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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自信的生成遵循文化认知–情感认同–行为实践的过程和规律。但是，当前网络环境信息传播碎片

化挑战文化系统认知、主体多元削弱情感认同、主体身份虚拟挑战文化实践，需要运用元宇宙技术整合

网络信息，培养“网生一代”的文化系统认知；提升传播主体的文化引导能力，深化文化情感认同；高

效运用全真互联网技术，链接虚实文化实践，推进“网生一代”文化自信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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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follows the process and laws of cultural cognition, emo-
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behavioral practice. However, the fragmentation of information disse-
mination in the current network environment challenges cultural system cognition, subject diver-
sity weakens emotional identity, and subject identity virtual challenges cultural practice. It is ne-
cessary to use metaverse technology to integrate network information and cultivate the cultural 
system cognition of the “cyber generation”; enhance the cultural guidance ability of the dissemi-
nation subject and deepen cultural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efficiently utilize authentic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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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link virtual and real cultural practices, and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cultural self- 
confidence in the “cyber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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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政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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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个体而言，文化自信是个人对所属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积极态度和充分肯定，标志着对所属国家和民族

文化的价值取向认同和身份认同[2]。培育个体文化自信应遵从知、情、意、行转化的全部过程，帮助个

体形成文化认知，建立情感认同，促成文化自信外化于行。 
“网生一代”是指 1995~2009 年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自出生就深受信息技术、智能电子产品等影

响。但目前身心还不成熟，信仰还不坚定，正处于树立正确三观的关键时期。新媒体环境中信息碎片化、

传播主体虚拟化、文化实践虚拟化以及泛娱乐化等问题容易造成其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误

解，解构中华文化的复杂性和深刻性，造成“网生一代”对中华文化自信不足的问题。 

2. “网生一代”所处的网络环境特点及引发的文化自信问题 

(一) “网生一代”所处的网络环境特点 
据调查，截至 2022 年 6 月，网络使用频率前三的依次是：即时通信、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短视频。

具体数据见表 1： 
 
Table 1. Up to June 2022, the user scale and internet usage rate of various internet applications [3] 
表 1. 截至 2022 年 6 月各类互联网应用用户规模和网民使用率[3] 

截至 2022.6 各类互联网应用用户规模和网民使用率 

应用 用户规模(万) 网民使用率 增长率 

即时通讯 102,708 97.7% 2.0% 

网络视频(含短视频) 99,488 94.6% 2.1% 

短视频 96,220 91.5% 3.0% 

网络支付 90,444 86.0% 0.1% 

网络购物 84,057 80.0% -0.2% 

搜索引擎 82,147 78.2% -0.9% 

网络新闻 78,807 75.0% 2.2% 

网络音乐 72,789 69.2% -0.2% 

网络直播 71,627 68.1% 1.8% 

网络游戏 55,239 52.6% -0.2% 

网络文学 49,322 46.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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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51 亿，互联网普及率 74.4%，其中以 10~39 岁群体为主，占

比 60%；20~29 岁的网民占比 17.2%。具体见图 1： 
 

 
Figure 1. Age structure of users in 2022 [3] 
图 1. 2022 年网民年龄结构[3] 
 

可见，中国拥有庞大的网民数量，且以及时通讯、网络视频和短视频使用为主，这为网络信息发展

奠定了基础，但也带来了包括文化自信在内的很多问题。在中国培育文化自信就是要增强每一个中国人

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系统认知，进而形成情感认同并积极开展文化实践。在信息野蛮生长的网络环

境中，“网生一代”的文化自信存在什么问题呢？ 
1) 信息碎片化 
目前，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9.62 亿，使用率高达 91.5% [3]。短视频 App 的运行机制即在快节奏

生活中吸引用户碎片式地进行网络文化信息消费，这是其缺陷所在。以抖音和微博为例。首先，抖音单

条视频规定为 15 秒、60 秒和 3 分钟以内；微博单条博文的字数规定为 140 个以内。这就要求传播者进

行高密度、快语速地信息和观点传播，这势必在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上大打折扣，而信息接收者则以

“过客”式快速浏览。这种碎片化信息难以承载系统的文化内容，受众接收到的是不成体系的、流于表

面的文化信息，削弱了网民文化系统认知，造成文化自信根基不稳。其次，从供给面看，互联网门槛低，

个人即媒体，传播主体素质、信息良莠不齐，高质量传播主体生存空间受限，高品质信息在数量上不占

优势；从需求面看，大数据投放虽能快速准确匹配受众喜好，但窄化了受众的信息面，导致网民落入“信

息茧房”，挑战文化系统认知。 
2) 传播主体多元化 
首先，主体多元及由此带来的价值多元。“文化的本质是一种价值观，网络文化说到底是通过网络

这个载体，向人们传递一种价值观”[4]。互联网技术造就“地球村”，各国文化产品竞相传播，如美国

好莱坞电影以宏大的场面向受众渗透其所倡导的“英雄主义”，大秀尖端武器装备塑造其“美国形象”，

使每座电影院都成为其大使馆。青年时刻受网络文化影响，面对多元价值观交织的文化信息，他们可以

自由选择，但带来的是迷茫、无所适从，甚至盲目崇尚他国“月亮”，忽略中华文化魅力，削弱对中华

文化的向往之情。其次，主体多元表现出情绪多元。媒体个体化后，传播者在个人非理性情绪下宣扬正

向信息或负面言论，这可能引发“反智力化”和“反权威化”进一步发酵传播，造成主流文化传播空间

缩水，降低受众对主流文化的信赖度，冲击文化情感认同的深沉性，减弱文化自信的支撑力。 
3) 主体身份虚拟化 
网络媒介中的虚拟交往促进人的赛博格化，挑战网络主体的文化实践活动。一方面，网络青年以上

网取代现实互动，并造成其“社恐”心理，一旦离开网络，其内心就会产生虚无感和焦虑感，失去现实

交往能力。另一方面，这种环境的虚拟化和主体虚拟化，为网络互动和信息发布乱象“造势”，如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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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直播、网络暴力以及网络黑公关等。这些虚拟行为和现实实践间存在差别，虚拟行为难以被现实的价

值标准界定和评估，现实的文化理论难以对虚拟文化实践进行指导，二者难以相互促进，导致文化理论

对虚拟主体的吸引力降低，主体学习理论并实践运用的积极性下降，进而导致客观文化实践难以促成文

化自信。 
(二) “网生一代”存在的文化自信问题 
1) 文化认知碎片化，削弱文化自信 
文化的系统认知在于对本国和他国文化有全面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通过系统的文化认知不仅能对

本国文化有清晰把握而且对他国文化有客观判断，进而深化对本国文化的情感认同，自觉在实践中继承

和发展本国文化。但是当前媒体信息呈现出的碎片化打破了文化结构的内在逻辑性，导致人们在承载有

限的媒体信息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理解浮于表面，弱化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理解，

削弱了文化自信生成的整体性基础。对文化的理解失去系统性和逻辑完整性的文化也失去传承的稳定性，

导致其包含的文化内涵失真，为人们在认识和把握文化内涵和结构逻辑时造成困难。碎片化信息逐渐弱

化了人们对我国文化结构及其重要地位的认识，进而导致无法从中获取生成文化自信的精神基因。 
2) 文化情感认同淡漠，淡化文化自信 
情感认同是指个体认识到自己属于特定社会群体，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

[5]。文化情感认同是个体基于文化认知与价值判断对文化向往、信赖、悦纳的心理状态[6]。“网生一代”

文化情感认同削弱主要是由于数字媒介赋权个体，主体多元引发价值多元和情绪多元，网络青年对多元

文化判断力弱化，对中国主流文化认知表面化，导致其对中华文化的向往、信赖和悦纳程度降低。在新

媒体环境中，为吸引眼球和流量，常常对文化进行娱乐化、生活化，较少地深入剖析其精神实质，且受

多元文化信息困扰，造成受众难以把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内涵转化为自身的理想信念，弱化了“网生一

代”对于中华文化的认知以及对中华文化情感认同的深沉性。 
3) 文化实践活动受限，文化自信受阻 
在新媒体大肆发展的网络环境中，“网生一代”的网络行为更加“自由化”，他们具备较高的信息

发布自主性，但却阻碍他们形成科学的文化判断、理性的文化选择与自觉的实践转化。在新媒体环境中，

信息传播主体的行为被虚拟化，现实中的文化评判标准对这种虚拟的信息获取和文化判断失去应有的效

力，继而容易导致其在海量的信息中迷失文化判断方向、扭曲价值判断标准。长期沉迷于虚拟文化环境，

很容易导致人们忽视现实的文化发展与文化需求，既难以形成科学的文化判断标准，又难以有效提升文

化判断能力，阻碍其做出理性的文化选择。当其沉迷于虚拟的网络世界以后，其文化实践活动虚拟化，

与现实世界的文化实践形成断层。现实的文化实践标准难以指导虚拟的文化活动，其仅存在于虚拟网络

环境中的虚拟文化实践也无法检验客观的文化理论。虚拟的文化实践和文化理论无法相互促进，实现发

展，导致文化理论和文化实践的现实吸引力下降，长此以往将不断弱化“网生一代”进行现实文化实践

活动的欲望，造成其对现实文化实践活动失去兴趣，造成客观文化实践活动难以促成客观的文化自信生

成。 
4) 算法推荐冲击主流文化 
新媒体的发展为我们的信息检索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广阔的信息源。算法推荐一方面简化了我们的信

息搜寻，能够更加快捷地帮助我们找到我们感兴趣的信息，另一方面则是“囚禁”我们于这单一的信息

墙内。算法以一种强势的权利对服务、机会、资源等进行资本化分配，同一茧房内的人们不断产生情感

共鸣，相似的观点不断进行强化，这就极易造成思想和行为的极端化。在这样的细分之下，相同观点和

习惯偏好的人聚集在一起，在新媒体“见缝插针”的推荐之下，不断解构传统文化的复杂性以及实践发

展的连续性，逐步形成内部联系紧密的亚文化群体。这洋的亚文化群体内部共鸣越强烈，凝聚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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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小众的“亚文化”就越是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降低其对主流文化的关注度，冲击主流文化的核

心地位，减弱其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做空文化自信的内容地基。 

3. 现代信息技术赋能“网生一代”文化自信培育策略 

“元宇宙是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区块连、产业互联网及数字孪生等互联网全要素的未来融合形

态，又被称为‘共享虚拟现实互联网’和‘全真互联网’。”[7]文化自信的形成受信息传播碎片化、多

元化和虚拟化的冲击，因此必须整合信息，奠定文化认知基础；加强主流文化引导，强化情感认同；运

用具身沉浸体验技术优势，链接虚实文化实践，切实增强“网生一代”文化自信。通过具身沉浸体验技

术、大数据、算法推荐等现代技术的综合运用将实现通过科技治理和改善科技带来的消极问题，为当代

青年文化自信提供技术支持。 
1) 增强使用主体信息整合能力——形成文化系统认知 
运用区块链技术、优化现有传播平台限制、整合技术优势克服传统媒介碎片化传播的不足，优化文

化信息组织方式，赋能主流媒体，为其提供技术支持，以优化主流媒体传播空间，扩大主流媒体影响力。

第一，传播主体要自觉提高文化素养。首先，充分利用物联网技术丰富自身内涵。传播主体要继承和发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历史文化中积淀文化厚度；在万物互联的信息链中全面分析外来文化，取其精

华弃其糟粕，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拓展文化宽度。其次，熟练运用并配合技术人员探索传播新渠道；提高

传播责任意识，做到吸引力与内容性兼具，实现文化信息系统化传播。第二，提高受众媒介素养。在高

速传播的信息流中，受众决不能当过客，要培养文化鉴赏能力和判别能力，要抓住网络信息承载的文化

核心，剖析其内在逻辑和价值，建立文化体系。 
2) 提升传播主体文化引导能力——深化文化情感认同 
元宇宙改变了 Web2.0 的应用局限，为文化自信培育提供了新的环境和方式。第一，主流媒体必须坚

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断提升影响力和权威性。通过设置传播议题引领传播导向，实现网络文化发展

方向引导。发挥大数据、5G 等数字技术对不良信息进行筛选过滤，赋能主流媒体及时对热点事件做出权

威性发声防止负面发酵，保证网络环境“天朗气清”。第二，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是培育文化自信的沃

土，主流媒体要利用自身的影响力，融合 AR、VR 等交互技术实现抽象文化的具象化，多渠道地对人民

大众进行历史文化滋养，增强人民对中华文化的情感认同。第三，文化交流是增进文化自信的重要方面。

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化被大部分人看作西方化。但是在中国崛起之后，这种傲慢观念已逐渐消失了[8]。
一个自信的民族是具有包容性的民族，贯彻“文化走出去”战略同时用辨证的方法看待异质文化，批判

地借鉴吸收，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不断提高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在航天、高铁、深潜等现实

成就的依据中坚定文化自信。 
3) 高效运用元宇宙生态——链接虚实文化实践 
互联网技术发展引发主客体异化风险，但技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技术应该是促进人和社会更好发

展的有效手段。第一，依托元宇宙数字全息技术，收集物理世界的数据信息，以数字孪生技术建立可视

化的文化实践环境。比如，利用数字全息和数字孪生技术在网络空间建立博物馆、红色资源学习基地、

线上体验基地等，并配合 VR、AR、MR 和 XR 等具身沉浸技术融通过去、现在和未来，克服感官动能

的有限性，使其在线上也能看到、听到、触摸到中华文化，创造虚实交互学习体验，使文化体验更有温

度和深度，进而深化中华文化情感认同。第二，“打赢如今的战争靠的不是最好的武器，而是最好的叙

述方式。”[8]哲学社会科学要紧跟科技发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建立与元宇宙发展适配的价

值标准和评估体系，规范并指导主体的虚拟行为，以实现认识–实践–认识的无限发展。“网生一代”

作为网络信息的使用主体，在培育文化自信中，要积极转化自己的网络优势，迎头赶上元宇宙热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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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虚拟文化行为和现实文化实践的对接，在把“中国的月亮”推向国际舞台的实践中发挥自己的价值，

在达成成就与完善需要力中坚定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4) 以人为本善用算法——化智为治 
算法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一种新兴权利[9]。算法推荐受资本裹挟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消费软件

根据浏览记录和消费记录推荐相关内容和价格的产品；视屏软件根据浏览记录推荐用户偏爱的视屏类型；

打车软件根据用户使用习惯判定用户是否为价格敏感型客户，从而推荐车辆甚至调整价格。在算法推荐

的实际运用中要坚持人民至上，阻止算法异化。 
利用算法推荐培育“网生一代”的文化自信在于运用算法分众而治，实现全局把握、动态监测、提

前预判、精准培育以及优质文化资源共享等。当前青年学生以网络为生存环境，通过各种“梯子”“翻

墙”浏览外网信息，单方面看到外媒想让我们看到的内容，忽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看待问题的方法论，

从而产生各种“怀疑论”和媚外心态。在网络环境中通过算法推荐增强我国网民文化自信需要及时掌握

网民的思想动向，根据其现实动向和思想偏向，通过正向信息推送和中华优秀文化传播等方式，及时对

错误思想予以纠正。因此，用好算法，加强融媒传播，加速主流价值传播也是增强我国“网生一代”文

化自信的强有力手段。加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发展，兴建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价值

观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要按照算法的逻辑，对传播流程进行再造，重构信息采集、生产和分发过程，

实现包括 “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思想学说，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文学艺术，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

术，以及以八大菜系为代表的饮食文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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