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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互嵌式社区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不同民族居民提供了交流互动、融合共生的

重要平台，对于促进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和谐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面推进民族互嵌式

社区建设的大背景下，探索如何建设以及治理民族互嵌式社区，对于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

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S社区“民族团结一家亲”项目为例，从群际接触的理论视

角出发，探讨群际接触的作用机制与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之间的耦合关系，并将其运用于民族互嵌式社

区建设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提出了促进民族交往、文化交流、多元共治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推进各族在

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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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thnic interlocking communities a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providing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among resident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ey play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com-
munication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interlocking communities, exploring how 
to build and govern ethnic interlocking communit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Party’s ethnic work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cause of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 This study takes the “National Unity, One Family” project in the S community as an ex-
ample, starting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intergroup contact, explores the coupling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mechanism of intergroup contac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interlocking 
communities, and applies it to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governance in ethnic interlocking commu-
nity construction. It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ethnic communica-
tion, promote ethnic identity in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 diversified governance, in order to pro-
vide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the all-round embedding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space, 
culture, economy, society, psychology, and other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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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各个民族之间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联系。随着我国城市化建

设体系的不断完善，加速了不同民族居民之间的跨地区、跨城市流动。这种流动受到经济、文化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导致流动人口倾向于选择同一社区或相邻社区进行居住。不同民族成员自发地进入基层社

区，形成了相互嵌入的多民族社区格局，民族互嵌式社区由此诞生。近年来，由于外来人员增多，少数

民族聚居地区出现“民工潮”，“回迁潮”以及“离土不返乡潮”现象。城中村成为了外来流动人口的

汇聚之地，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提供了全新的场所。随着城市人口结构的演变，各族群众

涌向城市从事务工活动的数量逐渐增加，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已无法适应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这为城市

社区应对民族事务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为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党和政府长期重视民族事务与民族问题，积极推动各民

族平等原则的实施，为促进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

和社区环境”，民族工作的开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将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纳入其中。2021 年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强调“我们必须推动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使各民族逐步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

心理等方面实现全方位嵌入”。这不仅为进一步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提供了行动指导，也为全面推进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了权威的指引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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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及必要组成部分，民族互嵌式社区是中国独特的多民族社区形式，不

仅是调节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关键领域，也是探索当前基层社区建设治理路径的重要实践。构建民族互

嵌式社区，直接影响各族群众是否能形成休戚与共，同舟共济，肝胆相照的共同体理念，对于促进民族

团结以及推进基层党的民族工作至关重要。当前党中央对于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所提出的指导方针，

这也在推进各族居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为我国现阶段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 
本研究以 S 社区“民族团结一家亲”项目为例，从群际接触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群际接触的作用

机制。在此项目中，通过各族居民间的积极接触，减少不同民族居民间的群际偏见，缓解其在交往交流

中产生的焦虑情绪，并在各族居民的交融中产生共情，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嵌入格局。 

2. 项目总体设计、实施过程及成效 

2.1. S 社区“民族团结一家亲”项目概述 

作为少数民族人口大量流动的多民族共居城市之一。成都市 S 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站在成都市民族事

务委员会的检查、评估之后发现 S 社区民族融合不良导致的日常生活矛盾冲突已经威胁到社区的正常生

活与治安。据此，S 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站以其他城市成熟的多民族社区融合项目作为经验借鉴，结合实

地参与观察、走访调研，面向成都市 S 社区开展多元化民族特色服务活动，为民族互嵌式社区不同民族

居民搭建民族互助平台，辅助各民族社区居民在社区生活上的相互适应，提升居民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

本项目从多渠道、多角度对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进行推广宣传，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工作服务，促进

不同民族居民的双向融合，推动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创建和谐、平等、互助、共享的社区氛围。 
该项目旨在针对 S 社区各民族居民在社区生活、文化、心理三个层面的问题及需求，开展社会工作

项目，将具有民族特色的服务理念融入到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有助于 S 社区各族居民接受并适应多元

差异，满足其特殊的差异性需要，缩短心理和社会距离。具体而言，在社区生活融合层面，开展多民族

社区特色服务活动，加深 S 社区居民间族际差异的了解，促进族际间生活习惯的接纳与认同；在社区文

化融合层面，开展社区民族文化知识讲座、民族知识团体竞赛、组建民族语言文化交互学习小组，以差

异化的视角互助学习民族文化习俗，加深相互了解，减少因多元文化差异引发的矛盾冲突，以文化交汇

交融的理念营造民族和谐的社区文化生活氛围；在心理融合层面，通过培育社区民族关怀志愿服务队、

搭建社区民族互助平台和信息交流平台、组建边缘群体互助支持小组、心理疏导等专项服务。一方面帮

助多民族社区边缘群体冲破边缘化枷锁，化解内心冲突，融入社区生活；另一方面拉近居民间社会心理

距离，提升社区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增强居民的心理归属感、社区认同感与幸福感实现社区心理融合。 

2.2. S 社区“民族团结一家亲”项目服务内容及实施过程 

项目前期主要由S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站对社区居民总计 62户进行访谈调研了解社区居民存在的问题

以及其实际需求，共包括 30 户汉族居民，32 户少数民族居民。在此基础上通过搭建民族互助平台帮助

社区居民实现以平台为纽带解决族际沟通互动的难题。一方面，搭建居民社区生活互动的桥梁，增进了

居民互动，有效解决了民族居民沟通交往的难题，减轻边缘化程度；另一方面丰富了社区民族融合基础

设施建设，促进社区居民相互了解，逐步达到社区认同，成为了民族社区融合的重要纽带。同时，为改

善社区族际多元文化差异，项目筹划建立民族学习交流小组，以学习小组的形式帮助社区居民互相学习

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采取链接资源、组织督导、为组员答疑解惑等服务形式，一方面彰显了民族

地区社会工作特殊的服务技巧与社会工作一体多面的专业能力；另一方面以小组为小网络不断扩大网络

范围，通过彼此间学习达到民族文化的相互认同从而延伸至多民族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最终达到相互

接纳适应、族际自愿融合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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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期的实施集中于提供民族特色化的服务。包括开展民族文艺、民族服饰、饮食学习培训班等

社区集体活动，同时召集社区多民族居民以民族化的方式共同庆祝中华传统佳节。在展现民族文化多元

的同时加强族际间互动，营造社区家庭感，增强民族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幸福感。通过结合 S 社区的资

源链接力量，在社区集中开展民族风俗文化、政策制度教育讲座。社会工作通过走访、协商链接到成都

市 X 高校的民族文化与理论专业教师，同时链接到当地文学文化机构的教师进入社区，在帮助各族居民

讲解民族语言、历史、政策的同时，结合具体的文学、艺术样式彰显多元文化的魅力。一方面可以实现

社区集体层面的教育补充；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嵌入进行文化学习可以有利于解决文化相互适应难与民族

文化交融难突出的问题。在此基础上，S 社区通过民族知识竞答活动根据竞赛结果，对优胜的小组给予

奖励，发放纪念品与社区照顾积分，该积分与社区居家照顾相联系。居民凭借自身在社区的参与和贡献，

在需要社区进行照顾时将积分兑换为照顾时间或是照顾基金，社区成员在享受社区照顾的同时感受到自

我的社区价值。 
项目后期将有关服务介入的结果进行整合，就项目整体做出收尾工作并进行发展与展望。在链接高

校资源提供民族文化讲座的基础上，引入高校教师作为 S 社区民族文化交融问题的专职指导教师，负责

S 社区民族文化讲座、多元文化问题纠纷调解等工作。从专业化的角度将文化与服务结合，整合资源嵌

入 S 社区民族社区融合中。项目借助社会工作力量嵌入民族社区融合，在引入文化教育团队的同时在社

区成立本土心理咨询团队。嵌入资源、改造环境转变 S 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较低、交际范围狭窄的现

状。社区通过成立心理咨询室，专业心理咨询师辅助社会工作开展情绪疏导，帮助有社会心理障碍的居

民宣泄情绪、学习自我情绪管理、重构健康的社会认知、培养社区接纳的意识逐渐缓解边缘化。再通过

心理游戏促进了解、增进互动、拉近心理、社会距离。最后依据前期社区调查与活动实施情况，在活动

尾声达到了 S 社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融合的目标，能够实现族际间相互适应与相互

支持，并在社区中构建起多元主体共同支持的具有民族社区特色的支持网络，营造了族际相互关怀的社

区氛围。 

2.3. S 社区“民族团结一家亲”项目服务成效 

通过专业评估打分、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个体改变情况观察等确定社区居民的改变程度。从微观

层面来看。第一，该项目提升了 S 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度，通过充分调动分配资源和社区志愿服务，结

合积分奖励制度的配合，引导居民在参与社区的同时得到社区照顾积分。使得居民既充当服务者角色也

是充当被照顾者角色，将“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内化于社区中。第二，有效解决了居民间沟通障碍的

问题。项目通过民族交互学习小组、社区教育、民族交流平台搭建、福利政策支持等，将个体改变带动

集体改变始终作为服务理念，满足差异下的个别需求，同时并未忽视集体动力。在展现个性文化的同时

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相互适应与接纳。第三，有效缓解了 S 社区各民族居民间的矛盾冲突。项目开展结束

后，通过评估发现 S 社区居民社区支持网络基本得以建构、居民间见面问好、主动交流互动、自愿学习

民族语言和习俗、自愿形成多元生活社区。因文化差异与生活习惯导致的矛盾冲突明显化解。从服务对

象层面化解了民族居民间矛盾冲突，有效改善了 S 社区的民族关系，构建了良好的社区民族氛围。 
从中观层面来看。第一，营造了民族和谐的社区生活氛围。S 社区在居民间的自然互动、文化生活

与日常生活的相互适应中，社区一改矛盾冲突，冷漠相对的现状，变为其乐融融、互帮互助的社区生活

情景。第二，凝聚了社区民族间共识与相互认同。项目结束后，社会工作者与评估者以居民的身份参与

评估，观察到居民无论在生活层面还是交往支持层面都有显著改善。满意度问卷、量表结果也显示，居

民对于社区的认同度提升、社区活动参与度提升、族际间主动沟通且互动频繁，冲突明显减少。第三，

提高了社区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该项目的社会工作者与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结合，以更专业手段对 S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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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居民心理状态进行测量，发现较介入前呈现明显改善。评估结果也表明，社区族际间无论在信任程度

还是接纳程度上都有所提升。社区呈现出不论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居民都认同“同一个社区”的服务成果。

经量表结果显示，居民社会心理素质稳定、社区内部成员间心理、社会距离拉近、边缘群体减少、社区

整体心理健康水平呈上升趋势。 
从宏观角度来看。第一，建立了多元主体参与的主体架构。在服务实践中，S 社区多民族社区融合

形成了“社工—社区组织—高校—政府部门—志愿者”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机制。在多民族社区融合的

过程中发挥多方力量，实现多民族社区融合与发展。第二，促进了政府主导向社区自治转变。通过项目

开展，社会工作力量嵌入，将“共情”与“熟人服务”引入具体服务中。发挥社区民族特色并将民族团

结意识扩大化，鼓励社区成立志愿队，发展熟人服务，在族际间互助的过程中深化民族社区互动，逐渐

将社区“家”化，提升民族社区居民的社区活动参与度，凝聚社区归属于认同。第三，提高了社会工作

者的文化胜任力。S 社区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解决民族融合问题时，在一定程度上践行“文化敏感”与

“种族敏感”的价值理念。强调相互适应与交融的民族共同体社区的建构，对民族地区社会工作者的文

化胜任力实现了提升。 

3. 群际接触理论 

3.1. 群际接触理论 

群际接触理论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于 1954 年为解决群际偏见问题而提出的理论体系。该理

论认为，群际偏见源自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没有形成足够的认知，认知的缺乏导致内群体对外群体形

成刻板印象、态度的偏见和行为的歧视，以间接的方式促使了群际冲突的产生。而不同群体成员之间通

过积极有效的接触和互动，可以促进对外群体的了解和建立信任，或改变对外群体的错误认知[1]。经过

长期研究证明，该理论被公认为心理学领域最能有效地减少群际偏见、改善群际关系的理论之一。已有

研究证明，当一名内群体成员了解到自己的群体和外部群体是朋友关系时，可以促使其用更加积极的态

度对待外部群体，并且他可以通过想象与外部群体的接触来降低对外部群体的偏见与抵触情绪，进而产

生积极的群际态度。同时，他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群体与外群体成员间成功进行接触的经历，来改善自

己的群际态度，从而提高与外群体进行接触的意愿，达到改变群际关系的效果。 
人们往往具有“内群偏好”，对内群体产生认同感和积极认知；对外群体产生“外群偏见”或“群

际偏见”，形成消极认知[2]。群际接触理论认为，偏见的减少或焦虑情绪的降低并不是依靠接触这一单

一行为产生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接触的条件会对接触的结果造成消极或积极的影响，而只有积极

的接触才能促进融洽的群际关系产生。该理论的提出者奥尔波特(Allport G.W.)提出，要想取得积极有效

的群际接触效果，就必须达到与之对应的接触条件。他总结得出了积极群际接触的最优条件，即在各群

体接触的社会环境中，要实现各接触群体的平等地位，确保其有共同的目标，并且相互接触的不同群体

需要在努力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处于相互合作状态，避免竞争，最后，必须要为其提供相应的制度支持与

鼓励，比如道德规范、法律、社会习俗等[3]。他认为，不同的群体在上述条件下接触，既可以减少以前

对外群体所持有的刻板印象，也可以增进对外群体的积极了解。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群际接触理论有

助于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研究，从而为铸牢民族互嵌式社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积极有效

的参考价值。 

3.2. 群际接触的作用机制 

当不同群体产生群际接触时，其背后的理论机制并不仅仅依靠“接触”这一行为产生作用，而是随

着接触行为发生阶段的加深，使其联合作用于群际接触之中而产生的积极效果。研究者从认知取向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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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逐步转向情绪取向，并进一步归纳为增进了解、缓解焦虑和产生共情三大作用机制[4]。增进了解主要

通过对外群体信息的习得中减少对外群体的不适与排斥；缓解焦虑主要是指缓解在不同群体或个体在接

触互动后产生的焦虑情绪，焦虑会造成一定程度消极情绪的产生，进而影响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增加

群际偏见；产生共情是随着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的积极感受不断加强，内群体个体的行为动机也随之增

强，从而促使他们对外群体采取支持性行动。 
实际上，群际接触的作用机制是一个认知取向与情绪取向相结合的过程。有研究表明，群际接触的

过程通过接触和态度的改变来运作，存在以下四个变化过程：学习外群体、改变行为、产生情感联系和

群体内的重新评估[3]。首先，学习是群体间接触产生影响的主要方式。当新的学习纠正了外群体的负面

观点时，会增加对外群体的了解从而减少偏见。其次，行为的改变往往是态度改变的前兆。行为过程受

益于反复接触，通过不断的重复改变群体间的不协调，从而有可能产生态度的改变，使之往和谐的方向

发展。再次，情绪在群体间的接触中是至关重要的。焦虑在最初群体间的接触中很常见，持续的接触通

常会减少焦虑，最佳接触也常常引起积极的情绪，从而产生一种同理心。最后，群体内重新评估过程的

一部分涉及组内接触较少会导致对外群体的偏见较少。从认知取向的视角来看，群际接触增进了不同群

体间的相互了解，改变了群际认知。而从情绪取向的视角来看，群际接触有效降低了不同群体在接触时

产生的负面情绪，在缓解焦虑和产生共情的相互作用下，对接触群体的群际态度影响更大。虽然如此，

每一种机制的独立作用要远远弱于三种机制的共同作用，探索它们对群际接触过程的共同作用，对于改

善民族互嵌式社区各民族居民间的关系、减少其群际偏见具有重要意义。 

3.3. 群际接触实践 

促进不同民族居民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作为“三交”的首要步骤，“交往”需要在接触与互动的作

用下产生。首先，接触与互动是不同民族居民产生联系的必要条件，它会打破社区内不同民族相对隔离

的交往格局，带来交往环境的改变。比如社区居民能够通过使用社区公共产品或空间时(如社区健身器材、

社区广场、社区棋牌室等)与其他民族居民产生眼神、语言、肢体等层面接触及互动，在这类基础互动行

为的作用下，居民之间的交往隔阂会被一定程度削弱，双方陌生感会被进一步消除，有利于打造双方的

初步印象，为今后推动交流交融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其次，通过促进各族居民的接触与互动，能够增加各族居民间的交流与信任，缓解焦虑、紧张、孤

独等负面情绪，进而降低群际焦虑，强化居民间的情感联结，激发社区居民团结互助的热情，减少对不

同民族的错误认知与偏见，建立和谐团结包容互助的社区关系。社区不同民族居民之间通过积极的接触

与互动，才能助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真正形成文化、心理、情感等层面的深度互嵌，通过采取接触互

动、缓解焦虑、产生共情、相互认同等方式，在社区中相互联系、彼此影响，最终形成深层次互嵌的、

共生共荣的民族精神共同体。 
群际接触理论的核心在于减少偏见的方法是通过接触，改善关系的方法是通过互动，建立坚实关系

的方法是通过认同，从而实现不同民族社区居民真正意义上的交往交流交融。从理论上讲，通过相互接

触和互动，两个群体可以改变对彼此的印象和认知，从而成功建立和谐的社区关系[5]。由此我们可以得

出一个结论：接触与互动是“三交”的前提，而“三交”在过程中与群际接触的作用机制相互作用，最终

推进集体身份认同的产生。如图 1 所示。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地区间经济、文化、政治具有差异，而民族问题的

实质就是由其差异引起的，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因此，不同民族的社区居民在面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传

播影响时，会自发的对本民族产生强烈认同感，并同时产生“外群偏见”，消极看待或抵制其他民族的

文化。所以，只有在各民族居民交往交流的基础上，才能增加对彼此民族的了解与认知，减少对其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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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建立起情感纽带，将自己的民族与其他民族成员一同看作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最

终形成各族居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 
 

 
Figure 1.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ntergroup contact and ethnic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图 1. 群际接触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联系 

4. 构建脉络：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深层次互嵌的内在机理 

在上文中，笔者总结了民族互嵌式构建核心：民族互嵌式社区构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总结

群际接触理论与“三交”之间的重要联系，所以最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民族互嵌式社区构建的基础

上，通过接触与互动让不同民族的居民产生联系，奠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提，在此过程中与群际接

触的作用机制——增进了解，缓解焦虑以及产生共情相互作用，催生集体身份认同的产生，如图 2 所示。

作为培育社区不同民族居民融合过程逻辑与必要途径，交往交流交融分别在民族交往、文化交流与情感

交融中呈现一种递进发展关系。首先居民交往为构建民族间积极的社会认知奠定基础，增进彼此了解，

建立新的、非刻板印象的群际关联。其次文化交流为产生共情提供条件，缓解交流所产生的焦虑情绪，

增加个体对不同民族居民的积极感受。最后情感交融是强化彼此情感联结，巩固民族关系，建立彼此认

同，是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深层次互嵌的关键组成部分。 
 

 
Figure 2. Logical framework o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图 2. 群际接触理论的逻辑框架 

4.1. 促进民族交往：增进了解、构建认知 

交往是群际接触的第一步，是群体之间的互相往来。不同民族居民之间的冲突与偏见往往来自于某

一民族群体对其他民族群体缺乏充足的信息或掌握了错误的信息，由于缺乏了解与交往，内群体成员无

法分辨真伪，便轻易地储存了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而接触与互动能改变社区僵化的交往格局，为社区

不同民族居民之间关系的转变提供条件。在群际接触理论的最初发展阶段，来自不同群体的成员意识到

与外群体接触程度的加深使他们之间的群际关系逐渐改善，而如果两个不同的群体长期处于一种隔离状

态，避免彼此的接触，他们的群际关系就会恶化并逐渐导致群际偏见的产生[6]。 
作为民族交往的首要目的，各民族间增进了解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对其他民族信息的获取来改变彼此

之间的刻板印象，建立正确的认知，从而减少群际偏见。具体有三种实现路径：第一，增加对外部群体

也就是其他民族的了解能够为改变群际态度，创造新的群际印象提供条件，使内群体成员能够用其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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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视角看待其他群体，打破刻板印象，转变接触态度。第二，在接触的过程中，内群体成员获取到外

部群体的信息会逐渐增加，这会增加群际接触方式的清晰度与确定性，从而减少他们在群际交往中感受

到的消极、负面情绪。第三，随着获取到外部群体信息的增加，内群体成员会在自发的过程中减少对外

部群体的排斥。 
姜永志指出，民族交往的推动力在于民族交往认知，这种认知有助于培育积极的民族交往情感，增

强民族交往意愿以及促进积极的民族交往行为的产生。不同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演变过程中，各自形

成了独特的民族认知特点和民族文化人格，然而，不同民族之间也存在着相似的民族认知特点，这也证

明了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相似的民族交往心理[7]。所以，促进民族交往的首要任务是增进各族居民间的

接触与了解，在此基础上利用民族交往心理相似的特性，构建社区中不同民族居民间的积极社会认知，

以消除民族间的群际偏见与刻板印象。 
对于 S 社区的各民族居民而言，他们在日常的交往过程中，通过与其他民族居民的接触交流，可以

更加深入地了解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这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其他民族，也有助于

增强他们之间的跨文化理解。在社区生活中，S 社区各少数民族居民与其他民族居民接触交流越来越多，

他们对其他民族的了解也越来越深。随着对其他民族的深入了解，他们可以从自己的视角来观察其它民

族，从而大大降低了对其他民族的偏见和刻板印象。 

4.2. 增进文化交流：缓解焦虑、拉近距离 

当不同民族的居民互相接触时，由于各族之间在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可能引发一

种焦虑情绪，而这种情绪可能导致一系列消极反应，例如加强对他人的刻板印象、阻碍有效的交流以及

影响群体间的信任。特别是当涉及到与之前从未有过接触或地位相差悬殊的群体交往时，更容易发生这

种情况。有研究表明，降低群际焦虑的起始路径是使不同群体的成员相互进行一次成功的接触与互动，

当他们认识到此次互动结果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想象中的“伤害”时，他们就不会再害怕此类交往，其群

际焦虑的程度也会明显下降。群际接触显著地减少了群际威胁和交往焦虑，从而促进了群际关系的积极

发展[4]。社区居民之间形成良好情感体验的重要性在于他们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的认同，而

积极正向的交流则是这种积极情感体验的主要渠道。当社区居民被社交隔离所困扰，导致焦虑、紧张和

孤独等负面情绪时，他们对所在社区的评价不可避免地会变得消极，这对共同体意识的培养是不利的。

然而，借助心理疏导和心灵交流等互动方式，可以有效缓解不适心理状态，从而打破这一困境。改变不

同民族间的刻板印象，强化居民间的情感联结，拉近不同民族居民间的距离，为团结互助、和谐进步民

族互嵌式社区的建立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项目过程中，S 社区的各民族居民对与自己有过交流的其他民族居民进

行个性化的观察，发现在族群内成员对其他族群成员的态度、对他族成员的态度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

了解与认同，他们在观察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共同之处，并由此建立起了信任与亲近，减轻了他们在群

际交往中的焦虑和不安。通过参与“民族团结一家亲”项目，他们可以对自己的族群与其它族群的不同

之处进行重新评价，达到从个人到群体的关系概括，从对他族居民个人的接受拓展到对他族居民群体的

认同。在民族互嵌式社区中，不同民族居民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民族文化、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不相

同，民族间的差异性会更加导致交往所产生的焦虑情绪。因此，我们应从增进民族互嵌式社区中不同民

族文化的交流入手，通过彼此接触增加对其他民族的跨文化理解力，正确认知和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习

俗，通过社区的正向引领，构建一个居民信任的交流平台，从而使各族居民放下消极和抵触情绪，在各

类文化活动中建立彼此的联结，构建和睦信任的新型民族关系，增加各族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

和信任感，从而培养他们对其他民族文化的认同，并最终加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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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推进情感交融：产生共情、深化认同 

共情指人与人交往中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的积极情感；共情的产生过程是：在了解的基础上理解对方，

在交往的基础上，深化彼此感情。共情从一种新的视角改善不友好的群际态度，成为消解群际偏见的有

效机制[8]。群际接触是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相互了解和融合的重要方式。通过与不同族群的人建立亲密的

友谊关系，一个人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体验他们的关注点和需求。这种跨群体的视角能够促使个体对外群

体产生更多的共鸣和理解，从而改善群际态度，减少群际偏见的存在。 
共情是消除群际偏见的关键机制之一。首先，共情能够帮助个体产生更加积极的感受，从而改变对

外群体的看法。当一个人能够真正理解并感同身受外群体的情感和需求时，他们往往会对外群体抱有更

多的理解和同情心，从而减少对外群体的偏见和歧视。其次，共情还会影响个体的动机，促使他们采取

支持性的行动来帮助外群体。当一个人真正与外群体建立起情感联系时，他们会更加关注外群体的利益

和福祉，并愿意为其提供支持和帮助。这种支持性行动不仅可以改善外群体的状况，还可以增强个体与

外群体之间的联系和互信，从而进一步消减群际偏见。总的来说，当人们与其他群体的成员进行接触，

尤其是较为亲密的接触时，他们有可能会从外部群体成员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并对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产

生共鸣。这种共情的角度不仅可以改善人与人之间的态度，还能够起到减少人们对不同群体的偏见的重

要作用。通过共情，个体可以产生更积极的感受，并被促使采取支持性行动，从而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

和谐与融合。不同的民族居民，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风俗习惯、信仰等都存在着很大

的差异，但在接触中，这些差异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接纳和理解，并最终使不同民族居民改变对对方的第

一印象，从而增加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增加了他们之间交往交流的可能性。彼此间有了更多相互了解、

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等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就会逐渐地产生共情。由于彼此间有了一定程度

上的理解和信任度后，他们就会尝试着从另外一个民族的视角出发来看待其民族的具体情况。所产生的

印象也会朝着正面的方向发展，对该民族的文化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也会逐渐增强，进而在与这

个民族的接触中形成一种正面的情绪。而共情这一积极情感正是推进民族交融，实现相互理解，深化彼

此认同的秉轴持钧。 
随着 S 社区“民族团结一家亲”项目的实施，不同民族居民与其他民族居民之间的交流互动从个体

层面逐渐扩展到群体层面，他们对其他民族群体的内在态度和情绪感受将会从消极抵触逐渐转变为积极

认同。这种变化将导致他们将与所接触的个体居民建立起积极的情感联系。在各族居民交往交流的基础

上，共情产生自各族居民对于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随着不同民族居民间关系的加深，不

同民族自身所特有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生活方式伴随着交往交流的过程产生了同化、融合以及共生，

实现了民族间的交融。由共情所带动的民族交融必然会深化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嵌入形式，在文化、行为、

认同和情感的互嵌与交融中形成真正的、最高形式的精神共同体。 

5. 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深层次互嵌的实践路径 

5.1. 促进民族交往 

促进民族交往的首要任务是增进各族居民间的接触与了解，构建民族间积极社会认知, 消除民族偏

见和消极刻板印象。而党组织就是领导社区建设、促进民族交往的关键力量。 
开展社区民族工作不仅要做到和各族居民群众的需求相适配，还要和党的组织建设相适应。首先，

要充分发挥民族互嵌式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作用，进一步扩大工作覆盖面积。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主阵

地，加快形成社区以党组织为领导，社区组织及社区工作人员共同协作参与的组织体系，确保社区内党

的民族工作有效开展。同时，要将社区内党的工作覆盖到社区各族居民群众生活、社区治理工作的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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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中，深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组织相关活动的开展下，领导社区各族居民接触了解，减少各族

居民间的群际偏见，建立平等和谐互助的群际关系。 
S 社区“民族团结一家亲”项目在成都市民族事物委员会的指导下，发挥 S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全

部力量，由社区党委和居委会领导，综合服务工作站执行实施。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社区内少数民族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有力号召少数民族居民参与此项目，有效利用利用 S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资源链

接能力，成功与 X 高校建立联系，邀请其高校教师为社区开展民族文化讲座，并担任其长期民族文化交

流指导教师。既实现了社区教育目的，也帮助居民了解彼此间文化，促进多民族社区族际间的文化接纳

与认同。同时利用 S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交流学习小组、民族知识竞赛别具特色的民族活动。这不仅

为社区各族居民提供交流平台，改善社区居民对其他民族的偏见或消极认知。而且，此类活动有利于增

强各族居民间的群际认同以及对党和国家的认同。使社区各族居民逐步建立起对“他族”的正确认知，

削弱“我的民族”与“他的民族”之间的界限，建立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群际关系，为促进各族居民交

流，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凝聚力量。 

5.2. 在文化交流中促进民族认同 

促进各族居民间群际认同的必要基础是建设兼容并包、和谐互助的社区文化，而各族居民间的友好

交流正是促进良好社区文化形成的重要途径。缩短和减弱各族居民之间的物理距离、文化差异、社会隔

阂和心理隔膜也是必要的先决条件。我们需要积极推动各族居民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以增进彼此之间的

相互了解和认同。只有通过加强交流，才能打破各民族居民间的隔阂，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尊重每

个族群的文化和传统，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共同维护社区的和谐稳定。 
社区文化建设应坚持平等交流、求同存异的原则。即在尊重各族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平

等促进各族文化的交流与认同，保持自身民族特色，寻求各族文化共同点，形成各族文化间的群际认同，

最终实现各族文化的共享。S 社区链接到成都市 X 高校的民族文化与理论专业教师，同时链接到当地文

化机构的教师进入社区，在文化讲座与交流互动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社区各族居民间的文化了解与认同。

在社区集体民族文化课堂的形式中，各民族居民间的接触与互动增加，通过与其他民族居民的交流互动，

增进族际交往、建立族际间的友谊，达到多民族社区文化的交汇交融。最终实现与高校的长期合作，外

聘高校 W 教师成立 S 社区的民族文化教育讲师，定期开展社区文化讲座，以社区文化学习教育为纽带构

建社区民族文化学习共同体。 
同时，该项目利用 S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场地，多次开展中华传统节日、民族特色节日等节日庆祝活

动。在活动中展现不同民族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让不同民族的社区居民都能共同参与到节日庆祝的氛

围中来。在文化交流和互相认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深化各族居民对共有文化符号的认同，形成对中华

民族与各族“一体多元”的深刻认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潜移默化地减少群际偏见，在社区中形

成包容理解、共生共荣的民族关系。通过参与这些活动，居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其他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与信任。同时，这也有助于打破文化隔阂，促进各族居民之间的和谐共处。只有在

相互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共同创造一个多元而又和谐的社区环境。在此条件下，有利于增强

各族居民的认同感与归宿感，形成和谐共生的社区文化共同体。 

5.3. 在多元共治中深化“五个认同” 

徐祥运认为，群际合作是群际间和谐友善、相互尊重的良性互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这种良性互动不

仅会带来积极的效益，而且会随着各族间相互合作频率的增加和相互合作领域的拓宽而逐渐减少敌意和

偏见[9]。因此，将多方力量联合起来参与社区治理，对于促进不同民族在社区内的交融，以及增强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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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必不可少的意义。只有积极的互动才能增进不同族群之间的友好关系，在共同参

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建立起我们之间的情感纽带，将其他民族成员视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份子。 
S 社区该项目结合社区多方资源力量，通过民族特色文化讲座、学习交流平台、互助小组活动以及

民族特色服务与社区民族融合资源嵌入，促进了居民族际间良性互动与彼此接纳。同时，S 社区通过对

社会资源平台的挖掘利用，借助其正式的福利支持渠道，辅助边缘群体走出困境，实现融合定义下的族

际间相互适应与相互支持。在此过程中，社区也通过搭建基于成员互助合作的关系网络，将多元主体共

同支持的具有民族社区特色的支持网络嵌入到社区内部，从而营造出族际相互关怀的社区氛围。通过对

S 社区治理的研究发现，完善的社区支持网络是促进民族关系和谐、促进多民族社区融合、降低社会风

险、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构建完善的社区支持网络，一方面非正式系统间的社区支

持拉近了心理、社会距离，增进了相互认同接纳；另一方面正式组织提供福利与政策性支持，开辟了多

民族社区问题帮扶解决的渠道，推动建立了多民族互助网络抵抗外界压力，奠定了多民族社区融合的良

好的群众基础。 
S 社区在做好宣传培育工作的基础上，为各族居民讲解、普及各民族特色文化，创造接触互动的平

台。另一方面，为了有效推行社区内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宣传和强化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同时制定法规政策，以支持各族居民之间的交往、交流和融合。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好社

区多元主体的权威保障作用，为社区不同民族居民间的群际接触提供保障，为民族间的情感交融保驾护

航。只有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社区治理的有效性和公正性，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和保障。同时，社区治理也需要注重民族交融和民族团结的促进。通过各民族居民的共同参与和合作，

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减少误解和偏见，促进各民族的交流和交融。只有实现了民族交融和

民族团结，社区才能实现“善治”，才能更好地满足各民族居民的需求，促进社区的稳定和和谐发展。

因此，发挥社区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社区治理，是促进民族交融、增进民族团结、实现社区“善治”

的基础。 
总之，要实现社区的共同目标，我们需要坚持合作与包容的理念，促进多元主体的友好合作，同时

也要加强各族居民之间的交流与交往，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一个和谐、稳

定的社区，共同实现社区的繁荣发展。在充分发挥各族居民的集体智慧中推进各民族的相互交融，形成

和谐互助的族际关系，建立不同民族间的情感联结，推动社区内交往环境的变化。 

6. 结语 

在群际接触理论视域下，我们努力实现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深度互嵌的民族互嵌式社区。为了达

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深入探析其逻辑，并清晰地构建实践建设的脉络。此外，我们还需要提出具体的

实践策略，以实现物理层面、文化层面、情感层面等各个层面的全方位互嵌。可以说，积极的群际接

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社区居民之间的偏见，减轻群体之间的紧张情绪，从而增进彼此的认同感，

促进群体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最终在社区中形成一个真正的、高度凝聚的共同体。当然，在推动民族

之间的交往、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并不能仅仅依靠群际接触理论这一种途径。我们还应结合各学科的

理论视角，从全方位、多维度的角度考虑。通过促进社区各族居民在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

交流与融合，深入总结不同民族互嵌式社区的优秀实践经验，为全面推进伟大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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