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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萌文化”形式美学加强中国文化传播，将从感官上直接激发受众的主动接受，这对当下大学思政教育工作有

着多元的启示。当下大学思政教育在面对全媒体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零零后时，会下意识地使用一些 Q版形象、稚化语词、多媒体

的萌化话语。但是在教育传达的编码中，可爱传播的作用和价值没有被明晰，也就无法形成更有价值的逻辑建构。在 AIGC 飞速发

展的当下，人与影像的关系正在重构，可爱传播的门槛降低的同时也将迎来应用上的井喷。所以针对中国式可爱传播在当下的大

学思政教育中的讨论，将会使得思政教育在当下和未来，起到更好也更为多元的接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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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概念在不同文化中的呈现，也会有明显的差异：

英语中的萌的概念（cute），大约在 19 世纪 30～40年代流行

于美国校园，与幼稚、漂亮等概念有关；而在中国古代，萌

的概念，则与萌发、萌生结合，有新生之意。
[1]
而中式“萌”、

中国式可爱传播，在表达上所形成的形式主义的统一，集中

在一种相对柔软的，易于接受得更为可爱的亲和力。这样一

种形式特点的生成，是具身性的。“注意力技术是泛指性的，

随着科学发展和人类实践的拓展，其不断获得新的形态，对

身体知觉产生影响的功能也不断进阶，乃至出神入化”。
[2]

一、柔软接受的价值：可爱传播的具身性与网络戾气的

防范

对具身性在中式“萌”传播、中国式可爱传播重要性的

认知，在“大学思政教育”的导向性场域中有非常重要的价

值：首先具身性的表达，是一种结果导向的思维。具身的感

受一定是表达者，将信息传播的实践中，来自对“虚拟读者”

的理解和接受所形成的整体性表达。以结果为导向，就不会

建立起外部的无效评判框架，不会盲目对内容进行量化，或

是建立程度上的评判，也许一个简单的提示音效、一个称呼、

一个边框外形的设计，其效果是好于浪费金钱与精力所构建

的复杂作品的；其次，具身化的表达，是符合当下跨媒介文

化传达的信息传播趋势。当下我们对于媒介的理解已然和十

年前有了极大的差别，举一个例子来说，“电影”的概念已不

局限“在电影院观影”的狭窄定义上，社会环境、科技文化

的发展，已经使得对“电影”的理解走向更大的后电影化的

“影像”研究，而影像的概念在媒介共生中，升级为了当下

现代化环境中人“视觉功能”的组成，而文化上，电影更是

发展为一种“游牧”，电影化的概念中，电影形态包罗万象。

仅以此为例，具身就打通了视觉和听觉的概念壁垒，以整体

感官去重新理解大学思政教育的有效传播，以“电影化”“综

艺化”“游戏化”“视频拓扑化”等概念整体吸收和理解，起

到符合当下媒介生态的应用价值；最后，从“大学思政教育

者”的作者性出发，具身性将有机地将学术理论与教育实践

结合在一起，有效调动了学术发展，尤其是媒介和传播学科

化发展的知识成果。“学研”联动效应，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

的，原因在于实践与认知本就是一个循环，有赖于主动接受、

构成知识性与经验性的传递，才能促成整体良性循环快速运

转。具身性作为当下学术研究中，尤其是针对媒介的学术讨

论中最优框架之一。一旦将具身性引入实践，也就打开了未

来将具身性研究的更多成果，应用进入大学思政教育的实践

可能，知识能改变局部的问题，思路则能改变当下乃至未来

的一系列的问题，真正惠及大学思政教育所面对的中国一代

代的年轻人。

与中式“萌”文化、中国式可爱传播的具身性逻辑框架

上非常相似，甚至在大学思政教育实践场域中有所对应的是

网络戾气影响的防治问题。二者在生成上有所同构。“网络戾

气是指在网络空间中弥漫的一种消极、攻击性的氛围，它表

现为网民在交流、讨论或评论时采取的不理性、不友善甚至

恶意的态度和行为”。
[3]
而对于网络戾气的防范，从教育，尤

其大学教育的角度去理解是与思政教育在内容上密切相关，

包括“伦理道德部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判断

力、法律法规部分有助于帮助学生树立法律观念、政治理论

部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4]
这样的表

述从实践的可实施性上看是非常合理的，当我们直面当下去

落实的时候，是一定要落在某种确定下来的二元对立的可知

论的立场。但是，我们以更现代化的方式，看待媒介传播视

角中的网络戾气，我们会发现其本体像一种“感受”和“效

应”，多过是一种具体的表述和反馈，其传播上亦是一种群体

共性为基础的，在热点事件的影响下，相对集中爆发出来的

“负能量”。网络戾气的快速传播，非常类似于病毒，病毒能

够感染的是易感的人群，这就构成了对网络戾气传播中，“接

受效应”所形成的微观上其实是一种信息和原本知识框架之

间的交互，这一过程是身体化的，甚至非理性的、感觉上的，

这与中式“萌”传播、中国式可爱传播非常类似。

中式“萌”传播、中国式可爱传播对于网络戾气的防范，

就像是应对病毒注射疫苗一样，建立起对于事物的具身化感

知，去抵御外来戾气的一种“改写”，维持大学思政教育所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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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正确的认知框架。高校思政教育尤其是在“课堂思政”

的板块，之所以要密集而大量为高校学生普及有关中国当下

国际与社会、中国当代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一方面是不

同学生个人兴趣差异，并不是都对此类信息感兴趣，很多学

生这方面了解不多，知识不足；另一方面就在于，在复杂的

网络环境中，伴随着全民讨论热点变迁，每个个体都会或多

或少、或早或晚受到相关信息的影响，而没有好的知识结构，

自然就很难对信息真伪做出合理判断，进而受到蛊惑或是网

络戾气的情绪影响。当然，我们不能指望高校思政教育成为

树立正确人生三观，包治百病的灵药，所有的知识就算能够

有空间被讲述，也很难被全局接受并且形成长期效果，那么

除了道德品质的培养、理性观念或是法学观念的构建以外，

能不能从情感上构建起一份对当下的喜爱和信任呢？或许答

案就藏在中式“萌”传播、中国式可爱传播的讨论里，这是

一种具身且充满幸福感的体验和感受反馈，一样可以将这份

“爱”建立在高校思政教育之中。

二、结合时代与中国传统的思政教育思路探索

在高校的环境中，中式“萌”文化、中国式可爱传播其

实并不少见，这证明了在实践操作的能力上，完成这一形式

并不困难，且伴随着 AIGC 的不断发展，全媒体的视听领域中，

中式“萌”文化、中国式可爱传播的生产将会变得更为方便，

在 AI 的辅助下，其实现正在变得越发触手可及。早在 2014

年，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就随信附赠了设计可爱的复旦手绘

地图，而当下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此类手绘地图发布在官方

渠道上，向学生传递未来美好校园生活的愿景；中山大学的

吉祥物“中山狮”、中国传媒大学的“波尔玛”等等，一经推

出，很快引得学生们自转发，形成了一种可爱文化传播潮流；

各大高校在这几年的自媒体传播中，使用更为年轻的口吻讲

述高校故事，回应学生需求已经变得稀松平常，对应的音乐、

美术上的视听元素也都有此类体现……表面上看，这是各高

校软实力的一种竞争，而事实上则是高校文化传播中，由脱

俗的学院化走向通俗化的，高校逐渐将文化传播与社会环境

主动连接的一种体现。

将中式“萌”文化、中国式可爱传播的在高校思政教育

中的生成与传播构成经验，需要作为现象文本回到“学研一

体”的系统中去理解。中式“萌”文化、中国式可爱传播是

文化传播实践的富矿，对于其形式生成的探索与挖掘，将不

只运用在高校思政教育，甚至不会局限在高校或是思政教育

领域，成为“可爱中国”形象塑造的一种路径的探索；而中

式“萌”文化、中国式可爱传播作为一个议题，也不局限在

传播学研究这一个视域中，细化其内在则有着影像生成、图

像符号研究、声音表达等等领域，宏观地去理解，则与认知

塑造、社会价值、社会关系等等方向，可以说中式“萌”文

化、中国式可爱传播的研究本身就具备很高的跨学科、跨领

域的价值值得在思政教育的实践中获得宝贵经验的同时，发

挥“学研一体”的巨大作用，不仅对思政教育实践有价值，

也将会对文化传播的研究在更多场域中形成价值。

但中式“萌”文化、中国式可爱传播在高校思政教育中

的应用，并不是没有任何风险的，这一点值得我们警示。其

中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高校思政教育对于传播“准确性”

的要求；中式“萌”文化、中国式可爱传播在高校思政教育

应用中，文化来源上的“文化浓度”问题；使用不当可能会

导致的，对于重要知识和概念的一种不严肃的“文化消解”。

高校思政教育本身就是国家凝聚力、中国当代价值的一种传

播和表达，其传达的内容是有极高的准确性的要求的，需要

将一些重要概念，准确无误的传递到高校学生的知识结构上，

所以中式“萌”文化、中国式可爱传播不能对原本的传播目

的形成干扰；中式“萌”文化、中国式可爱传播的塑造来源

之一是日本当代流行文化，其中既有不属于中国文化的部分，

也有流行文化中消极概念的组成，一方面需要主动进行辨别，

而更为重要的发挥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文化的价值，形成原

创的同时构建自有框架；尤其要注意的是，中式“萌”文化、

中国式可爱传播是一种相对“柔软”的文化形式，易于接受

的同时也自带一种消解作用，将文化稚化、简单化的确易于

形成感官接受，但是一方面不能应用在一些严肃叙事之中，

另一方面也不能停留在感官接受所形成的初步印象，而是应

当以此为突破口，建立接受兴趣的同时，构建正确的价值观

念。

结语

大学思政教育的施行不能建立在单向思维基础上，要以

“接受”的概念去考虑。中式“萌”文化、中国式可爱传播

作为一种易于高校思政教育接受对象的传播形式，在实践中

不断挖掘其自身多元对于学生思维健康、正向成长发展的作

用的同时，也需要对中式“萌”文化、中国式可爱传播形式

适用范围保持警惕，注重关注其客观存在的“消解性”，保持

高校思政教育的准确性，完成党和国家对于高校思政教育的

要求和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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