔族、哈萨克族等 9个民族。

（二）样本反映出的主要问题
1. 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体

认同程度较高，但对具体内容的认识深度不够

调查显示，有 97.95%的学生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与每个人密切相关，需要学习和践行；有 96.54%
的学生认同“张骞出使西域”“文成公主进藏”“土尔扈
特部东归”“彝海结盟”“新中国成立”“精准脱贫”等历
史事件促进了中华民族团结与共同繁荣发展。 在“如
果您遇到有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表负面言论
时，您会如何做”的问题中，有 76.76%的学生选择了
“为之辩护，力证其优越性”的答案。 说明绝大多数学
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
国家和社会发展形成了广泛共识，显示出国家政治制
度和民族政策在西部高校的有效贯彻和落实。

从数据分析中也可以看出，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西部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中的概念性融入效
果较为明显，但是融入深度仍然不够。调查显示，仅有
46.49%的学生知道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要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其余则有 19.35%、
13.73%和 20.43%的学生分别认为社会主义、 共产主
义和为人民服务是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思想。在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
内容调查时发现， 仅有 46.81%的学生能准确回答，
53.19%的学生则不清楚，说明大多数学生理解的准确
度不够。

在有关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方面的问题中，有
3.46%的学生表示对“张骞出使西域”“文成公主进藏”
“土尔扈特部东归”“彝海结盟”“新中国成立”“精准脱
贫”等历史事件完全不认同或说不清楚；有 0.54%的
学生表示不关心国家局势，持无所谓态度；0.97%的学
生在遇到如新冠肺炎疫情等国家重大公共安全事件
时，有不愿意主动维护国家、民族和社会安全的想法；
还有 2.81%的学生内心比较矛盾。

西部有很多地区与邻国接壤，从当前复杂的国际
形势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西部高校少数民族
学生群体中的融入深度，关乎国家民族政策的落地落
实，关乎西部少数民族对国家安全的自觉维护，关乎
中华民族的民族完整，必须时刻提高警惕。

2. 法治教育宣传普及的力度和深度不够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民主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是国家长
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少数民族大学生是本民族的精
英，是本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中坚力量，通过
这一群体可以了解和掌握少数民族同胞的法治意识
和法治认知水平。 表 1 显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于国家层面内容的调查中， 有 53.19%的学生认为
“法治”是属于国家层面的价值准则之一，反映出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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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内容的认识深度
不够及法治教育普及力度、深度的不足。

表 1 您认为下列哪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关于国家层面的价值准则？

法治包括四个方面：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立法、
司法、执法属于国家机关的职责，守法既是国家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的职责， 也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 法治国
家、 法治社会、 法治政府一体建设与每个公民息息相
关，需要每个公民都积极参与进来，内心信仰法律，主
动尊崇法律。因此，“法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属
于社会层面的价值准则，而非国家层面的价值准则。法
国思想家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 既不
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
的内心里。 ”[4]西部高校应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加大
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法治宣传力度和深度，使学生真
正理解“法治”内涵，这不仅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重
要任务，更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

3. 党团组织的引领带动作用发挥不彻底
党团组织是高校十大育人体系中 “实践育人”和

“组织育人”的主要责任主体[5]，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意识、能力和习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调查显示，少数民族大学生了解或学习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途径中，学校思政课占比 95.03%，手机
电脑等网络媒介设备占比 62.92%， 社会实践或社团
组织占比 58.7%，报刊等占比 41.62%，党团培训活动
占比 39.68%， 参与他人讨论交流占比 27.24%。 通过
上述数据可知，当前课堂学习依旧是学生学习核心价
值观的主渠道，手机电脑是第二大渠道，党团组织的
作用发挥则相对靠后。党团组织工作能否得到有效的
落实， 学生干部是关键少数。 在交叉分析中发现，有
16.42%的学生干部完全不知道融媒体，25.91%的学生
干部则是通过问卷第一次听说，50.74%的学生干部通
过报刊、网络、微信、同学、讲座等听说过融媒体，仅有
6.93%的学生干部表示很了解、很熟悉，并曾参与学校
融媒体平台运营管理。 数据显示，党团组织在运用融
媒体平台宣传和引领作用方面发挥不够，缺少运用新
媒体对学生干部的相关培训（见表 2），也反映出高校
经常强调的“网格化”“全覆盖”的思政工作模式在某

种程度上并未完全实现。
表 2 学生干部对融媒体熟悉和运用的

交叉（卡方）分析结果

4. 官方融媒体平台推送内容与学生心灵契合度
不高

融媒体的多元化对核心价值观的灵魂地位有所
弱化[6]。 高校以往主要是通过思政课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进行传输和树立，是一种被动接收的课堂灌输
方式。 大数据和融媒体环境下，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途
径变多，融媒体内容的即时性与海量性、形式的数字
化与交互性、语境的碎片化和虚拟性[7]，使任何人都可
以借助新媒体发布和获取信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
用网络散播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分裂思想，不仅影
响了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更冲击着大学生对马克思
主义的认同感。因此，在融媒体背景下，对青年开展思
政宣传教育，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是“标配”[8]，必须
提高推送内容与学生心灵的契合度。

图 1 学生对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改进工作方式的建议

调查显示， 有 73.29%的学生认为本校官方新媒
体对提高大学生思想认识、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较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 55.57%的学生
认为学校官方媒体与学生之间缺乏良好的交流环境；
48.76%的学生认为话语表达刻板 ， 没有吸引力 ；
41.51%的学生认为线上交流机会太少。在融媒体平台

题目 选项
是否为学生干部？ (%）

总计
是 否

您是

否知

道融

媒体，

是通

过何

种途

径知

道的？

不知道 45（16.42%）
152

（23.35%）

197
（21.30%）

通过此问卷

第一次听说
71（25.91%）

199
（30.57%）

270
（29.18%）

通过报刊杂志、网

络、微信、同学、讲座

等听说过，但不了解

139
（50.74%）

290
（44.54%）

429
（46.38%）

很了解、很熟悉，曾

参与过学校融媒体

平台运营管理

19（6.93%）
10

（1.54%）

29
（3.14%）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A.富强、法治、文明、和谐 327 35.35

B.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433 46.81

C.和谐、文明、爱国、法治 75 8.11

D.文明、公正、法治、民主 90 9.73

合 计 92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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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建议改进思政教育工作者话语表达方式方面，学
生提出了诸如使用接地气的语言、增加线上交流次数
等看法（如图 1 所示）。 通过对上述数据分析可知，西
部高校官方融媒体在宣传语言、内容等方面与学生心
灵契合度不高。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截至 2019 年 6 月， 国内网络视频的内容主要以
娱乐为主，各网络平台通过整合内外资源，正在形成
视频内容与音乐、文学、游戏、电商等领域协同的娱乐
内容生态[9]。 这也为高校思政工作牢牢占领网络舆论
阵地、创新宣传手段提出了新的要求。 高校必须紧跟
融媒体发展变化， 借助短视频丰富的动态画面和音
效，以富有创造性和趣味性的视频内容来赢得广大青
年学生的关注和喜爱，从而更好地宣传、贯彻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一）拓宽思政教育宣传渠道，建立高校版融媒体
“中央厨房”①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 2019年初中央政治局“全媒体
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会议上指出：必须运用信息革命
成果使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主流舆论的强大，才会
巩固好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0]。 高
校的思政宣传工作也是遵循这一思想的。

高校是各种思想的融汇地，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
重要领域，肩负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职
责。因此，密切关注时代发展变化，不断创新传播方式
和手段，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和服
务师生的传播制高点是重中之重。一是高校党委在舆
论传播工作上要旗帜鲜明地讲政治，要从高校舆论生
态、媒体格局和传播方式上做好顶层设计，使师生在
理想信念、 价值理念及道德观念等方面形成网上网
下、步调一致的闭环。 二是高校要有融媒体时代课程
思政、网络思政的有效抓手，建立高校版融媒体“中央
厨房”迫在眉睫。 高校应积极争取教育主管部门的资
金支持，通过建立校园媒体联盟，改变以往融媒体平
台建设资金短缺和校内媒体各自为政的状态，使以往
校园媒体表现出的“你争我抢、无序发声”转变为“高
度统一、合力发声”，形成立体化报道的舆论合力[11-12]。
三是高校在思政宣传上要与时俱进， 不能故步自封，
要学习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学习强国等主流媒体进
驻抖音、梨视频等平台的形式，加快自身与新媒体的
深度融合。

（二）以核心价值观为支点，撑起学生网络共识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 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

必须紧紧与人联系在一起，要让网络空间成为人们生产
生活的新空间，更要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10]。

当前，互联网和融媒体平台已经成为学生获取信
息、 传播信息的主渠道。 学生已经习惯了在微信、抖
音、快手等各类平台上创作作品来展示风采、分享生
活体验，无形中表达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 高校宣传部门、党团组织和思政课教师应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支点，以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优秀事
例和典型事迹为触点， 有力撑起学生的网络共识空
间。 一是高校要提升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传播力
和公信力。 要从国家大政方针、时事热点中检索并匹
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事例、典型事迹进
行广泛传播，将具有原创性、本土化和民族性的精品
内容与学生心灵有效契合，快速、精准凸显学生意识，
牢牢把握网络空间话语权。二是要以小见大，探寻“触
点”，画出师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爱国爱家的“同心
圆”。如有的高校学生在课余时间利用废旧塑料袋、床
单、快递纸盒等材料制作道具，通过短视频演绎《西游
记》《水浒传》《天龙八部》 等经典影视作品的情节，并
将之发布在网络空间， 受到几十万网友的点赞和传
播，影响力巨大。 这类网络视频，是公民个人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民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网络
再现与传播，既传承了经典，又提倡了环保，使中华传
统文化思想在网络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三是要
充分发挥辅导员、学生干部的引领作用，打造思政宣传
的“网红主播”。 青年学生在校期间，正值最美好的年
华，他们思维活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高校应选拔培
养政治素质过硬、 综合素质优秀的辅导员和学生，以
“网红主播” 的身份加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
当中。他们与学生年龄相仿，有共同语言，更容易走进
学生心中， 从而使思政宣传工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色，不再显得枯燥乏味、暮气沉沉。

（三）守网有责，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生
态屏障

“生态屏障”的概念源于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实践。
“生态”一词，现通常指生物的生活状态，亦指生物与
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紧密相连的关系，后来该
词被广泛使用并渗透到各个领域。笔者认为，“网络生
态屏障”是网络空间通过教育引导、技术防范和依法
管理形成的一道安全屏障，是网络空间持续安全发展

① “中央厨房”一词原出于餐饮行业，是指将采购与配送相统一，实施标准化生产的大厨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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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ntification of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with socialist core values is an important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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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保障。建立网络生态屏障有利于保护网络生态
环境和建设网络生态文明，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
会稳定，有利于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虚实映射、彼此交融。 现实
世界的国家界限决定了各国之间在网络空间也必然
存在利益共享和矛盾冲突的边界。 当前，西方敌对势
力经常利用网络来对我国进行抹黑和攻击，试图分化
和西化我国青年大学生，从而达到颠覆的目的。 高校
应守网有责，要充分利用融媒体平台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进行有效宣传，建立起坚实强大的网络生态屏
障，打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入师生的“最后
一公里”。一要在学生心中搭建起坚实、“抗震力强”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 践行和预警反馈系统，使
思政教育的“筋骨”与学生学习生活的“血肉”紧紧相

融，补足学生精神之“钙”，强其思维辨识，坚定其社会
主义信念和理想。 二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时刻关
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生态屏障的变化和发展。
“生态”一词既是一个名词，更可理解为是一个具有变
化、发展意义的动词。国际形势纷繁复杂，融媒体技术
日新月异，高校的思政宣传工作、信息工作必须紧跟
时代发展不断进行调适和升级，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网络生态屏障时刻处于抵御风险、 保卫民族安全、
保卫国家安全的最新版、高配版。三要重视普遍的、持
续的网络民族团结教育和法治宣传教育，用法治来保
障网络空间民族共同体，使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从内
心认可并拥护国家法律和民族政策，自觉践行并将其
宣传和落实至亲朋、本民族之中，使国家安定繁荣，各
民族团结进步，共同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是时
代赋予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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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country to cultivate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Based on the sample of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from 16 universities in 7 provinces and regions in western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gree of
identif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with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the context of
integration media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It is found that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agree with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vague concepts and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in the
understanding, acceptance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specific cont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establishing the "network ecological barrier"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wester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establishing a "central kitchen" of the media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organizational ro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the Youth League organiz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and publicity of the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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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is the only way to realiz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and its
ultimate goal is to realize the all -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In the era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2.0,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d deeply reflects and
explores the humanistic value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four-level"
structural model of humanistic value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And it is summarized that the
humanistic value system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has four functions of motivation, guidance, evaluation
and correc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mo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s well.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istic value system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individualized development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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