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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实践与运用 

古丽波斯坦·木合塔尔 

新疆工程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并作出了许多重要论述，其中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是我国少数民族工作新实践理念、新工作思路、新发展策略的核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在体认彼此生存发展的共性条件与历史基础上，秉持共善价值规范与能动维护意愿

的复兴凝聚心态。在近期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再次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媒体拥有强大的技术优势，

能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需要利用新媒体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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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work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has made many important expositions. Among them, 
establish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core of the new practice concept, new work thinking 
and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my country's ethnic minority work.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revival and cohes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basis of recognizing the 
common conditions and historical basis for each other'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d upholding the values and 
norms of common good and the willingness to actively maintain. At the recently held Central Ethnic Work 
Conference, General Secretary Xi once again emphasized that we must focus on build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and unswervingly follow the correct path of solving ethnic issu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ing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new media has strong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and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use new 
media to help cultivat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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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1.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纵览历史发展

的经验启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吸取古今中外历史

教训的经验启示。一方面，从古至今，中华民族都

是崇尚和谐统一的。自秦开创统一局面后，大一统

就成了两千多年历史长河里的主流趋势，稳定发挥

着维系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有效抵御外

来侵略、保持国家独立的重要作用，并推动多民族

融合态势的形成，逐渐构建起一个客观存在的民族

共同体。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中，

主要领导者均把民族工作放在了关乎党和国家前途

命运的关键战略地位上，并经过革命、建设与改革

时期不断的探索进一步加深了对民族工作的深刻理

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

将民族团结问题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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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断，既继承发扬

了我们党关于民族政策以及少数民族工作方面的实

际经验，又深入总结了世界各国处理少数民族问题

的经验教训，推动新时期民族工作有序开展。 
1.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增进思想认同

的关键环节 
习总书记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做好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

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认同。"唯有引导全国各族人民增进“五
个认同”，才能提高全国各族人民听党话、跟党走的

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为自觉。一是认同伟大祖

国。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有效引导全国

各族人民大团结，将自身的前途命运和中华民族的

复兴命运紧密地结合到一起，将维护多民族国家统

一和促进全国少数民族团结视作自身的神圣职责。

二是认同中华民族。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分

割的构成要素，增强其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逐渐

取代泛民族主义的分裂想法，消解民族独大和排他

心理。三是认同中华文化。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

化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都或多或少对中华文化产

生过影响，以开放的姿态包容民族文化，才能收获

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尊重。四是认同中国共产党。

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上下一心，实现了民族独立

和解放，未来依旧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各族人

民开启民族复兴之路。五是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唯

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能引领全国各族人

民团结奋斗。 
1.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国家统一

的精神纽带 
我国民族大团结的局面来之不易，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得以壮大巩固，这都有赖于党在少数民族

宣传思想工作上作出的巨大努力。习总书记强调：

“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

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然而西方帝国主义、国外

敌对势力仍妄想利用我国少数民族自身和所处地域

的特殊性，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煽动“藏
独’’“疆独"等行为，不断插手我国内政，制造并挑起

民族矛盾，以达到制衡我国发展、阻碍我国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的。面对这种情况，唯有高

举民族团结的伟大旗帜并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把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抵抗任何破

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的活动，才能对抗民族分裂

势力，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稳定统一。 
1.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复兴伟业

的必然要求 
实现民族复兴一直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企

盼，第一个百年目标的达成意味着我们越来越接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梦想。要衔接好两

个百年目标，就必须切实维护中华民族团结，推动

全国各民族的振兴和发展。习总书记强调：“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

事业抓紧抓好。”民族复兴的实现离不开我国社会各

族人民的团结一心，从历史上看，如果民族团结、

国家统一，社会经济将会繁荣发达，政通人和；如

果民族离心、国家分裂，人民就会处于水深火热之

中，社会失序混乱。从现实上看，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增强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在面对复杂多

变的现实形势时，人民才能更加团结一致、共渡难

关。从未来看，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任务相当艰巨，

需要各族人民合众如一、戮力同心，一起为实现祖

国富强、民众福祉、经济社会发展奉献才智和力量，

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 
2 新媒体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特点

与作用 
2.1 新媒体的交互性及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作用 
新媒体的交互性是其显著区别与传统媒体的特

点。利用新媒体传递资讯的过程中，每一位使用者

均能成为资讯的发布者与解读者，他们可以整合自

身经验知识，对某一事件提出看法、进行分享与展

开解读，积极参与资讯传递，并开创出新的社群舆

论空间。目前，新媒体的互动信息传递技术已经逐

步嵌入了民众的社会生活空间，打破民族之间的认

知壁垒，并成为大众维护和扩大个人社会关系的主

要途径。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各

民族互相沟通、互相学习，各民族文化深度交融，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打下了基础。另一方

面，人们借助新媒体平台收集到有关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信息之后，会初步形成基于自身知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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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理解与判断，再通过新媒体传播平台，向其

他网民、政府、新闻媒体，以一对一、一对多或多

对多的互动形式，完成就中华民族共同体信息的自

我理解与意见传达。人们在这种互动过程中，逐步

突破了传统的、固定的、刻板的认识，逐步走出“信
息茧房”，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信息中所承载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并逐步使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内心。 
2.2 新媒体的多样性及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作用 
新媒体能够多元化开展思想宣传工作，满足不

同民族理解需要，增强思想宣传实效性。新媒体的

多样性，表现在无孔不入的媒介形态、极其细化的

信息供应和丰富立体的信息产物。第一，新媒体跳

出了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从微信、微博

到手机客户端，再到抖音、快手短视频等，其传播

媒介已涵盖了个人生活场景的方方面面。第二，新

媒体技术有了个性化的突破，可以比较精细地界定

受众，并针对不同受众的具体需要，针对性地回应

信息。第三，新媒体的文本结构与表现形式也越来

越丰富，除了简单的文字、图像、音视频等元素的

单独呈现，还可以对这些元素进行排列组合，使最

终的信息产物更为立体生动。例如，面向少数民族，

新媒体广泛运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汉语双语，

做好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研究与新闻宣传，

照顾到了部分尚且不能熟练运用汉语言的少数民族

人民；还可以将文本、图像、音视频等结合起来呈

现，充分照顾到各民族中不识字或者阅读不便的民

众，让每个人都能够接收并掌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相关讯息。为更多吸引年轻一代，新媒体将 H5、VR
等可以让受众有身临其境之感的技术引进到传播之

中，提升青年使用兴趣。 
2.3 新媒体的感召性及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作用 
新媒体的感召性，更有助于各族人民在中华民

族共同体中找寻文化公约数，寻求最大文化认同。

在这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土上，少数民族互嵌生活，

但不同的少数民族又有着不同的习俗与信仰。为了

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必须面向

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推广优秀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分释放中华文化的独特

魅力。目前，新媒体既是各族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

组成部分，也是其接受海量信息的重要渠道，更是

潜移默化深化文化认同的强大助推器。新媒体充分

下沉到家庭、校园和社会之中，以自身平台为信息

传导中介，激活家庭、校园和社会的合力效应，从

各族人民的共同生活与互嵌中寻求最大文化公约

数，引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与他族越发频繁广泛的接

触与互动中，唤醒一脉相承的文化认同心理，形成

对中华文明的深刻理解，以文化共识夯实中华民族

统一之根基，并逐渐塑造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运用新媒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3.1 培养新媒体综合人才，充实宣传思想工作

队伍 
一方面，要培养熟练掌握新媒体主要技能且拥

有深厚政治素养的人才。为确保运营主体在灵活利

用新媒体平台开展思想宣传工作、对各族人民进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过程中，能够正确传达

领导人的重要论述以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可以

提高宣传人才的准入门槛，并对在职员工开展持续

性的培训，提升他们的政策理解和把握能力，强化

责任意识，达到精准宣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目的。

另一方面，要将少数民族人才纳入新媒体平台。少

数民族的宣传人才更熟悉当地情况，对其民族区域

内的语言文字、风俗文化、教育水平、宗教信仰等

情况更为了解，更能迅速拉近群众距离，更理解少

数民族群众的信息接收诉求。而不熟悉当地情况的

媒体人员从事中华民族共同体宣传工作，极可能收

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因此，利用新媒体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要培养复合性人才，也要抓

住关键少数，打造高素质宣传队伍。 
3.2 促使各族人民有效获取并吸收新媒体上关

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信息 
一方面，利用新媒体平台，实现角色互换，提

升各族人民的主体地位和接收效果。参与者可以依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共同体信息进行选择性吸收，

降低其防范心理和抵触情绪。同时，可以通过鼓励

各族人民拍摄短视频、参与讨论分享中华民族共同

体感想等形式，吸引受众积极参与，变被动为主动，

增强主体参与感，提升信息说服力。另一方面，对

新媒体信息的有效传递来说，应符合信息接受方的

实际需要，让信息接收者更愿意主动接收信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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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内含的价值理念形成互动共鸣，从而推动某种

价值观念的产生。新媒体所传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信息应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个性化和共性化要求，

并能够引发全国各族人民的关注兴趣，以便使全国

各族人民自愿地查阅、评论和分享中华民族共同体

信息，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内化和外显。

例如，共同体信息应该直面各民族受众的困惑，既

要照顾少数民族人民的认知需要，也要照顾到汉族

人民的情感需要。 
3.3 以喜闻乐见的信息表现形式向各族人民推

送中华民族共同体信息 
新媒体的优势在于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更具选择的灵活性，可以随学随用。因此，要从各

族群众的现实生活与心理需要入手，以处理各族人

民在家中、校园和社区等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实际关

切问题作为切入点，并以其喜闻乐见的信息表现形

式，如微信、微博、短视频等，向其推送中华民族

共同体信息，增强民族共同体教育在民众中的吸引

力，满足各族人民的身份认同需求，促进人们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如可以创建中华民族共同

体公众号、开展专题论坛、进行微型直播宣讲等，

鼓励各族人民积极参与讨论，深化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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