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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提出，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指南。生源质量作为高校发展中的关键因

素，对高校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高校形象是公众了解和认识高校的窗口、是生源“竞争”的有效抓手。

民族高校作为我国高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媒体日渐普及的背景下，民族高校应与时俱进，主动出击；

抓住机遇，打造特色；立足实践，强化自身。借助新媒体时代的风口，塑造和传播良好的民族高校形象，

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扩大竞争力，实现民族高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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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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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s a key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is crucial to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The imag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e window for the public to know and under-
stan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t is the effective grip for the competition of student sourc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universities,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new media;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build up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strengthen themselves based on practice. With 
the wind of the new media era, they should shape and spread a good image of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mprove their visibility and reputation, expand their competitiveness and realiz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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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媒体的内涵 

新媒体最早源于美国 CBS 技术研究所所长 P·戈尔德马克的一份商品开发计划。李长波认为新媒

体是一个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的一个概念，是主要采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

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终端，向用户提供

信息和服务的新媒体传播形态。[1]于惠玲认为新媒体不同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是

以电脑、智能手机等为终端，并能够提供个性化内容与交互服务的微博、知乎、抖音、今日头条、微

信、公众号等的数字媒体形式。[2]本文将新媒体定义为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以

手机、电脑、电视机为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的媒介形态。本文以当下较为热门的短视频平台抖音、

快手为主要分析对象。 

2. 民族高校形象传播的实质与内涵 

高校形象即校内外公众对于高校的内在特点和外在表现的总体印象和评价，是在高校办学过程中所

体现出来的行为特征和精神面貌的总和，是一所高校区别于其他高校的重要依据。[3]公众对高校形象的

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模糊认识、初步认识、定型认识。 
模糊认识阶段和初步认识阶段常常是相伴而行的，公众通过网络和人际交往中获取的碎片化、零散

化的信息，结合自身主观推测，形成对高校形象的模糊认识，这是认知过程的第一步，模糊认识具有较

强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它可能是正面的亦有可能是负面的，例如高校某位教师或学生的言谈举止、高校

的相关舆论新闻等，公众从不同渠道接收信息对高校进行较大范围的感知与分析判断，初步认识就逐渐

形成了，初步认识相较于模糊认识更具有稳定性，大概率上也更接近高校的本质形象。 
定型认识主要是公众通过对高校长期的关注、相关信息的积累，自行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判断后形成

的，定型认识具有相对稳定性，在公众心中定型认识基本等同于高校形象。 
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提出，高等教育朝着高质量发展稳步前进，生源质量作为高校发展的关键因素，

对高校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良好的高校形象是吸引优质生源的“敲门砖”，一则有利于扩大高校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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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度和美誉度，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吸引优质生源，从而提升自身水平。二则有利于增强内部

的认同感，提升内部凝聚力。新时代高校形象塑造和宣传不仅仅局限于高校宣传部门，人人都可以是高

校形象的“塑造者”和“传播者”，通过增强高校内部公众的集体荣誉感和认同感，使得内部公众“反

哺”于高校形象的塑造，内外合力，助力高校良好形象的塑造和传播。 
民族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高校形象塑造角度来看，民族高校的公众

形象和竞争力与其自身办学水平和实力不吻合，不重视民族院校的公众形象和竞争力的问题，就不能增

进公众对民族高校的认识和了解，不能吸引各民族优秀学生报考，不能吸引有潜质的中青年教师投身民

族教育事业，从而阻碍民族院校的向上发展。[4] 

3. 新媒体背景下民族高校形象塑造的现状 

本文以国家民族事物委员会下属的六所民族高校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六所民族高等院校新媒体平

台运作现状的查看，重点选取六所高校抖音、快手平台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分析六所民族高校抖音、

快手平台的现状与优势、劣势，提出民族高校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可行建议。本文选取的六所国家民委

直属院校，分别是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大

连民族大学。 
 
Table 1. Relevant contents of Jitterbug and Racer platforms in six universities 
表 1. 六所高校抖音、快手平台相关内容 

 
抖音 快手 抖音 快手 抖音 快手 

粉丝数 粉丝数 作品量 作品量 更新频率 更新频率 

中央民族大学 8.0 万 7 565 0 一周三更 0 

西南民族大学 3.1 万 0 252 0 不定时 0 

北方民族大学 3.0 万 0 340 0 不定时 0 

中南民族大学 2.2 万 0 337 0 一周 5~7 更 0 

西北民族大学 2.5 万 0 444 0 不定时 0 

大连民族大学 1.0 万 758 85 85 不定时 不定时 
 

截至 2022 年 12 月，短视频用户规模首次突破十亿，用户使用率高达 94.8%。2018~2022 五年间，短

视频用户规模从 6.48 亿增长至 10.12 亿，年新增用户均在 6000 万以上，抖音快手平台是目前公众使用频

率最高、普及范围较广的短视频平台，本文通过六所民族高校抖音、快手平台的官方账号首页粉丝数量、

作品量、以及短视频更新周期进行数据分析，总结出目前民族高校形象塑造与传播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3.1. 民族院校形象塑造和传播欠缺主动性，公关意识不足 

自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生源竞争成为高校面临的新挑战，生源质量与高校高质量发展息

息相关。短视频平台作为公众使用较多、传播范围较广的新媒体平台，成为高校争相宣传的“宝地”。

从表 1 中数据不难看出，当前六所高校在抖音平台的视频更新频率不稳定且更新视频数量较少，粉丝数

量较少。以大连民族大学为例，2021 年大连民族大学以高校军训时光为主题在抖音平台发布第一条短视

频，截止 2023 年 5 月在抖音平台拥有 1 万粉丝，发布短视频数量共计 85 条。大连民族大学官方号首页

无学校相关资讯展示，更新视频数量较少且输出视频内容较为随意、无序。以快手平台为例，六所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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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仅有中央民族大学、大连民族大学在快手平台注册官方账号。由此可见，民族高校对新媒体平台运用

程度较低，欠缺形象塑造和传播的主动性。除此以外，通过六所高校的官网可以看出，六所民族高校组

织机构中均未设立公共关系部门，并未从战略高度认识到高校公共关系的重要性，缺乏公关意识和理念。 

3.2. 民族高校形象传播缺乏准确定位，自身特色不足 

通过六所民族高校抖音、快手平台的官方账号可以看出民族高校通过网络进行形象传播时大而化之，

并未进行自身的目标公众定位，导致信息的输出不对称，忽略了目标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情况。从抖音页

面展示内容来看，除大连民族大学以外，其他五所民族高校在抖音平台的官方账号首页均展示了本校的

校训，极少数高校公开邮箱；从内容来看，六所民族高校展示的均为千篇一律的内容，并未有结合自身

特色和优势进行高校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作为民族高校，是否可以立足自身特色进行一些特色展示，例

如民族特色、院校特色、校园特色等，打造民族院校品牌和特色。 

3.3. 民族高校形象塑造和传播缺乏新媒体思维，平台利于不足 

从表 1 可以看出，在目前较为热门的新媒体平台中，以抖音为例六所院校的粉丝数不高，宣传的内

容单一、无序，向公众展示的信息大多为经验性、工作性的报道。以快手平台来说，六所高校中有四所

高校均未有官方认证的账号，在自媒体时代，宣传不仅仅只是高校宣传部门的工作，不仅仅是维护好现

有的、传统的传播平台。从教育公关关系的视角出发，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更加凸显了大众传

播受众人数多、分布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的特点，积极运用好目前新媒体时代下的短视频宣传平台是高

校形象宣传和塑造的必要手段。 

4. 新媒体背景下民族高校形象塑造的路径 

据《2021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视频平台成为高中生获取信息重要渠道，

对其价值观塑造的影响值得关注。接近半数未成年人通过短视频、视频平台获取社会重大事件信息。高

中生作为民族高校重要的外部公众，如何运用好新媒体平台这个抓手，更好塑造民族高校形象是民族高

校工作的重点和痛点。 

4.1. 与时俱进，主动出击 

当前，短视频平台已经成为公众信息获取和收集的新渠道，这对高校形象宣传工作提出新的挑战。高

校宣传部门需不断提升自身感知力，在信息捕捉、信息发布、新媒体运用能力等方面打造自身优势。首先，

民族高校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对本校从事宣传和公关工作的人员进行年龄、工作经验、专业背景结构进行

优化和调整，增加该项工作中新闻传播学专业、公共关系学、管理学等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的比例，让“专

业”的人从事专业的事。其次，从学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公共关系学专业的学生或者学校社团抽取志愿者，

在老师的带领下，对学校的新媒体平台进行精细化的运营。一方面内部公众参与，有助于增强高校内部凝

聚力和集体认同感；另一方面由内部公众参与运营，通过切身体会、精心思考输出外部公众所需要的、想

看到的内容，使得外部公众通过新媒体平台能更全面、更生动的认识和了解民族高校。 

4.2. 抓住机遇，打造特色 

民族高校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因充分挖掘自身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背景分阶段、

有步骤地确定形象塑造的方向，结合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把准定位，打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特色

的学科和专业、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特色的科研成果、特色的办学理念、特色的管理模式等都是进行

形象策划的重要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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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高校形象宣传主要还是沿用报纸、网页等传统媒体媒介来进行相关内容的传播。近年来，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平台开始为各个高校所运用，尤其是近几年，高校“女神”“男神”、微

视频宣传片等出现在网络上，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高校形象运用新媒体进行传播的典型案例。

[5]公众传统媒体时代接受信息总体处于被动状态，信息传播途径和内容的选择性较少、接受的信息的差

异化较小；进入新媒体时代，公众的自主性较强，信息内容、接受渠道都更加个性化、自由化；目前广

泛利用短视频平台进行宣传成为一种新的趋势，民族高等院校应抓住机遇，注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结

合，运用好目前较为火热的新媒体平台，例如抖音、快手等进行民族高等院校的形象塑造，通过短视频

平台宣传与传统媒体宣传相结合让公众更好的认识和了解民族高校，从而达到 1 + 1 大于 2 的效果。 

4.3. 立足实践，强化自身 

高校形象是高校办学质量、水平的外在化表现与折射，肩负着科研、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和国际合

作交流的重要使命。高校通常是强人性化和强知识性的形象，相较于其他社会组织，高校的社会形象及

认知评价更好，且是高校发展及生存的重要资源，高校品牌形象传播直接影响其学生就业层次及生源质

量，关乎社会对其的支持和认可的程度，为其重要的无形资产。[6]民族高等院校应从战略高度认识高校

形象管理，明确高校形象塑造的地位，建立相应的公共关系部门。首先，公共关系部门要摆正位置，明

晰部门的格局和使命；要清晰认知，熟知自身的情况；要明确重点，结合高校定位、把握宣传节点和时

机，以最适合的宣传手段开展工作；要不断提升自身与时代的互动性，与时俱进，结合自身实际出发，

以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高校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其次，公关部门要做好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应急机制。

明确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权责和流程，在突发舆论事件时能做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和控住，最大限度地

减轻危机对高校造成的负面影响，甚至有转危为机的能力。民族高校在我国众多高校中相对历史较短、

公关底子较薄、公关意识较弱，在形象塑造的过程中，要立足实践，持之以恒，不断强化自身，方得发

展之机。 

5. 结语 

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提出，高等教育朝着高质量发展稳步前进，生源质量作为高校发展的关键因素，

对高校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良好的高校形象是吸引优质生源的“敲门砖”，也是高校办学质量、水平、

层次的外在表现，在新媒体日益发展的今天，新媒体成为人们了解、认识民族高校的主要渠道。基于此，

民族高校应抓住机遇，直面“挑战”，运用好新媒体的优势，找准自身目标公众，加大人力、财力的投

入与支持，有针对性、有目标性的进行民族高校形象塑造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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