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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工作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部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

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从具体情境、情感状态、群体符号、主体实践等4个
维度分析发现，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在情境伪化、情感颓化、符号滥化、实践惰

化等方面。创设文化自立真实情境，积蓄文化自信情感能量，凝聚文化自觉符号共识，创新文化自强实

践方法，是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纾困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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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uild-
ing a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Collins’ theory of interactive 
ritual chain, this paper analyzes from four dimensions: specific situation, emotional state, group 
symbol, and subject practice, and finds that 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aspects of situation falsification, emo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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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adence, symbol abuse, and practice inertia. Creating a real situation of cultural self-reliance, 
accumulating emotional energy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condensing the symbolic consensus of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and innovating the practical methods of cultural self-reliance are the 
rescue measures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cultivat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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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根基与灵魂，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盛、文化安全、

民族精神独立的大事情[1]。深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则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铸就社会主义文

化新辉煌的重要基础。作为祖国之未来、民族之希望，肩负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重任的当代大学生，其文化自信程度与思想政治素养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具有重要影响[2]。多元

文化交流碰撞背景下，大学生的文化生活既丰富又复杂，其中不良文化类型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较为严

重的负面影响，对此我们应重视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工作，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水平[3]。 
文化是在人们的生产实践、交往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文化自信通常呈现为维护群体团结、尊重群体

符号、遵守群体道德等形式。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引导大学生主动地认识、认同、继

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实践中坚定对我国文化的自信，同时正

确对待外来文化。本研究以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为视角，检视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现实困境，探

索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纾困之策，以期达到有效地指导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工作的目的。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大学生文化自信 

在我国，最早在《易经》中就有“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表述，文化有“以文教化”之意，指

通过文字符号的教化使人们遵守礼仪、行为文明。梁漱溟先生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生活中呈现出来

的各个方面，包括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与物质生活等三个方面，文化是指群体生活的各个方面[4]。费孝

通先生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祖祖辈辈的生活过程中，经过不断创新改革而获得的集体生活经验[5]。
在西方，文化即“culture”，本意为开垦土地、栽培植物，后衍变为对人的身体、精神、艺术与道德等

方面进行培育之意，也指代人类通过劳动创作获得的物质、精神与知识财富的综合体[6]。泰勒学者认为，

文化或文明是一种由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以及其他各

种能力、习性组成的复合整体[7]。格尔茨学者认为，文化是指一个社会全部的生活方式，包括价值观、

习俗、象征、制度与人际关系等[8]。由此可知，“文化”可理解为人类在认识并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过

程中，不断地促使自然界及其存在物“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将实践经验尤其是符号化经验用以“化

人”，使人本身社会化、文明化的过程，即文化是“人化”与“化人”的有机统一[2]。 
从字面上看，“文化自信”具有“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的

意思。文化自信，作为一种建立在高度理性地认同自己国家、民族文化基础之上的积极心态，体现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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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具有理智风度、成熟气度、独有大度的风范，以及一种主动弘扬传统文化、辩证吸收外来文化、积极

创造未来文化的能力[2]。在本研究中，将“大学生文化自信”定义为：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接班人，要高度认同本民族文化，主动传承弘扬与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辩证地吸收外来文化。培育工作中，要注重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立、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等品格。 

2.2. 互动仪式链理论 

“仪式”向来备受社会学家们的关注，涂尔干提出，仪式是人们在群体中的行为方式，仪式塑造并

维系整个群体内部的稳定心理状态。戈夫曼认为，互动仪式是人们在群体中表达具有象征意义的程序化

活动。柯林斯深入研究了宏观社会现象中的微观情境与具体过程，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互动仪式链理

论。他认为，宏观社会现象是由微观过程构成的，互动仪式是人们在微观的具体情境中所做的最基本活

动。互动仪式能够激发人们产生短期情绪，在群体内部成员共同关注和分享的基础上，形成群体情感状

态，这种情感状态进而转化为情感能量(可驱散异于主流情感的其他情绪)，并凝聚成一套具有象征意义的

群体符号，从而进一步强化人们主动参与实践的积极性[9]。 
笔者将文化及文化自信概念内涵与互动仪式链理论并列分析后认为，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与互动仪

式链理论模型有着较高的契合度，以互动仪式链理论作为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研究框架具有较高的适

切性。本研究拟从互动仪式链理论所包含的具体情境、情感状态、群体符号、主体实践等 4 个维度出发，

检视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现实困境，提出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纾困之策，以期提高大学生文化自信

培育工作的实效性。 

3. 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现实困境 

基于互动仪式链的视角来检视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现状，可以发现，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在具体

情境的创设、情感状态的形成、群体符号的塑造、主体实践的表现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与不足。 

3.1. 情境伪化 

情境伪化是指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具体情境及互动仪式，呈现出对事实的歪曲化和伪造化的现象。

由于高校在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相关文化课程方面，存在着内容不健全以及课程没有深入开展的情况，

仅依靠国家要求开设的必修性课程是无法激发起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有些国

内外漫画、网文、电影甚至谣言等内容构成的情境，对大学生更具有吸引力，也更容易造成较大程度的

影响，有时候会带有较强的破坏性。长期处于歪曲化的情境之中，很容易造成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产生

无故怀疑甚至刻意抛弃的不良心态。 
由于线上交流技术的不断发展，虚拟互动情境的数量与形式也都越来越多，许多短视频平台、直播

平台、网络游戏、手机游戏等在丰富人们生活、开阔人们视野的同时，也表现出了许多负面影响，给大

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和挑战。其中负面影响最大的，当属由西方社会输进的对外来文化

过度宣扬以及对中华文化刻意抹黑等问题。从中外电影电视剧来看，部分西方电影、宣传片存在着过度

宣传西方文化价值观、刻意扭曲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导致大学生出现盲目跟风“个人主义”“绝对自

由”“西方审美”等问题[10]。 

3.2. 情感颓化 

情感颓化是指大学生在文化自信培育的情感体验方面，由于情感体验较差，导致情感无法转化为正

能量，而是呈现一种近乎颓废的心理状态。情绪能够给人们正在经历的事情进行“着色”，并且能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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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将注意力进行分配而影响人们思考的深度与效率[11]，正面情绪通过积累作用形成正性情感能量，有利

于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与提升，而负面情绪则会导致产生负性情感能量，不利于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

育与提升。此外，情感颓化还会导致大学生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产生片面的认知，对一些正常的事情产

生过低的评价，将不利于群体团结的形成。 
由于缺乏现实生活情境，长时间的“封闭式”网上交流，可能使得大学生无法与其他人进行正常交

流；在网上接触大量诸如“网抑云”“丧文化”等传播颓废情绪的信息后，还可能使得他们对于融入现

实文化生活存在困难。有研究表明，尽管在网上人们可以与更多人进行交流互动，但是这种网络化生活

也使得个体产生一种正在经历与朋友交流的幻觉，然而这种幻觉并不能真正满足人们的交往需要[12]。同

时，现代社会生活的快节奏、时间的碎片化、空间的支离化以及就业压力的传导等，使得大学生由交往

互动产生的情感纽带越来越脆弱，进而导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躺平”。 

3.3. 符号滥化 

符号滥化是指在价值观念受到多元文化冲击后，大学生群体表现出的一种主文化式微、亚文化泛滥

的现象。在校园学习生活过程中，大学生进行文化交流、形成群体符号的渠道主要有课堂学习、学校活

动与在线互动等，当前全球大环境正处于急速转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这些渠道自然而然会

受到全球大环境的影响。某些国外势力别有用心地对中国进行文化侵扰与价值观渗透，大量诸如历史虚

无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信息侵入我国，致使部分知识储备不足、社会经验较少、鉴别能力尚缺

的大学生受到蒙蔽，从而本末倒置，抛弃了优秀的主流文化符号。 
文化自觉要求大学生要当对我们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有“自知之明”[13]，对自身文化有全面的、客

观的认知，能够根据不同时代的要求进行取舍，同时，对其他文化要理性地分析，吸收精华以及摒弃糟

粕。然而，部分大学生受到一些错误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产生了文化自卑、文化自弃以及追求“绝对

自由”、我行我素的心态。这种心态容易造成大学生之间产生隔阂，使得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出现疏远

和紧张的问题。究其原因，是我们在文化工作中没有把富含中华优秀文化的中国故事讲好、宣传好，没

有将象征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凝聚起来以形成符号共识。 

3.4. 实践惰化 

实践惰化是指在需要体现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出现了大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积极性

与效率下降的现象。深入挖掘并有效运用中华优秀文化的思想精髓与时代价值，本应成为当代大学生文

化自信培育的一个着力点，然而，现实的情况并不乐观。有调查显示，部分大学生存在着对中华传统文

化认同感偏低，对中华传统文化认识较为偏激的情况[14]。同时，部分大学生对学习与践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兴趣不高、主动性偏低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大学生文化实践能力

与文化创新能力的提升[15]。  
大学生是文化自信培育过程的主体，理应在实践活动中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在就业、升

学、评奖评优等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形下，学校培养目标的功利主义倾向偏离了教育的育人性，也导致了

部分大学生在参加比赛活动时，仅以个人利益为参考因素，将集体利益抛之不顾的现象。部分大学生将

个人得失看得过重，将知识与真理视作与自身情感、精神修养无关的一种工具，而忽略了知识与真理蕴

含着的有关人生意义、文明传承的价值理性[16]。这种情况下，为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而组织开展的各种

实践活动，基本上就沦为了一种形式，而不是真正“教育”的活动[17]。 

4. 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纾困之策 

互动仪式链理论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从具体情境、情感状态、群体符号和主体实践等 4 个维度透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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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现实困境，同时也能够给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提供纾困之策。 

4.1. 具体情境：创设文化自立真实情境 

大学生亲身在场的真实情境，是进行文化自信培育的一类重要载体。柯林斯比较了亲身在场与想象

在场的不同，发现“亲身在场更能促进个体对他人的信号察觉，更能与他人的情感同频共振，也更能与

他人共享信息、关注相同焦点，从而达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状态”[18]。同时，由于真实情境的创设主体

是多元的，难免会产生有些情境鱼目混杂的情况，导致大学生无所适从或选择失误，甚至因受有害情境

误导而走向歧途的可能。为此，高校应重视文化自立真实情境的作用，亲自创设更多更好的在场空间，

让大学生们积极参与进来体验、互动。 
国家应建立一套有利于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礼仪制度，健全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相关政策支持

体系，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符合我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纪念活动，营造有利于培育和弘扬文化自信的社

会氛围。高校要重视发挥党支部、团支部等组织在仪式教育中的积极作用，有效利用每一次党支部、团

支部活动的机会，走进具有真实情境的空间，使大学生具身体验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情感互动。同时，要

让大学生对情境伪化的弊端有个清醒的认识，产生心理免疫，使大学生能够在心理上抵触、行为上抵制

糟粕情境，并且主动遵从和维护对我们有益的情境。 

4.2. 情感状态：积蓄文化自信情感能量 

情感能量具有高、中、低三个不同层次的状态，高层次指个体对社会互动仪式充满自信与热情，中

层次指相对比较平和，低层次则指个体对社会互动仪式持有消极被动的心态[19]。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

目标之一，就是推动大学生们对各类有益的社会互动仪式产生自信与热情的情感。让人们处于共同的文

化情境，虽然能促进个体自信与热情的能量积蓄，进而形成文化自信的厚实基础，但是人本主义教育学

理论也告诉我们，每个大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有着独立的个性特点。为此，在实际的社会互动仪式中，

也要兼顾学生的个性需求来组织开展。 
以大学生的个性需求为导向，选取大学生群体心理需求的最大公约数作为开展互动仪式的依据，及

时掌握大学生参与互动仪式的情感状态，提高大学生的正向文化氛围体验。“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要注重激发大学生积极向集体靠拢的情感意识，利用情感感染、情感迁移等原理，使大学生情感锚定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大学生在集体中感受群体团结与文化自信。此外，

还要促进大学生之间互帮互助，积极发挥优秀学生的模范带头作用，促使大学生群体情感状态同频共振，

产生共振效应，进而积蓄更多文化自信情感能量。 

4.3. 群体符号：凝聚文化自觉符号共识 

当人们对形式多样的群体符号具有理性的、客观的认知时，更能够主动选择那些高层次情感能量转

化而成的，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和坚定理想信念的群体符号，所以说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工作要重视大学

生文化自觉品格的培养。凝聚起高度的文化自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能够促进我国文化本身的振

兴与繁荣，二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长久的动力来源[20]。形式多样的校园亚文化，构成了大学

本该具有的活力青春模样，但如果表现为主文化式微、亚文化泛滥的态势，就显然超越了合理的边界，

应当引起人们的警觉，并采取相应的治理对策。 
高校要注重实施与改进措施以促进大学生高度文化自觉的凝聚，可以从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坚定马

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着手，引导大学生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吸收借鉴多元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

身的发展。高校还应注重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升大学生对主流文化的认知认同、情感认同

和行为认同，引导大学生群体凝聚起高尚的公民道德意识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同时，也要发挥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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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红色文化的积极作用，不断深化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感悟，以优秀典型为素材，

结合新时代要求，凝聚成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符号共识。 

4.4. 主体实践：创新文化自强实践方法 

在文化领域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强国。文化自立、

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文化自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也是认识的归宿，大学生文

化自信培育的效果如何，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实践的效果。要提高文化实践的效果，提升大学生组织、参

与文化实践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就应创新校内外文化实践方法，推动大学生将文化自信内化于心、

外显于行。具体而言，高校可以从实践课程、社会实践活动、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等三个方面着手，将文

化实践活动目的贯彻其中，提升大学生主体实践的能力和素养[21]。 
高校要坚持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创新实践教学模式，优化实验课、实习课等课程设计，根据课程思

政相关要求，将文化自信与科学精神共同融入实践课，提高实践课程育人的效果。积极组织开展文化传

承创新类的社会调查、志愿服务、生产劳动以及参观博物馆、纪念馆等实践活动，深化大学生对国家政

策与专业理论的认识与把握，强化大学生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意识。同时，高校要采取有效措施，以激励

大学生积极参与到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中，培养大学生勇于求变、敢于实践、团结协作、不畏艰难的创新

创业精神，不断增强大学生的文化实践与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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