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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忽视儿童的作用。角色是建立和深化互动关系的工具，是引导和加速个体社会化的载

体，为描述和阐释典型行为模式提供规范。运用角色理论，引导儿童明确角色期望、角色学习、角色规

范、角色冲突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逻辑机理，进而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场域内做好角色定位，并

以角色实践体现儿童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角色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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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not ignore the role of children. The role is a tool for estab-
lishing and deepening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s, a carrier that guides and accelerates individual so-
cialization, and provides a specification for de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ypical behavior mod-
els. Use character theory to guide children to clarify the logical mechanisms between character ex-
pectations, character learning, character specifications, character conflict, and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n do a good job of character positioning in the three fields of families, 
schools and society, and reflect children’s practices in character practic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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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角色”一词最早出现在戏剧领域，后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得到广泛运用，美国社会学家米德首

先提出了“角色”概念，认为自我是在自己反思的基础上，通过学习扮演他人的角色而发展起来的，扮

演角色是人与人之间实现相互作用的必要条件([1], p. 4)。以角色理论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

适切性。首先，每个人都是角色的集合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蕴含了角色扮演多样化的过程，

通过较为清晰的角色定位，为儿童厘清不同角色与共同体意识间的关系提供思路；其次，角色扮演有差

异，相应的角色责任也有不同，但是积极主动承担角色责任应当是角色个体的首要义务，因此，推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觉”走向“自为”需要角色个体发挥主动性；最后，各民族儿童对中华民族

的认识往往需要通过相应的角色行为表现出来，即从认识共同体转向树立共同体意识，进而产生维护共

同体的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角色行为起到规范作用。 

2. 角色理论的蕴涵 

2.1. 角色是建立和深化互动关系的工具 

角色具有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双重解释向度。心理学意义上的角色强调个体以角色扮演的形式感知他

者的思想、情感和态度，进而促进自我道德品格的发展，是指向提升角色扮演者社会知觉水平和丰富其

社会经验的目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角色是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比照主体角色行为与角色期待的一

致性，完成个体的社会化，以此构建更和谐的社会关系。综上，角色首先由人扮演，是处在一定社会位

置上的人，根据社会对扮演角色的期待，结合个人选择做出适切的角色行为。 
角色是社会和个人的中介[2]，社会学和心理学对角色的解释都强调了“互动”的重要性。个体间的

互动可以理解为角色主客体间互相学习和扮演对方角色的过程，是符号互动论代表人物米德的重要观点，

“角色扮演”一词正是由该派提出，强调个体通过想象他人的角色特征，体会他人的角色情感，模仿他

人的角色行为，从交往者的角度反观并调整自身角色扮演行为的过程，角色扮演是角色主客体相互作用

的必要条件。个体和群体的互动是一个双向影响的过程，群体角色要体现个人意识，个体角色要形成群

体归属，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分工程度加深，个体以扮演角色的方式融入群体，脱离角色的个体

与群体之间无法建立实质性联系。相同的角色个体构成了一个角色群体(如教师群体、学生群体等)，同一

角色群体内共享一套相同的、模式化的行为，群体间的互动大致表现出和谐和冲突两种样态，和谐的群

体互动促进角色个体的互动，而群体互动中产生的冲突则会对角色个体的互动产生消极影响。 

2.2. 角色是引导和加速个体社会化的载体 

结构角色理论将“社会结构”作为角色研究的重点，更多关注角色与背景、场域、情境等空间要素

的相关性，个体通过认识当下所处的社会位置并适应其中的社会变化，进而提高其接受社会文化的能力

和主动性。社会化在人的一生中是一个不断持续发展的过程，贯穿于全部生命周期([1], p. 157)，因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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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扮演角色与社会化之间的关系对于加速个体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角色是对情境的反映，角色

的不同反映了情境的差异性，如提到“医生”会想到“医院”，提到“教师”会想到“学校”，角色扮演

的动态化过程归根结底是随着所处场域的变化而变化，角色定位始终需要与社会发展保持一致。其次，

角色扮演的场域不断扩大，角色承担的功能与职责相应增加，从家庭共同体到各类社会共同体，一般性

的角色要求与特殊性的角色个体之间形成了规定与服从的关系，个体要依据所处共同体内具体角色的要

求表现出相应的角色行为，避免角色主客体之间矛盾与冲突的产生和加剧。最后，角色行为兼具工具理

性和价值理性的双重向度，凸显了角色个体在满足物质利益基础上寻求精神需求满足的价值追求，角色

个体通过承担角色责任，满足精神需求的同时促进功利性角色向表现性角色的转变。 

2.3. 角色为描述和阐释典型行为模式提供规范 

角色规范描述了群体的典型行为模式，是一个群体在长期探索中形成的一套相对稳定的模式和规定，

并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同，对角色行为起导向与约束作用。角色规范指明了角色群体的现实差异和行动方

向，强调了角色主体的行为底线，可以说，角色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面具，角色规范是通过影响角色

的行为进而影响个体的行动，使人的行动能够合乎角色期待。角色期待包含了规范(norms)、信念(beliefs)
和态度(preference)三种理解方式[3]，其中信念和态度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而角色规范作为一种标准化

的角色期待，通常以显性的制度或隐性的价值观对角色承担者的行为做出规定和引导。角色规范虽然是

一串特定的行为序列，将各类角色的行为框定在法律与道德许可的框架内，但是并不意味着角色规范忽

视了角色承担者的个性，而是在道德与法律之间确定一个可接受行为的自由度，为角色承担者遵守角色

规范提供多样化的路径。“一个人的社会角色是自我概念和社会认同的主要决定因素”[4]，角色包含了

自我的某些属性，社会角色则是对社会生态中自我的某些方面的凸显。正如在中国地域内，每个人都是

中华民族的一员，中华民族成员的基本角色规范要求角色承担者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增进“五个

认同”等，而角色承担者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在不同的方面遵守这一规范。 

3. 角色理论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机理 

无论是个体角色还是群体角色，其产生和发展都是依附于特定社会关系尤其是所处的伦理关系[5]，
因此角色扮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在差异化空间中对特定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反映，也是在客观采

取他人态度，从道德他律转向道德自律基础上对当下角色的道德性扮演。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民族

互嵌”社会关系的体现，而且是“家国同构”伦理关系的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般情境包含着角色

扮演的各种具体情境，多样化的角色扮演始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要义，通过满足角色期

望、加强角色学习、遵守角色规范和减少角色冲突实现最终的角色道德自觉，即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融入角色行为的全过程。 

3.1. 满足角色期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基础 

角色期望是社会对某一角色的期望和要求，也是社会对处于特定地位上的成员所规定的一套角色权

利、义务和规范([6], p. 137)。角色期望包含了他者期望与自我期望，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

他者期望指的是儿童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场域内其他人的期望下做出正确的角色定位，进行合适的角

色扮演。例如有学者提出民族的原生性标识对于维护民族期望状态非常重要，是个体民族将自我与他者

进行区别的心理依据，也是将个体民族意识融入宏大的时代价值潮流中的心理动力[7]，因此无论是汉族

还是其他民族成员，都需要满足对延续本民族传统文化记忆的期待，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合理的

文化依据。除了他者期望，自我期望也会帮助角色承担者积极调整思想和行为。民族成员是儿童的先赋

性角色，儿童在扮演该角色时首先要满足民族的期待，承认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同时形成接续与传承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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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意识与行动，在坚持对本民族文化自信的同时加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体现的是通过确定相同或相似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观，使共同体成员之间实现相互认同，强调的是群体的

一致性和共同性，这种相互认同减少了角色互动时产生的矛盾和摩擦，塑造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

正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儿童作为“追梦者”和“接

班人”，党和人民对儿童角色的期待推动着各民族儿童在思想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励着各

民族儿童在行为层面不断朝着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3.2. 加强角色学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文化动力 

个体在社会中并不是扮演单一角色，而是集多重角色于一身，角色不同，所隶属的共同体往往也有

差异，因此建立在不同语境之上的种类繁多的共同体意识也会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但是个体无论扮演

什么角色，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这一角色的子集，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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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因此在中国语境下，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不仅是每一个人在扮演角色时应关注的思想内核，而且是每一个人在行动中应持有的价值共识。价

值观念具有相对稳定性，因而极有可能滞后于社会结构的变化，新旧观念间产生的冲突又往往会影响人

的行为选择，但是“任何角色都是一定历史演化的结果，以一定的形式保留了一个文化中最为核心价值

观念的部分”([6], p. 70)。分析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历史的文献可知，从商周时期“华夷”民族

共同体，到梁启超第一次提出“中华民族”的名称，再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理论，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保留下来的价值观念

的体现，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构成了角色学习中最核心的部分。站在党、国家、

民族战略发展的高度，新时代下儿童的社会角色要求能够适应社会结构变迁的速度，减少角色的对立和

冲突问题，这就要求把握不同角色的共性，通过角色学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在此基础上生发

出能够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的角色约定。 

3.3. 遵守角色规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基点 

行为层面的角色扮演并不是以游戏人生的态度参与社会生活，相反，个体在角色扮演过程中离不开

对角色规范的遵守，只有依照一定的规范要求做人做事，才能确保角色扮演是合情、合理且合法的。遵

守包括主动和被动两种行为态势，主动遵守角色规范体现的是主体道德行为的自愿性质，具有较强的道

德价值与道德意义。在现实生活中，个体对角色规范的遵守通常会经历从被动到主动的发展过程，这种

变化离不开角色学习的推动，正如儿童出生时并不知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和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现实路径，或者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场域的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

育，但是随着角色学习的深入，儿童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和认同会逐渐深入，同时角色学习具有的操作性

特点[9]为儿童如何形成甚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实践性的指导。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会

扮演形形色色的角色，无论是先赋角色还是自致角色，有效的角色学习都需要在角色规范的指导下进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角色学习的重要内容，遵守角色规范有利于儿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

转化成现实行动时不逾矩。遵守角色规范是个体隶属共同体的方式和标志，有学者认为个体在现代社会

中并不是完全以个体形式存在，而是可以隶属于某些现代共同体，隶属的方式和标志是理解、认同和自

觉地履行本共同体的行为规范与准则[10]，因此儿童对角色规范的遵守恰好表明了其对自身隶属于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确信。 

3.4. 减少角色冲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保障条件 

角色冲突是指角色扮演者在扮演情境中出现的心理和行为上的不适应、不协调状态[11]，角色冲突如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070


沈雨蕾 
 

 

DOI: 10.12677/ae.2024.14112070 397 教育进展 
 

果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调适不仅会给个人带来烦恼，而且可能会引起各种社会问题，如言行不一、价值

取向混乱、群际交往能力削弱造成的社会壁垒加重等，因此缓解角色冲突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

目的导向上具有一致性，缓解角色冲突有利于铸牢儿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首先，改善自我角色认知与实际角色行为之间由于不一致而引起的不安与焦虑状态，帮助个体在角

色扮演中做到知行合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需要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引导儿童

认识不同角色关于维护“文化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核心要求，同时寻求核心要求下相

应角色行为的配合践履。其次，弱化个体扮演的不同社会角色间的矛盾与冲突，角色不同，承担的责任

和使命也不同，个体容易在平衡多重角色需求的过程中陷入困惑，因此依据角色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是

缓解角色冲突的有效手段之一，例如在扮演中华民族成员和本民族成员的双重角色过程中，应当认识到

中华民族成员的角色重要性高于民族成员一角，个体始终要以中华民族成员的角色规范指导民族成员的

角色行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作为一种促进民族团结，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思想政治

教育，凸显各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共有身份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12]。最后，

辨别个体对自我角色的认知与具有对立身份的人对自我角色的解释差异，儿童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尚未成型，网络环境中出现的企图伤害民族情感、破坏民族团结、反对国家统一的声音不断冲击着儿

童对自我角色和相关责任的认知，因此，家长和教师等承担着教育责任的群体需要引导儿童学会分辨对

立身份群体的不良企图，在其错误解释中坚守对自我角色的认知和信心，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拉好思想防线，培养儿童形成“我们不是孤零零的个体，而是置身于公共生活中的社会公民，对社会群

体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从而都致力于增加公共善”的理性态度[13]。 

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儿童的角色担当 

人通常以扮演角色的方式在各类关系的构建中证明自己的存在，角色在明确个体责任和义务的基础

上，赋予个体间互动的可能，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儿童要形成准确的角色定位，构建更

和谐的人际关系。 

4.1. 儿童在家庭中的角色 

儿童是良好家风的传承者。家庭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良好家风赋予了家庭共同体存在、

维系和发展的力量，可以说，具有情感和理性的家风是形成中华民族“一体化”建构和共同体意识的濡

化之制[14]。儿童作为良好家风的传承者，通过与其他家庭成员在时空上进行直接共在和长期互动，建立

了在充满着丰富生活内容和集体记忆的文化空间中的相互认同[15]，为家庭共同体的稳定提供一定的精

神力量。 
儿童是民俗文化的学习者。民俗文化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能够反映本民族价

值追求的重要载体，具有差异性、独特性和复杂性。家庭是儿童学习民俗文化的原初场域，民俗文化蕴

含的文化特征、价值观念和精神风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优秀文化不断交流交

融，共筑中华文化宝库的发展脉络，体现了多元一体的价值取向[16]，通过学习民俗文化，儿童会对中华

优秀文化形成更全面的了解。 
儿童是道德教育的反哺者。信息化和数字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反哺是年轻一代将文化知识传

递给年长一代的反向教育模式。刘吉昌等人认为个体会在适调的环境中散发吸引力，在心理和行为上对

其他评价主体形成感召和规范，并产生共同价值关怀和行为意识推力，以此凝聚强大的社会合力[17]，儿

童的“道德教育反哺者”角色具有双重效能，在提升自我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将中华民族历史观、共同

体意识融入教育互动，通过反向提升亲代的意识水平[18]，营造更和谐的家庭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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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儿童在学校中的角色 

儿童是教育的主动接受者。学校知识的深层意义构建是学生对文本知识的反思深化、生成自己知识

网络体系的过程[19]，强调了学生不仅仅是教育的被动接受者，更是主动接受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

为一个学理性概念，内涵十分丰富，儿童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的前提条件必然是“个体对

知识或观念的接纳以及体会和理解到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和意义”[20]，要求儿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主动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进而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 
儿童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践行者。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引领儿童激发“爱

国情”，砥砺“爱国志”，将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实际行动融入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真正做到

实践“报国行”，将意识层面的爱国精神转化为实践层面的爱国行为，满足对爱国主义精神践行者的角

色期待，有利于坚定儿童爱国信念，促进儿童爱国行为习惯化。 
儿童是绿色环境的保护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其中瞄定人类的高质量生

活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保护环境不等同于生态文明建设，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起点，是对儿童进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步骤。高永久认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内涵上有相

似之处，因此要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优先事项，着力建构现代化的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21]。而做好绿色

环境保护者的角色定位为儿童从不同角度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切入点。 

4.3. 儿童在社会中的角色 

儿童是互嵌式关系的共建者。互嵌式关系体现的是各民族群众在深度交往后形成的文化相通、情感

相融的共生状态，交往是维系关系的前提，通过交往，儿童得以涉入到由不同个性和境界构成的“精神

场”[22]，对不同民族的认知更为全面，情感更为深厚。做好互嵌式关系共建者的角色定位，为儿童维护

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提供助力。 
儿童是数字交往的“破圈者”。在数字交往时代，儿童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自媒体，并对此类

的社交媒体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即时更新的信息流将儿童裹挟进由个性化算法推荐编织的信息茧房中，

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超越个体特殊性的特殊表征，极易被倾向于关注个性化内容的个体所

排斥”[23]。因此，儿童要扮演好数字交往的“破圈者”角色，从网络世界逐渐固化的交往圈层中突围出

来，防止认知局限性和情感浅薄化出现。 
儿童是核心价值观的追随者。胡飒以发生现象学的视角追溯价值观教育的原初意义，提出“我们如

何在一起”是对社会价值观“原初意义”的一种可能回答[24]，从以家庭血缘为基础的传统共同体走向以

陌生人交往为基础的现代共同体，这种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的交往体验对于促进儿童对他者与社会

的理解和认同、凝聚儿童的价值共识具有积极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道德要

求为社会秩序的建构和公共理性的生发指明道路。 

5. 角色理论下儿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践路径 

角色是伴随着一定社会关系出现的个体对自我所处社会位置的认识，认识有时会产生偏差，进而导

致角色行为偏离规范。儿童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应基于对所扮演角色的正确认识，在家庭、

学校和社会场域内表现出恰当的角色行为。 

5.1. 立足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延续 

其一，塑造良好家风。良好的家风是儿童成为家风传承者的前提，这通常需要长辈在儿童启蒙阶段，

言传身教地传递正确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塑造儿童的人格和品质。家庭共同体通常也是文化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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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是家庭场域内的一种文化认同，不同家庭的家风虽有差异，但是良好家风的建设始终要与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培养家国情怀的国家意志联系起来，兴家与强国相统一的思想是家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儿

童成为良好家风的传承者，不仅要关注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家风文化中的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

而且要有传承、延续和发展的意识，将家风文化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为家庭成员的价值共识代

代传递下去。 
其二，重视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教育形式可以传承数千年不曾改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俗文

化是基于道德规范且经过文化积淀的，是经得起岁月洗礼与兴乱颠扑的道德规范[25]。民俗文化或显性或

隐性的表现出教化的功能，因此，儿童成为“民俗文化的学习者”，不仅要了解民俗产生的背景、了解民

俗内涵的价值观，还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种主题的民俗活动，在认知和行为两个层面将本地区和本民族

的民俗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其三，开展文化反哺。文化反哺现象反映了社会变迁、大众传媒和同辈群体对儿童反哺意识和反哺

能力的影响力不断加大，后喻文化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化传承模式使儿童的社会责任感在教育的反向传递

过程中得到提升。儿童在家庭中扮演好“道德教育反哺者”一角，离不开长辈的信任、尊重和理解，在此

基础上，儿童要主动的与长辈分享学到的新知识和新观念，进而影响长辈对新时代主流价值观的认知和

认同。 

5.2. 坚持学校中的角色定位：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深度 

其一，依据儿童的认知特点分阶段开展教育活动，帮助学生形成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兴趣。通过给予学生更多思考和内化的空间，让其在兴趣驱动下

“增加对国家与民族的自我角色的认同和社会责任感，主动践行‘五个认同’”[26]。课堂内，儿童在教

学过程中与教师、教学内容和教学媒介进行互动，主动、积极地生成与内化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学习内容[27]，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我观点。课堂外，重视以“党史国史”、“科技成就”、“传

统文化”等为主题的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浓厚氛围。 
其二，理性、系统地践行爱国主义精神。理性爱国要求儿童明辨行为方向、理解行动价值[28]，客观

理性地分析国家发展和民族关系等相关问题，以史为鉴但不能刻意渲染民族仇恨情绪，将爱国热情内化

为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以此指导爱国行为的理性表达。加强校社联动，学校与当地博物馆、烈士陵园、

产业基地等建立紧密联系，通过分学段、分主题开展专业化、系统化的研学活动，让儿童对我国的过去

和现在有更清晰的认识，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学习动力，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前途命运结合起来。 
其三，加强生态文明教育，跳出工具理性下物我对立的思维困境，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自然观。罗妍和宋美娅等人认为语文教材中有很多为人熟知的文学作品，其中蕴含

的生态意识并没有从生态的角度进行阐释[29]，因此，教师要引导儿童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文本传递的

自然观，激发儿童对自然的敬畏感。鼓励学生将生态行为内化为一种生活习惯，形成保护环境的行为惯

性。学校可以将“维护校园的文明整洁”纳入学生行为规范，并将其作为学生评价标准之一，同时多场

域、多形式开展课外生态环境保护实践活动，从认知和行为两方面强化儿童“绿色环境保护者”的角色

意识。 

5.3. 明确社会中的角色定位：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引领 

其一，深化互嵌式关系。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形成要求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和心理等

方面实现全方位的嵌入，儿童作为互嵌式关系的共建者，尤其应当重视空间、文化和心理的互嵌，三者

往往有区别却又相互联系。在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建设中，儿童可以主动邀请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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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或以学业帮扶等方式强化这类人群的集体认同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减少一定的社会区隔。

增进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参与是通过社会融合来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的具体

策略[30]。其间，儿童需要提高自己理解和关爱他人的能力，进而与他人建立更稳固的情感联系。 
其二，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儿童成为数字交往的“破圈者”离不开底气，底气来源于儿童对“具有

强烈隐喻或暗示意味的信息应具有见微知著的理性思维能力”[31]，始终以理性的态度分辨网络中良莠不

齐的信息，对信息的来源、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底气的形成还要求儿童在互联网交往

中具有规则意识，做好虚拟空间内的积极交往[32]。其次要有“破圈”的勇气，主动跳出大数据通过精准

画像推送的单一信息类别的覆盖，避免因为接受信息的片面化而无法拼接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面认

知。最后要有“破圈”的志气，在面对多元价值观冲击的时候，儿童要有坚定的意志和“任尔东西南北

风”不动摇的定力，始终以主流价值观为根本追随，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抵制网

络中企图破坏民族团结的谣言。 
其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观教育中发挥主导作用，阐明了中华民族共

同的价值追求。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维护国家统

一和民族团结的关键举措。任何一个思想要在全社会树立起来并长期发挥作用，就要从少年儿童抓起，

因为他们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33]。儿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追随者，就是是在形成道

德人格的稳定性和实践性基础上，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推动社会生活空间中现下和未来公民的德性

自觉。 

6. 结语 

儿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的系统工程。以角色理论剖析儿童在家庭、学校

和社会中的角色扮演，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优化。通过定位儿童在家庭中的

家风传承者、民俗文化学习者和道德教育反哺者角色，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在家庭教育中

的重要性；通过阐释儿童在学校中的教育主动接受者、爱国主义精神践行者和绿色环境保护者角色内涵，

促进儿童在多维度领悟共同体内涵；在更为宏大的社会场域中，互嵌式社区共同建者、数字交往“破圈

者”和核心价值观追随者的角色定位有助于各民族儿童交往交流交融，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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