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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播“微”检视

□ 徐 瑾 石 娟

摘 要：大数据建构了爱国主义教育传播方式的“微型化”环境，即大数据促进爱国主义教育传播的微

趋向，传播载体向小巧化发展，信息传播向简短化发展，信息受众向精分化发展，传播结构向扁平化发

展。大数据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播的微转向要求教育者树立大数据思维、优化大数据处理、整合大数

据价值、紧随大数据趋势，不断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质量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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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教育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

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而随

着时代发展，爱国主义教育也必须要运用新媒体和

大数据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就中华民族爱国主义

精神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进行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

指出：“运用艺术形式和新媒体，以理服人、以文化

人、以情感人，生动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唱响爱国主

义主旋律，让爱国主义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信

念和精神依靠。”而在新媒体传播载体、途径、内容、

形式等“微型化”的大趋势下，引入大数据技术，有利

于提高爱国主义教育的精准性和前瞻性，促进爱国

主义教育的方法变革，进而大幅度提高爱国主义教

育的质量与效率。

一、大数据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播方式的“微

型化”

1. 爱国主义教育传播载体向小巧化发展。大

数据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数据产生和传

播的便捷性，其背后是携带更方便、信息发布更便捷

的载体微型化。现代的智能手机全面普及化，与人

的行动高度“合体”，所承载的功能与作用与PC端并

无差别。《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显示，我

国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移动互联网流量

消费持续高涨，移动智能终端形态更加丰富，移动应

用数量和下载量同步增长，除了腾讯、微博等分别主

导的熟人社交、陌生人社交外，抖音、快手等以其“短

视频+算法推送+移动社交”模式也为爱国主义教育

开辟了一条发展“新赛道”。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

新华社等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载体均在微信、抖音、

西瓜视频等新媒体阵地拥有官方发布渠道，民众可

以通过这些渠道快速了解党和国家发展的最新动态

和权威声音。微型终端与人的“捆绑”和其便捷高效

性，打破了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的时空局限、受众局

限，各个层次的人群只要承载相关APP或官方发布

渠道，即可以即时接收爱国主义教育的相关信息，

并参与这些信息的讨论，这表明，“迷你化”的爱国

主义教育载体已经成为新型的教育“空间站”和“广

播站”。

2. 爱国主义教育信息传播向简短化发展。大

数据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信息的发布与流转由于传

播载体的进一步迷你化和分散化，广大信息接收者

更倾向于简短化、碎片化的阅读，且信息的解读和阐

释趋向于多元化、个体化，“沉默的螺旋”进一步被弱

化，传统传播“点—面”转换为了“点—点”。当海量

数据涌现在受众面前时，人们更愿意用有限的时间

点击、阅读、分享精细化、简短化的数据，且最好是视

频或带有大量动态表情及互动性强的信息，而对于

比较冗长的信息往往难以激起阅读兴趣，容易被自

动过滤。而且，大数据时代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

根本性变化，在信息超载和高速流动的状态下，快速

更迭的信息保持“微言微语”和短小精悍才能高效地

抓住民众的“眼球”和注意力，才能更多地被受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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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睐。爱国主义教育的信息传播和流通，必须顺应

当前人们简短化的阅读习惯和传播趋势，在内容架

构、形式设计、版式设计等方面突出新意、力求简短，

要结合具体内容，将文字、图片、动图、表情、视频等

结构性数据、非结构性数据融合呈现，增强内容表现

形式的吸引力和视觉享受，做到既能够将爱国主义

教育所要表达的观点阐述清楚，又能够使受众乐于

阅读与分享。

3. 爱国主义教育信息受众向精确化发展。大

数据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信息的产生、发布与传播带

有一定的散乱性，而且信息接收者受教育经历、年龄

结构、工作性质、从事行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

相关信息的响应、关注和兴趣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爱国主义教育信息在传播

进程中的准确度和信息损耗度。大数据所具有的技

术能够相对精准地对信息受众进行精确分析，并将

受众的关注偏好、阅读习惯等传递给信息发布机构，

有利于提高爱国主义教育信息制作与传播的精确

性。爱国主义教育者必须要高度重视大数据的这种

精准分析能力，在进行信息发布前，要精准界定受

众，依据大数据所得到的信息有针对性地对爱国主

义教育内容进行设计和模拟传播预判，以提高爱国

主义教育信息传播的有效性。而教育对象则依据自

身的需求与兴趣，有选择地接收信息，并通过多种途

径的线上互动向教育者表达观点，让教育者获取更

深层次的爱国主义教育诉求。

4. 爱国主义教育传播结构向扁平化发展。媒

体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新闻传播日趋全媒体

化、多介质呈现，大大提升了受众接受信息的自主性

和自由度。移动阅读的即时性、互动性、联通性、便

携性等优点，进一步突破了传播扁平化的时空限制，

使得传统爱国主义教育需要通过层层审核与权威拍

板的科层制结构转向扁平网络结构，尤其是在二次

及以上传播进程中，信息的扁平化趋势更加明显，传

播进程中教育者的权威下移，受教育的呼声增大，两

者之间的地位不断靠拢，情感平衡不断接合。爱国

主义教育信息的产生、发布、传播及在此过程中的不

断流转都是趋于扁平化的，每个信息接收者都不是

传播的“终点站”，而可能仅仅是“驿站”，信息往往是

被扩散式无限散布出去，每一个传播节点都会产生

不同的效应，且由于信息内容在传播过程中不断演

化或被丰富，信息所承载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内涵

和外延也会被放大，所有参与传播的个体实际上不仅

仅是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接收者”“观察者”，一定程

度上也成了“生产者”“编辑者”，在对信息认同与内化

的基础上，通过二次传播促进了信息“发酵”，使爱国

主义教育的传播变得更加平民化、高效化。

二、应用大数据提高爱国主义教育传播的精

准性

1. 爱国主义教育传播要树立大数据思维。大

数据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微传播的路径由于受信息

碎片化、精准化与细分化的影响，教育对象很容易形

成固定阅读习惯与挑拣阅读心理，往往只关注与自

我兴趣有关的信息，而忽略其他信息。而且，在自我

建构的“阅读圈”里，受众容易被有关信息引导，不断

放大信息的承载含义，不利于科学、全面、理性地对

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进行判断与分析。要破除这一弊

端，要求爱国主义教育者树立相关的思维。其一，要

有模糊性思维。大数据的确能够为爱国主义教育者

提供相对精准的基础数据，但毕竟这些数据的获取

与分析只是一种“应然”的数据结果，而爱国主义教

育所面向的对象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是具有思考

能力和辨别能力的人。爱国主义教育在实施过程中

可以借助大数据手段，但绝不能完全依靠大数据，教

育者在应用过程中要有一定的模糊性思维，更多的

是从爱国主义教育的一般规律及传播规律的视角出

发，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其二，要有全面性思维。

爱国主义教育者在利用大数据时，要有全面性思维

和系统性思维，在尽可能多地收集与受教育者直接

或间接相关的全面数据的基础上，深入而全面地分

析这些数据背后所蕴藏的受教育者的阅读习惯、价

值倾向、关注热点等内容，从而有针对性地制作相

应的爱国主义教育项目与作品，提高教育的精准

性。其三，要有开放性思维。在大数据环境中，爱

国主义教育者要充分尊重数据传播进程中的规律

性特点，要用包容的心态正确看待爱国主义教育内

容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形式变化和内容延伸，

尽量避免采取“围追堵截”“一删了之”的方式去应

对，以防引起更大的舆论发酵，在不触碰底线的前提

下，尽量采用权威解释、有效疏导的方式。

2. 爱国主义教育传播要优化大数据处理。大

数据时代，人们利用微信、微博、微视等各种媒介上

传、转发的各种文本、图片、视频等信息，既有有效信

息，也有海量的广告、谣言、传言等垃圾信息。微媒

体环境也早已脱离了传统媒体统一配置、逻辑严谨、

观点明确的“官方大餐”，而是变成了丰富多样、良莠

混杂、观点各异的“自助餐”。爱国主义教育者要在

传播过程中跨越“信息鸿沟”，剔除无用信息，不断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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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效爱国主义教育信息的“领地”。其一，数据的

获取要真实。爱国主义教育大数据的储存大部分集

中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新媒体公司及有关网络信

息机构，教育者要强化与这些机构及组织的合作与

沟通，以获取真实而有效的数据，从而为后续的数据

分析与内容精准投放奠定基础。其二，数据的筛选

要科学。爱国主义教育者在面临海量数据时，限于

时间精力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要求，必须要有“火

眼金睛”，要通过一定的计量方法与数据工具，从数

据海洋中筛选出对于爱国主义教育有用的数据与信

息，并强化鉴别数据所蕴含的真实价值，提升数据的

利用效率。其三，数据的利用要合理。爱国主义教

育者利用大数据的终极目的在于通过数据分析预测

爱国主义教育各个层面的发展趋势与可能，从而为

制订有针对性的政策和制度寻找依据。因此，爱国

主义教育相关大数据的生成及利用，要强化透明性，

可以通过微媒体、问卷调查等方式合理地向受教育

者解释数据来源和去向，增强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

对大数据运用的认同度。

3. 爱国主义教育传播要整合大数据价值。爱

国主义教育在大数据时代的内在意蕴与价值带有较

大的隐藏性与遮蔽性，其不会以“公示”的方式呈现，

而只会以“潜藏”的方式存在，需要爱国主义教育者

在数据传播过程中时刻关注、及时抓住，更需要其从

海量的“信息碎片”中发现数据价值和数据潜能，并

通过有效技术处理将其转化为可传播的内容，从而

被受教育者接收、阅读与内化。其一，数据获取要合

理合法并保障质量。爱国主义教育者要依据有关大

数据的法律法规进行数据的采集与获取，随着我国

大数据的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也在不断健全，

规避数据风险和数据漏洞的技术也在不断提升。近

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服务安

全能力要求》《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交易服务安全要求》等一系列

法律法规，爱国主义教育者必须要遵循具体条款的

要求，以保障数据获取的质量。其二，数据关联要有

理有据并保障逻辑。发现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与价

值的著名数据科学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指出：

大数据照相机的优点、力量所在，正是可以让数据说

话，把互不关联的数据结合起来。通过分析这些数

据间的关系和关联，你可以找出一个事件的因果关

系。 [1]爱国主义教育者要能够从纷繁复杂的大数据

中发现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在关联，在揭示数

据本质的过程中发现其所蕴藏的爱国主义教育相关

要素，并在教育过程中利用好这些要素。其三，数据

整合要融会贯通并保障效能。大数据环境中爱国主

义教育传播的微转型是时代发展使然，也是教育者

顺应现代媒体技术发展和新的传播形态的要求，但

这并不代表要完全抛弃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方

法和途径，毕竟受教育者的工作生活环境及成长过

程并不是始终被新技术、新媒体所覆盖的，爱国主义

教育过程中也要对传统的教育模式进行融合式发

展，从而建构比较全面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

4. 爱国主义教育传播要紧随大数据趋势。爱

国主义教育要强力借助大数据发展每一时间节点的

特点和优势，大力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质量和效

能。其一，建立全面系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大数据治

理体系。爱国主义教育的大数据运用，也必须要有

相应的治理体系，其重点在于大数据法律法规体系

的建立、数据共享与开放规则的制订、技术要点及数

据流通的规范等，要使得爱国主义教育在应用大数

据过程中，权责清晰、边界明确、风险可控，逐步构建

物理分散、逻辑统一、管控可信、标准一致的爱国主

义教育资源共享交换体系。其二，构建自主可控的

爱国主义教育大数据生态。爱国主义教育在利用大

数据过程中，要积极应对软件开源和硬件开放的大

趋势，要掌握大数据应用的话语权，防止数据向外流

失或被滥用，既要积极打造自主可控的爱国主义教

育开源数据生态，又要提升对数据应用的理解、掌握

和改进能力。其三，筹划布局爱国主义教育数据共

享机制。爱国主义教育既是全国一盘棋，又有着各

地、各群体的特殊性安排，因此，在爱国主义教育数

据应用的宏观视野中，既要强化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数据的共享、交流与合作，又要强化同类型、同层次

爱国主义教育数据的并用和共享，以不断提高数据

的应用效率和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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