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弹幕空间已成为激发青年爱国情感的新场域。在B站，青年易感

于中华悠久历史、优秀传统文化、革命英烈事迹、艰苦奋斗创业和重大发展成

就等主题叙事。不同爱国故事借助弹幕互动激发情感的过程各有特点，由记

忆的唤醒、惊艳的开篇、悲壮的致敬、共鸣的泪点、震撼的成就带来情绪高潮，

进而展现出不同类型的爱国情感，包括慷慨和豪迈、喜爱和骄傲、敬佩和热

血、悲情和感动、兴奋和自豪。由此，弹幕空间创设出新颖的爱国情感生成机

制：凭借提供时空共在感、圈内人身份、情感共鸣的条件，构建虚拟群体；通过

群体互动，使爱国情感萌发唤醒、同化强化、升腾升华；进而形成群体团结、爱

国符号和群体道德，将短暂的集体兴奋转化为长期的爱国情感。

【关键词】爱国情感 B站弹幕 青年 互动仪式链 生成机制

2024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施行，要求“开发、运用新平台新技术新

产品，生动开展网上爱国主义教育活动”［1］。新时代青年在与互联网的相互塑造中成长，互联网

已经成为青年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成长空间和“第六感官”［2］。哔哩哔哩（以下简称B站）是广受

青年人喜欢的视频网站，18－35岁的青年用户占78%［3］，其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和机制值得关注。

一、文献综述和问题提出

当前，单向的爱国主义教育存在实效性难题。青年重视互动，需要在平等交流和思想共鸣

中获得存在感、参与感和满足感。B站一条爱国短视频下的评论“这就是我为什么热爱小破站

弹幕空间青年爱国情感的激发与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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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在其他平台上我很难有满腔热血的感受。即使他们有相似的作品，但没有弹幕里的诸

位，我总是难以被调动起来”获2359个点赞，被“俺也一样”刷屏。可见，B站弹幕空间作为新型

教育情境，为解决单向爱国主义教育的问题提供了思路。弹幕空间不仅包含短视频和观众，还

包括观众与作者和其他观众之间的多维互动。

关于互动影响群体情感的分析源于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他在《宗教生活的基本

形式》中，提出了小群体通过互动产生团结和共有符号的模型。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对互

动的有效性开展研究，并认为有效的互动需要共同在场、相互关注的条件；需要尊重具有社会价

值的物品，即涂尔干所称的神圣物；当仪式礼节被打破时，在场的人会感到道德上的不安［4］。美

国社会学家兰德尔·科林斯提出“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互动仪式有四种起始条件：人聚集在同

一场所、对局外人设定界限、有共同的关注焦点以及共享的情绪或情感体验。集体兴奋获得四

种结果：群体团结、个人情感能量、群体符号及群体道德感［5］。

随着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最前沿，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互动在网络空间

中的特殊意义。相关研究可概括为三类：一是探讨网络虚拟空间中群体互动的适用条件，比如虚

拟在场、网络亚文化圈群的局外人屏障等；二是分析互动在特定网络群体或现象中的作用，比如

“帝吧出征”中的表情包、网络问政平台的政治互动、网络粉丝群体互动等；三是聚焦短视频中的

弹幕互动，包括弹幕内容分析、情感分析和话语分析等。其中，包雅玮以弹幕文化为例，分析青年

爱国表达的新特征，即通过创作视频、弹幕互动、发表评论等方式建立文化叙事的场域［6］。徐明

华、李丹妮提出了爱国情感弹幕互动仪式模型，将互动条件总结为弹幕视频场域、亚文化圈层设

限、共同专注焦点和共享爱国情感，将弹幕互动结果归结为产生国家神圣物、国族身份认同、持

续情感能量和捍卫国家的道德感［7］。

以上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弹幕空间的爱国情感培育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一，现有

研究主要集中于新闻传播领域，从互动角度研究网络爱国主义的研究相对不足。第二，研究方

法以理论研究为主，少量实证研究虽然关注到了弹幕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但所使用的数据

代表性有待提升。第三，理论研究及其应用还有可细化深化之处。B站有大量的爱国主义教育

视频，其实际效果存在较大差异。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视频具有哪些突出特征、能产生哪些效

果、通过哪些机制产生这些效果，值得深入探索。

因此，本研究试图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哪些主题的爱国故事是青年网民易感的？二是不同

故事激发爱国情感的过程有何特点？三是不同故事分别产生了何种爱国情感？四是弹幕空间

是如何将爱国情感调动起来的？

二、研究设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中，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十分广泛，包括马克思主义及

其中国化理论、“五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成就、“三种文化”、国家象征标志、自然人文景

观、宪法法律和英烈模范等［8］。本研究选择B站具有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且播放量达到1000万以

上的5个“爆款”短视频进行典型案例分析。

·· 83



一是中华悠久历史的故事。中华民族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

一性追求，涵养了独特的价值体系和精神风骨。短视频《历史书太小，装不下一个人波澜壮阔的

一生；历史书又太大，装下了华夏上下五千年》（以下简称《历史书太小》）(UP主：海棠家的大肥

鱼)运用影视混剪，气势磅礴地勾勒出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运用大量特写镜头生动展现了历史

人物形象。该视频不仅讲述历史知识，更传承了民族精神，增强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二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中华优秀文化悠久绚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短视频《中

国人不蹦洋迪》（UP主：钓可尔太曼）以民族风浓厚的电音《China》（佤族民歌《加林赛》改编）为

背景音乐，混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知名动画，包括《大闹天宫》《哪吒闹海》《葫芦兄弟》《女娲

补天》《九色鹿》《南郭先生》《牧童》《海螺姑娘》等，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视听体验。该视频对优

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融入时尚的现代元素，充满了生机活力。

三是革命英雄烈士的故事。短视频《他们，死在了祖国胜利的前夜》（UP主：噩梦Crazy）以

“清王朝不是我的家”开篇，相继展现了秋瑾为何革命的内心剖白、闻一多等勇士的奔走呼号以

及“中国不能亡”“中国必胜”的集体怒吼。在惨烈的枪林弹雨中，许多将士舍小家为大家，不怕

牺牲，永不言败，为我们带来了黎明，却牺牲在胜利的前夜。

四是艰苦奋斗创业的故事。在短视频《总理，您听到了吗？飞机再也不用飞两遍了》（以下

简称《总理，您听到了吗？》）（UP主：共青团中央）中，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身着军装，情难自已地

说：“（开国大典）周总理说，飞机不够，我们就飞两遍。”继而，“70年，弹指一挥间，新时代的中国

早已是山河无恙、国富兵强，我们的飞机再也不用飞第二遍了”。该视频让人回忆起新中国历经

苦难、艰苦创业、由弱变强的历史。

五是重大发展成就的故事。伴随中国基建和制造业的突飞猛进，许多超级工程圆满落成。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技术能力强、工程规模大、建设速度快，因而获得“基建狂魔”的称号。

短视频《游戏里的基建狂魔，看不一样的中国！》（以下简称《游戏里的基建狂魔》）（UP主：广东共

青团）用游戏展现支撑中国经济高速运转的庞大交通网络，在致敬付出辛勤汗水的无数中国劳

动者的同时，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

表1 B站“爆款”爱国短视频的故事主题及要素

中华悠久历史

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英雄烈士

事实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
的人类史、一万年的
文化史、五千多年的
文明史

中华优秀文化绚丽夺
目，其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的生机无限

一寸山河一寸血，无
数仁人志士牺牲在胜
利的前夜

形象

明君、文臣武将、
义士

女娲、孙悟空、
九色鹿等

革命英烈、
爱国军人

情感

慷慨、豪迈

喜爱、骄傲

敬佩、热血

道理

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形成了多
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追
求，涵养了中国人独特的价值
体系和精神风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是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和平幸福是革命先辈、爱国将
士用鲜血换来的，爱国、爱党、
爱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故事主题

故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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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艰苦奋斗创业

重大发展成就

事实

新中国坎坷艰难而顽
强拼搏，军事实力大
大增强

许多超级工程圆满落
成，中国有了“基建狂
魔”之称

形象

周总理、
军用飞机

桥梁、立交桥、
轻轨、铁路

情感

悲情、感动

兴奋、自豪

道理

新中国史是党领导中国人民从
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发
奋图强史

一系列历史性成就证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故事主题

故事要素

爱国故事的传播效果可以参考3个指标：传播广度、传播认同度和传播参与度。传播广度

参考视频播放量。上述视频播放量最高的是《中国人不蹦洋迪》（3801.1万），印证了B站传统文

化主题的短视频广受青年欢迎。

传播认同度基于B站“一键三连”指标：点赞表示对短视频内容的认同，投币表示对制作者

的鼓励，收藏意味着希望再次观看。将其数量分别除以播放量，可得点赞率、投币率和收藏率。

上述短视频的点赞率、投币率、收藏率最高的分别是《中国人不蹦洋迪》（7.8%）、《游戏里的基建

狂魔》（6.52%）和《他们，死在了祖国胜利的前夜》（6.48%）。

传播参与度基于转发率和弹幕率：转发意在促进视频的传播，弹幕则是直接参与讨论、表达

态度。上述短视频转发率最高的是《中国人不蹦洋迪》（0.89%）；弹幕率最高的是《他们，死在了

祖国胜利的前夜》（0.79%），弹幕高达20.8万条。

研究方法主要为大数据分析。用Python软件爬取5个典型爱国“爆款”短视频的所有弹幕，

共计43.3万条。通过短视频每秒钟的弹幕数量变化曲线，找到网民的集体兴奋点及其触发因

素。通过弹幕频数统计，得到每个短视频热度最高的20条弹幕，分析其展现的爱国情感。

表2 B站“爆款”爱国短视频的传播效果

短视频名称

历史书太小

中国人不蹦洋迪

他们，死在了祖国胜利
的前夜

总理，您听到了吗？

游戏里的基建狂魔

故事主题

中华悠久历史

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先辈事迹

艰苦奋斗创业

重大发展成就

传播广度

播放量
（万）

3154.1

3801.1

2638.5

1211.8

1003.8

传播认同度

点赞率
（%）

7.43

7.80

6.99

7.54

7.14

投币率
（%）

5.73

4.31

6.48

2.25

6.52

收藏率
（%）

4.49

3.09

4.18

1.73

2.92

传播参与度

转发率
（%）

0.72

0.89

0.69

0.50

0.54

弹幕率
（%）

0.22

0.14

0.79

0.48

0.44

三、弹幕空间青年爱国情感的激发过程和情感展现

不同主题的爱国故事借助弹幕互动激发情感的过程不尽相同。一般而言，爱国情感会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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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发唤醒、感染同化、循环强化和升腾升华的过程。在萌发阶段，弹幕帮助爱国符号解码，调动

网民的相关记忆，唤醒原有的爱国情感；或为新符号注入积极的情感体验，使网民被新鲜的故事

打动，萌发爱国之情。在同化阶段，弹幕构建出虚拟的群体“共在感”，加之弹幕发布门槛和网络

圈群形成的多重圈内人身份，使个人产生群体身份认同，进而更容易被群体的共同情感和价值

观所感染。在强化阶段，网民通过发送弹幕，从围观者变成生产者。其他网民对弹幕的积极回

应会令弹幕发送者感到振奋，并产生情感共鸣。在升华阶段，网民的情绪被大量的弹幕和喧闹

的人群所点燃，形成集体兴奋。个人在群体中感受到升腾的情感能量，即一种自信、热忱、有力

量、主动进取的感觉，进而产生崇高的神圣感和强大的正义感。由于各种爱国故事所需的铺垫

不同，情感迸发过程也各有特点。有的循序渐进，四个阶段依次呈现；有的跳跃呈现，甚至集中

呈现，出现“开屏暴击”的情形。无论过程如何，集体兴奋都是关键环节。它既是集体性的、强烈

的共情推高的结果，又是爱国符号、群体团结和群体道德发展的条件。

经历集体兴奋后，青年网民的爱国情感通过弹幕得到充分展现。爱国情感类型丰富，不仅

包含对本民族的自尊自信、对山水的依恋、对文化的喜爱、对爱国志士的崇敬以及对国家成就的

自豪，也包含对国家苦难历史的悲情、对国家前景的忧患、对危害国家行为的愤怒以及对受苦同

胞的同情等。上述“爆款”短视频都出现了集体兴奋点，其触发条件、形成过程以及展现的具体

爱国情感值得研究。

1. 中华悠久历史故事的情绪高潮产生于历史记忆的唤醒，带来慷慨和豪迈

由于许多青年对中华历史有一定的认知基础和情感认同，这些元素往往能迅速调动观众的

情绪。《历史书太小》的开篇是气势磅礴的画外音“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配以孔丘面向火

炬、眼含热泪的画面。网民情绪迅速高涨，在视频第13秒就达到高潮，弹幕“每周必看”“每日一

遍”刷满全屏。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观众高涨的情绪显然不只是来源于视频内容本身，而是唤

醒了原本储存的对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历史记忆，注入了对波澜壮阔的中华历史和儒家思想

的深厚情感。

时间（秒）

弹
幕
数
量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每秒弹幕数量

图1 短视频《历史书太小》弹幕数量变化趋势

该视频对中华一统天下、四海来朝的勾勒，触发了青年洒脱豪放、气度恢宏的豪迈之情，如

唐灭东突厥后的弹幕“恭迎天可汗”“繁盛的时代”“恭迎诗仙”，汉武帝下令北击匈奴时的弹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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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可往，我亦可往”“封狼居胥”“攻守之势异也”。另外，大量特写突出渲染人物的慷慨悲歌和

浩然正气，引发青年对民族精神的感悟和向往，如陈胜吴广起义时的弹幕“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于谦被冤杀时的“于少保千古”“不争一世争百世”“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以及王

阳明龙场悟道时的“阳明先生”“致良知”“一生伏首拜阳明”。

表3 短视频《历史书太小》热度弹幕内容和出现频数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弹幕文本

每周必看

恭迎天可汗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每天一遍

天可汗

大明

开局一个碗

于少保

位面之子

封狼居胥

频数

5761

749

311

209

205

187

187

184

178

166

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弹幕文本

恭迎诗仙

二爷

于谦

洪武大帝

冠军侯

朱棣

寇可往我亦可往

天下

阳明先生

于少保千古

频数

157

148

143

135

124

116

110

108

108

104

2. 优秀传统文化故事的情绪高潮产生于惊艳的开头，引发喜爱和骄傲

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短视频的集体兴奋点常在视频的开头，第一时间触动文化基因，吸引

和征服青年。短视频《中国人不蹦洋迪》的开篇是《西游记》动画，唐僧问“悟空，你看前面是什么

去处”，继而山歌响起，古人敲打编钟，神仙击打大鼓，观音菩萨谆谆教诲。网民情绪在第16秒

即达到高潮，大量的预告性弹幕“大电音寺”刷屏。“大电音寺”将宁静的古代寺庙与亢奋的现代

电音结合，有一种不可思议又生动形象之感，既是观众对该视频音乐风格的总结概括，也是对唐

僧问题的巧妙回答。可见，惊艳的开头对于传统文化主题的短视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B站

短视频《鼓乐〈兰陵王入阵曲〉》和《探窗》的弹幕高峰也都在视频开端，呈现“开口跪”的特点。

1000

800

600

400

200

0

0 20 40 60 80 100
时间（秒）

每秒弹幕数量

弹
幕
数
量

图2 短视频《中国人不蹦洋迪》弹幕数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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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主题的短视频引发青年的喜爱和骄傲之情。一些青年骄傲于自己“血脉

觉醒”，能轻松认出动画中的故事，如弹幕“DNA蹦起来了”“敦煌九色鹿”。网民对民族音乐

融合电子音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感到既魔性（如“礼崩乐坏”）又上头（如“接着奏

乐接着舞”“如听仙乐耳暂明”）。许多网民表示爱不释手，要反复观看，如“好家伙变成每周

必看了”“每天一遍”“再来亿遍”，并预言这个视频一定会大火，如弹幕“火钳刘明”（火之前

留下名字）。

3. 革命英雄烈士故事的情绪高潮产生于悲壮的致敬，带来敬佩和热血情怀

英烈事迹主题短视频引发的情绪一般先累积、后爆发，高潮多出现在视频后段。在《他们，

死在了祖国胜利的前夜》中，军人被还原为生活中的爱人、儿子和父亲，英雄被还原为历经挫折、

失败却坚强不屈的平凡人。面对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眼前逝去，悲壮和压抑的情绪不断累积。

当视频后段出现“向所有战死的兄弟们，敬礼！”的口号后，观众获得情绪表达的出口，弹幕瞬间

达到高峰，“致敬英雄”“敬礼”刷屏。短视频《【祭英烈】中国的未来，拜托了！》的情绪高潮与此很

相似，出现在视频后段“向所有牺牲的同志们敬礼”时。

弹
幕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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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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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短视频《他们，死在了祖国胜利的前夜》弹幕数量变化趋势

英烈事迹短视频激发青年的敬佩之情。明知牺牲在所难免，却位卑不敢忘忧国的责任使

命，让青年深深敬佩、久久铭记，如弹幕“我等晚辈从未遗忘”。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奋不顾身、

挽救于万一的斗争精神催生青年的熊熊斗志，如引用秋瑾《满江红（小住京华）》中的“身不得，男

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和“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用“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

永远存在”致敬无比坚定的信仰，用“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致敬崇高的牺牲精神。

许多网民还表达了对祖国无怨无悔的爱和责任感，如“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山东

在”“河南在”“广东在”。

4. 艰苦奋斗创业故事的情绪高潮产生于末尾情感共鸣的泪点，带来悲情和感动

艰苦创业主题短视频往往采用先抑后扬的复兴叙事。前段悲情的铺陈为后段感动的爆发

奠定了基础，引发情感共鸣的“导火索”往往是一条金句。在短视频《总理，您听到了吗？》的尾

端，吴谦道出“这盛世，如您所愿”，打中了青年的泪点。“身逢盛世”的判断让青年深深认同并满

怀感激，“如您所愿”则成为当代青年与革命先辈隔空对话的方式。这句点睛之语成为先抑后扬

的情绪高点，在热度弹幕中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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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短视频《总理，您听到了吗？》弹幕数量变化趋势

中国近代以来坎坷艰难、备受蹂躏的历史记忆带给人心灵深处的沉痛。但是，中华民族拥

有从不低头、顽强拼搏的精神，让青年感动。祖国母亲的苦难辉煌，使得许多青年一方面“泪目”

“哭了”，另一方面又对祖国的繁荣昌盛充满自豪，称赞“山河无恙，国富兵强”。祖国的由弱转强

与老一辈革命家的鞠躬尽瘁无法分开，许多青年用“总理”“敬礼”“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表达敬

佩与怀念。弹幕的主流是建设性的、健康的爱国情感，如“祖国万岁”“爱我中华”“加油”等对祖

国深切祝愿，但也存在具有排外性的、盲目的民族主义情感，如弹幕“中国天下第一，中国人面

前，其他人都是弟弟”等，诸如此类应引起重视。

5. 重大发展成就故事的情绪高潮产生于现实成绩和创新表达的双重震撼，引发兴奋

和自豪

在对青年进行国家伟大成就宣传时，生硬的夸赞往往效果不佳，需要“青年化”的表达促成

兴奋点。短视频《游戏里的基建狂魔》运用游戏这种新颖的方式，一开篇弹幕就不断攀升，在出

现港珠澳大桥后达到高峰。原因不仅在于它是世界上总体跨度最长的跨海大桥，更在于海面波

光粼粼的视觉效果非常逼真。该视频弹幕的次高峰来自美轮美奂的樱花庄立交桥，第三个小高

峰出现于白云环绕、宛如仙境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这几处画面都将现实场景进行了艺术化加

工，融入了中国审美的浪漫，引发青年的情感共鸣。

在弹幕中，网民表达了对该短视频精良制作的惊喜，如“厉害”“显卡的香气”“大佬请收下我

的膝盖”。但更深层的情感是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兴奋，如“此生不悔入华夏”“中国红”“颜立

表”（颜色代表立场）；为家乡的日新月异而欣喜，如“我重庆666”“给杭州大排面”“我大上海

啊”；为能参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而自豪，如“基建狂魔也有我们的一份力”“你手中飘舞的红

旗，是我此生不变的信仰”。

综上所述，不同爱国故事的情感激发过程各有特点，展示的爱国情感也有所不同。中华悠

久历史故事的情绪高潮需要唤醒历史记忆，会带来慷慨和豪迈；优秀传统文化故事的高潮产生

于惊艳的开头，能迅速让观众喜爱并感到骄傲；革命英雄烈士故事的高潮产生于悲壮情绪大量

积累，向英雄集体致敬之时，带来敬佩和热血情怀；艰苦奋斗创业故事先抑后扬，高潮产生于末

尾情感共鸣的泪点，带来悲情和感动；重大发展成就故事的高潮产生于现实成绩和虚拟技术表

达创新带来的双重震撼，引发兴奋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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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弹幕空间青年爱国情感的生成机制

青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力量。在数字时代，青年获取信息、

交流思想、交友互动的方式都发生了深刻改变，引领青年必须把握青年特点。正如“没有弹幕和

评论，情绪起不来”说明，青年网民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时，有从原子化的个人走向群体，进而寻

求情感共振、建立身份认同、获得群体归属的需求。对互动的渴望使得弹幕空间成为青年爱国

情感培育的新场域。如何通过弹幕建构虚拟群体，群体互动如何激发爱国情感，激烈的短期情

感如何沉淀为稳定的长期情感，其机制值得探讨。

1. 时空共在—圈内人身份—感受共情：弹幕空间构建虚拟群体的三重条件

依据互动仪式链理论，群体主流情感对身在其中的个体产生感染力，需要群体的身体共在、

排除局外人的屏障、有共同的关注焦点并共享情感状态［9］。

一是弹幕构建虚拟的“共在感”，提供即时交流的感染力，将现实空间的亲身在场转变为网

络空间的虚拟在场。在空间上，通过输出弹幕，替代可视的身体共在，仿若“同在”；在时间上，时

隔多日的针对同一画面的弹幕会在屏幕上同时出现，仿若“同时”。

二是弹幕发布者的多重圈内人身份叠加，提升互动的安全感。网络圈群林立，与“对家”说

话容易“引战”，而与“自己人”交流会带来松弛感和认同感。一方面，B站的弹幕设限基于二次

元文化和用户准入机制，发弹幕有通过答题或朋友邀请的门槛①；另一方面，许多UP主在趣缘

圈群中具有一定影响力，有自己的粉丝群体。B站和趣缘群体正是“自己人”身份的叠加。

三是具有共同关注点和相似的爱国情感，提升互动的和谐性。从热度弹幕看，观众在观看

爱国短视频时，讨论的话题和分享的情感相对集中，并通过有节奏地发送相同的弹幕“保持队

形”，使得网民容易感受到共情。

2. 情感唤醒—同化强化—升腾升华：群体互动激发爱国情感的内在机理

爱国短视频即便制作精良，单向传播的效果也往往时好时坏，原因在于观众可能无法识别

爱国符号，或难以对其注入积极情感。弹幕为打通制作者与接收者之间的“梗阻”提供可能。

一是科普型弹幕帮助爱国符号解码，唤醒观众曾经的情感。只有在观众能够识别视频

中的符号并解码其涵义时，符号才会成为成功的爱国教育要素。当熟悉的音乐、图片、动画

和“热梗”出现，有相关储备的青年能迅速识别曾经了解的英雄人物和听过的历史事件，并唤

醒情感，更深切地融入爱国故事中去。比如，电视剧《觉醒年代》的观众看到《错位时空》里演

员张晚意的微笑，能迅速识别革命先烈陈延年及其慷慨赴死的情景，唤醒敬佩、疼惜、感动等

情感，而不能识别这些符号的观众则可能毫无感觉，对他人的热泪盈眶感到莫名其妙。弹幕

具有科普功能，能帮助观看者理解视频中的人物和事件。比如，在短视频《他们，死在了祖国

胜利的前夜》中，当演员陈道明关上合约时，弹幕“巴黎和会”“顾维钧先生”“本代表拒绝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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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提示观众，这里描述的是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拒绝将一战前德国

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的场景。

二是评价型弹幕能够营造主流基调，促进情感的同化和强化。弹幕能为符号注入积极的情

感能量，全程陪伴观众进入合适的体验框架中，如与革命烈士相关的弹幕“以血肉之躯唤起民族

觉醒”“看这种就是忍不住想哭啊”等。主流情感基调对群体成员具有情绪感染功能，会产生同

化作用，而偏离主题的弹幕则可能起到干扰作用，如“某某演员好帅”就会让人出戏。发送弹幕

的行为将网民从观看者变成生产者。通过基于弹幕的互动交流，网民确认自己的体验与群体观

念一致，使得不确定的观点更坚定，零散的观点更完整，原本的偏好进一步加强。

三是爆发情绪高潮，产生升腾的情感和升华的共识。当人们以激动的语气向为同样原因激

动的人诉说并得到积极反馈时，相互支持的情感不断汇聚，通过有节奏的循环不断放大。在胜

利和庆典中，产生集体欢腾；对敌对势力，能够同仇敌忾；对困难挑战，可以同舟共济；对建设事

业，促成同心协力。

3. 群体团结—爱国符号—群体道德：暂时的集体兴奋沉淀为长期的爱国情感

集体兴奋是一种短暂的状态，虽然有巨大的情感能量，但是容易消散。热泪盈眶的激情转

化为长期情感，有赖于三个要素。

一是形成爱国者的群体团结。在原子化的现代社会，许多青年被孤独、寂寞和漂浮感笼罩，

内心分外渴望归属和安全感。在集体兴奋中，青年会对此时聚集起来的群体产生集体意识和依

恋感，对爱国青年的身份产生认同。用弹幕表达爱国情感或捍卫国家尊严，不仅是将已然存在

的国家认同转化为行动，也是强化甚至制造身份认同的方式，比如“阿中哥的粉丝”“小粉红”就

是新身份认同的表达。

二是产生并尊崇爱国符号。思想情感通过符号才会长存，代表国家的符号多种多样，可以

是国旗、国歌等象征物，也可以是人、物品或文字等。在“爆款”短视频中，党的领袖、革命先烈、

爱国军人成为中华民族不同层面的代表；民族音乐、神话故事也被视为中华优秀文化的符号。

新符号不断产生，原本平平无奇的物件，在被参与互动仪式的成员赋予思想情感后，会受到尊

崇。比如，在短视频《鼓乐〈兰陵王入阵曲〉》中，击打大鼓时出现一段介绍：“中国鼓文化：鼓是中

国人精神的象征，舞是力量的表现。‘鼓舞’是中国人创造的词汇，鼓乐是鼓舞的灵魂”。“太震撼

了”“气势磅礴”“顶到天灵盖”等弹幕不断出现。此时，很多观众不仅将鼓视为一种乐器，更将其

视为中国精神的新符号。

三是爱国成为群体道德。形成群体归属和神圣符号后，成员会尊重群体符号，渴望维护群

体中的正义感，捍卫群体荣誉，防止其受到侵害。当国家本身或符号遭到侵犯时，群体成员会产

生正义的愤怒，对破坏者进行攻击。

结语：爱国主义教育不能局限于对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的研究。相同的短视频在不同场域

播放的效果不同，说明教育情境是影响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对互动仪式链等前人研究成果进

行考察，发现其在网络空间依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弹幕有助于提供时空共在感、圈内人身份、

共同关注点和情感共鸣点，构建虚拟群体，为互动提供条件。强烈的爱国情感刺激是弹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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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互动的前提，中华悠久历史、优秀传统文化、革命英烈事迹、艰苦奋斗创业和重大发展成就

是青年易感的爱国故事，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

然而，仅有优秀的主题是不够的，还需要把握不同爱国情感的激发过程。在弹幕空间，爱国

情感有的依次呈现萌发唤醒、感染同化、循环强化和升腾升华的过程，有的则跳跃甚至集中呈

现。历史和文化故事通常在前期就调动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引发慷慨豪迈或喜爱骄傲之感；

革命英烈和艰苦创业故事往往兼具“虐点”和“燃点”，在视频后段给予观众情绪的出口，进行情

感升华，将悲情转化为热血，化悲痛为力量；重大成就用“萌”和“酷”的方式展现，能够避免宣教

的克板性，引发青年的兴趣，让新时代青年为身处盛世而兴奋，为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

而自豪。集体兴奋充满激情却短暂易逝，倘若在弹幕互动中形成群体团结、爱国符号和群体道

德，则有助于将其转化为长期的爱国情感。

尽管弹幕空间作为激发爱国情感的新场域，具有独特的优势，但不能过分夸大教育情境的

作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要认识到新时代青年爱国的深层逻辑。年轻一代被称为“天然

红”，缘于其从小生长在综合国力日益强盛、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中国。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为新时代青年民族自豪感和“四个自信”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有学者提

出，对于新时代青年群体，基于成就取向的“真实自豪”已逐渐取代了以往暗含他者比较的“外显

自尊”倾向［10］。但是，经过弹幕分析发现，国家历史苦难和现实威胁等主题的故事，对青年依然

具有十分强大的情感调动能力，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需要注意的是，弹幕空间是中性的，既要积极把握规律，主动正向引导，也要规避极端民粹

主义、网络暴力等问题，使爱国主义成为青年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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