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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数字社会的学生社群互动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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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命运与共是当今世界的显著标志袁人际交往对于社会生产与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遥信息技术的发展扩大

了学生的成长空间袁数字交往成为当代学生主要的人际互动形式袁网络社群则成为学生成长的主要空间遥 然而袁这也导

致学生直面数字社交带来的交往异化和主体性丢失问题遥因此袁研究从交往理性的视角构建了数字社会 CSS架构袁涵盖

数字文化渊Digital Culture冤尧主体空间渊Individual Space冤和社会秩序渊Social Order冤三个层面袁该架构为数字社会成员在新

时代的生存发展和社会交往提供了可信机理遥 基于此架构详细分析了个体面向数字社会所应具备的胜任能力袁具体包

含数字文化中的工具意识尧数字素养和主体效能曰主体空间中的自我意识尧身份认同和行为约束以及社会秩序中的群体

意识尧情绪驾驭和社会参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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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时至今日袁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袁经济全
球化尧社会信息化的历史洪流滚滚向前袁各国交往的密
切性和命运的依存性大大加深袁 命运与共成为当今世
界的显著标志[1]遥 习近平主席曾指出袁人类生活在同一
个地球村里袁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袁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尧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袁强调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袁是不同社会制度尧不同意
识形态尧不同历史文化尧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在国际事
务中利益共生尧权利共享尧责任共担袁形成美好世界的
最大公约数[3]遥从作为文明主体的人自身维度来看袁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彻底性明证在于把相互依存作

为核心理念袁野相互依存冶即马克思所强调的野交往冶[4]袁
一部世界史就是人类文明的野交往冶史袁现实的个人彼
此之间的交往促进了社会生产与发展遥

在互联网出现以前袁 人类生活在物理空间和社
会空间中遥教育是一种社会生活过程袁而学校是野一个
小型的社会冶袁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5]遥 从传统社会

交往角度来看袁 社群是学生成长的主要空间之一袁关
注学生在社群生活中的交往与互动尧矛盾与冲突[6]遥随
着技术的发展袁互联网成为一个全新的信息空间袁 人
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在物理空间尧社会空间和信息空
间共同支撑下进行[7]遥 在由数字技术构建和支持的信
息空间中袁社会交往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方式都实现了
数字化变革袁体现出数字交往方式和数字价值精神[8]遥
在此背景下袁网络社交成为当代学生进行人际互动和
与外部世界沟通的重要途径袁网络社群则成为数字时
代学生成长的主要空间遥

当下袁数字社交媒体连接着全球近一半的人口[9]袁
构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网络社群遥数字通信技术支持着
人们的社会交往袁使得世界各地的人能够进行实时交
谈袁 但同时也为极端言论和误导信息提供了平台袁借
此强化偏见并引发纷争遥互联网的匿名性和网络空间
的超然性使得个体可能表现出比其在现实社交中更

为突出的负面社会行为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性需要
被重视遥 交往理性要求人们的交往行为建立在真实尧
诚恳的原则上袁实现主体间的平等沟通袁找回交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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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10]遥 当代学生是伴随着技术成长的数字原住民袁
无时无刻不在使用技术且通过技术产品实践和感知

其所生存的世界[11]袁直面技术发展和数字社交带来的
交往异化问题和主体性丢失问题遥 因而袁从交往理性
的视角审视数字时代学生的社交方式和社群建构袁规
范学生的互动行为袁对于其建立和谐尧可持续发展的
人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遥

二尧 网络社群与数字社会架构

随着人类步入数字时代袁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
技术嵌入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袁构建起生活中的大多
数场景袁紧密连接并组织着人们的工作尧学习以及社
会交往等几乎所有生命活动[12]遥 人的社会生活可以区
分为物质生活和社群生活[13]袁社群本质上代表着在各
种规模下的社会单元袁由具有一定共通特质的个体聚
合而成袁这些共通特质可以包括规范尧价值观尧身份袁
或者是地理区域尧虚拟空间上的共同归属[14]袁数字技
术的兴起扩展了传统社群的概念袁虚拟的社交群体逐
渐形成袁其特征与构成要素也经历了演变遥

渊一冤社群与网络社群
社群是在社会内部由于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而

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袁基于社会成员的共同需
求袁通过契约方式或一致意愿联合起来袁彼此相互依
存并分工合作遥社群渊Community冤也被译为野共同体冶袁
通过成员的积极关系而形成袁表现出关系和结合的特
征[15]遥 社群不仅是人群的集合或社会的类属袁还展现
了人们相互联系的独特模式袁形成一种社会结构并对
其成员有某种确定的期望遥 作为共享群体袁群体中的
人会产生对于同为群体成员的认同感袁形成共同信仰
和价值观下独特的群体文化[16]遥 社群是社会赖以运行
的基本结构要素之一袁广义上的社群泛指一切通过持
续的社会互动或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袁并
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类集合体[17]遥 社群不同于其他一般
的聚集体袁社群的形成和运行体现出以下特征院较为
明确的成员关系尧成员间持续的相互交往[17]尧群体成
员具备一致的群体意识和规范尧形成了内部分工协作
并具有一致行动的能力遥
数字技术的兴起和技术产品的发展袁根本性地改

变了人际交流方式和社会结构遥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备
受关注的社会空间的扩展袁社会组织开始围绕信息网
络展开遥这种转变与网络化个体主义的兴起程度同步
进行袁与传统社会结构袁如以地理位置为基础的家庭
或社区等社交群体形成鲜明对比[18]遥 社会组织已经围
绕着基于共同利益尧共同价值观和活动的信息网络组

建起来了袁不再受地理接近性的制约 [19]袁形成了所谓
的网络社群遥网络社群可以被理解为传统社群在数字
时代互联网构建的网络空间中的延伸袁它们构建于互
联网虚拟空间中袁具备高度动态性和持续演进的特征袁
形成了一种新兴的社交互动模式遥在本质上袁网络社群
代表了社交关系从现实世界向虚拟网络空间的扩展袁
如借助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组建的群聊等遥同时袁也包
括在网络空间中直接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袁 数字通信
技术和社交媒体工具助力袁为现实社群成员提供了不
仅限于日常现实生活的更广泛的交往空间和更丰富

的交往形式[20]遥从表现特征来看袁网络社群所表现出的
特征与现实社群的特征相一致袁 同样强调社群成员之
间持续的交往并形成稳定的社交关系袁 在共同价值观
的引领下形成一致的群体意识和社群规范袁 内部有明
确的分工协作方式遥在网络社会中袁人们不再受限于在
固定的时间与地点进行交流袁 而是可以随时随地进行
沟通分享袁 网络和社交媒体为人们创造了一个超越现
实的虚拟空间袁虚拟社交群体也因此逐渐形成遥

渊二冤交往理性与数字社会架构
数字技术改变了人类原有的生存和交往模式袁消

解了时空距离对社会交往的限制袁对社交的本质和过
程进行了重构遥 匿名化的数字世界为个体提供了实
现多元自我并摆脱现实社会束缚的机会遥 与传统方
式中的面对面社交不同袁 数字世界中的人们通过在
虚拟空间中塑造新的数字身份进而消解原有现实社

会关系的实际含义袁借此打破现实社会关系造成的身
份束缚[21]袁在网络社群的交往中得到释放袁引发了一
些人对其他人的支配袁 带来了社会对个人的压抑袁导
致人与人关系异化遥数字化社交方式导致人们自我表
达的虚拟化袁并在社会交往中形成自我意识的虚幻状
态[21]袁瓦解了原有的交往真实性袁使得个人无法持续
确定自我的主体性袁失去社会交往的本质遥

基于当前的社会交往问题袁可以引用哈贝马斯的
交往行为思想和交往理性理论来进行审视遥交往理性
是指体现在交往行为背景中和生活世界结构中人的

生活理性袁是遵循普遍规范而构建的平等且合理的主
体间结构[22]遥 交往对于生活世界具有重要意义袁人们
交往的初始目的是使得讲话者和听者能够相互理解袁
而技术理性的出现促使人们总是为了达到既定的目

标去做一些事情袁这是人际交往关系异化的重要因素
之一遥交往理性是能够协调交往主体之间关系使之达
成相互理解的能力袁通过语言实现并且遵循社会交往
规范[23]遥 哈贝马斯认为袁人的语言用于表达现实和个
人感受尧想法以及帮助建立合理的人际关系遥 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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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的建立是最重要的袁只有建立了合理的人际
关系袁科技异化带来的影响才能更好地消除[24]遥

以交往为主的生活世界由文化尧社会和个性三个
层面构成袁为个人进行交往行为提供背景条件遥 其中
文化为交往创建沟通交流的信息和知识基础袁社会为
交往提供群体间的规范和秩序维护袁 个性则促进交
往个人融入社会群体[24]遥 在文化层面袁哈贝马斯将文
化称为知识储存袁文化是人类语言尧知识尧信息的集
合袁 作为理解与沟通的背景在社会交往中起基础性
作用袁 是推动交往行为发生的动力源泉遥 在社会层
面袁他将社会描述为合法的秩序袁交往主体在共同生
活的世界中遵循相同的规范袁 并形成共同的情感和
认知以达成交往共识[25]遥在个性层面袁哈贝马斯认为袁
野一切促使主体能够言说并且行动的动机和能力袁都
把它们归入个性结构冶[26]袁个体是共同体形成最基本的
要素袁对交往主体个性的承认与尊重构成交往共同体
形成的前提遥

数字化的生活世界作为现实生活世界的延伸袁同
样遵循上述的三维结构袁其中文化层面因数字技术的
内涵融合而进一步拓展了其涵义遥数字时代的社群作
为数字社会人际交往的单元袁同样具备社会性和主体
性袁并包含融合了技术性的文化特征遥因而袁从交往理
性的视角进行分析袁面向数字社会的社群都应具备数
字文化渊Digital Culture冤尧主体空间渊Individual Space冤
和社会秩序渊Social Order冤袁三者共同形成了数字社会
的架构渊即 CSS数字社会架构袁如图 1所示冤遥 该架构
为数字社会成员即数字公民在新时代的生存发展和

社会交往提供了可信机理袁同时袁成员也应具备相应
的胜任能力以适应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袁并积极促进
社会的良性发展遥

图 1 CSS数字社会架构

在 CSS数字社会架构中袁数字文化是社会成员在
数字时代进行社交并达成一致的社会认知基础袁代表
了成员在社群中形成的共同理解袁应当涵盖成员对技
术使用的基本工具意识袁以及规范使用技术进行社交
的数字技能和素养袁同时袁也包括对自身能够有效应
对未来技术的主体效能感遥主体空间承担着维护社群

成员的自身主体性和自我同一性的职责袁以确保他们
具有自由表达和参与沟通的能力袁成员在拥有明确自
我意识的基础上袁能够清晰识别自身价值以形成对自
我的身份认同袁同时袁在文化和制度的规范下实施行
为约束遥 社会秩序旨在规范成员的交往行为袁维护他
们的社会地位袁以促进相互之间的团结与协作遥同时袁
社会秩序也要求成员具有群体意识袁能够接纳和理解
社会交往中的多样化冲突与问题袁具备相应的社交情
感技能袁 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社交和积极参与社会活
动遥因此袁在数字社会架构的每个层面袁都暗含着社会
成员从个人意识培养到能力提升再到实践参与的动

态发展路径袁正是这种动态发展路径袁推动着社会成
员培养其自身在数字社会的胜任能力袁并推动数字社
会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而持续发展遥

三尧 学生社群的社会认知院数字文化

数字通信技术已深入渗透至人类社会生产和生

活的多个领域袁 为人际交往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袁数
字文化成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共享的社会认知基

础遥 在数字化的环境中袁个体需具备相应的工具使用
意识和技术应用能力袁 以迎接不断涌现的技术变革袁
确保其在数字环境中的适应性遥技术的飞速发展塑造
了一个信息丰富且多元的社会环境袁如何在数字世界
中良好生存尧自我发展且融入社会活动袁已经成为每
位公民所必备的能力遥

渊一冤工具意识院使用技术的基本认知
数字时代的人们被赋予数字公民身份袁即在数字

社会中运用技术进行学习尧工作和生活遥 数字公民是
利用数字技术参与社会活动并在数字社会生存的个

体袁拥有最基本的工具意识和技术使用意识袁能够定期
且有效地使用互联网遥 数字文化中的工具意识可以理
解为在数字时代个体对各种数字工具尧 技术和资源的
认知尧理解能力和应用意识遥具有胜任能力的数字公民
能够合法安全地使用数字工具袁适当且负责地运用数
字技术参与社会交往袁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遥

学生是数字公民教育的重要对象之一袁美国国际
教育技术协会先后发布了三个版本的 叶国家教育技术
标准院学生标准曳袁系统且全面地对于学生适应技术应
用以促进学习和生活的能力标准进行了描述遥 标准的
第一版于 1998年发布袁明确了新时代的学生应该具备
的教育技术知识与技能袁 包括技术的基本概念和应用
实践袁认识技术使用所涉及的社会和人文问题袁熟练
掌握技术效率工具尧通信工具以及研究工具袁同时袁具
有运用技术解决问题和进行决策的技能[27]袁这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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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充分强调了学生加强工具应用意识和技术意

识的必要性遥 叶标准曳的第二版于 2007年发布袁提出新
时代的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力素质包含交流与协作袁数
字化时代的公民职责和技术操作与概念理解等六大能

力[28]袁突出学生在新时代的数字公民身份以及技术意
识和技术理解的重要性遥于 2016年发布的第三版本则
提出数字时代的学生应当具备的素质能力包括赋能学

习者尧数字公民和全球协作者等七大能力[29]袁强调学生
应当让技术在自己达成学习目标和进行社会活动的过

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遥学生技术标准经历了 1998要2016
年的修改更新袁 每一版标准都强调学生应当具备基本
的技术意识和工具意识袁 将工具和技术使用融入学习
和生活袁 以更好地达成学习目标和进行数字时代的社
会交往尧 与他人进行交流协作遥 有意识地使用数字工
具袁关注数字技术和工具的更新袁是数字社会成员都应
具备的素质能力袁也是数字文化得以发展的基础遥

渊二冤数字素养院应用技术的合理规范
数字素养与工具意识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袁

工具意识构建了数字文化的基础袁数字素养在这一基
础上建立袁 强调在数字环境中合理规范地使用技术袁
确保社群成员能够有效地运用这些工具处理信息尧解
决问题并积极参与社会互动遥数字素养是学生核心素
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也是学生适应数字社会生存的基
础能力遥 在数字社会中袁个人获取信息的能力对于其
融入社会环境以及进行正常社交活动具有重要意义遥
随着信息的数字化以及网络社交的普遍化袁个人数字
素养和技能的提升也变得愈加重要遥
数字素养是信息素养的延伸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发布的叶数字素养全球框架曳中将数字素养解释为是通
过数字技术安全且适当地访问尧管理尧理解尧整合尧交
流尧评估和创建信息的能力袁是互相关联的数字技能的
集合遥并提出数字素养涵盖的七个素养域袁包括基本的
设备和软件操作能力尧 信息和数据素养尧 交流协作素
养尧数字内容创作素养尧安全素养尧问题解决能力以及
职业相关的技术应用素养[30]遥 其中交流协作素养强调
通过数字技术进行互动尧沟通和协作袁体现出技术使用
对于社会交往的重要性遥 而关于数字素养与技能掌握
程度的划分袁欧盟发布的数字素养框架从知识尧技能和
态度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解读袁 将其分为信息与数据素
养尧交流与合作素养尧数字内容创造素养尧安全素养和
问题解决素养袁并提出八个等级判断个人数字素养的
掌握程度袁分别为在全程指导下完成简单任务尧自主
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需要部分指导尧独立完成有明确规
定的任务尧独立完成能满足自我需要的任务尧能够指

导他人完成任务和解决问题尧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与
他人协作共同完成任务尧整合相关知识并指导他人使
用特定的方法解决问题尧能够在相关领域提出创新的
方法[31]遥 数字素养框架对于个人使用技术进行交流合
作提出了明确的能力要求袁 旨在让数字社会进行社交
活动的个人能够有效应用技术尧选择合适的工具尧采取
恰当的沟通策略袁积极利用技术优势与他人交往合作遥

渊三冤主体效能院驾驭技术的内在驱动
主体效能是个体对于自己能够完成特定任务或

达成特定目标的信心和信念袁而在数字文化中的主体
效能可以被理解为个体对于使用数字工具尧应对数字
技术变革和挑战的信心以及对于自己在数字化环境

中实现目标的信任感遥数字技术的主体效能感对于个
人数字素养提升起着关键作用[32]袁同时袁也显著影响了
个体运用数字技术参与社会活动的意愿遥 由于排斥数
字技术应用而脱离数字社会的人群袁 难以得到技术应
用带来的益处袁导致其参与社会的能力逐渐减弱[33]袁极
大加深了数字鸿沟袁也增加了人际交往的冲突遥

针对数字技术排斥以及数字鸿沟扩大的现象袁数
字包容的概念由此而生遥 国际电信联盟提出数字包容
的目标是保证每个人都能从数字技术及其应用系统中

受益袁因而所有人都应具备适当的数字技术应用技能
且享有平等的机会遥从国际政策关于数字包容的分析
和应用政策角度进行分析袁数字包容应当包含关于数
字技术的准备尧就绪和参与[34]遥 其中数字就绪的维度中
明确提出要增强公民对于数字技术使用的信心以提

升主体效能感袁并通过完善数字服务尧普及数字教育
并保护公民数字隐私以实现该目标遥具备较高效能感
的个人则将逐渐提升数字技能水平以克服数字挑战袁
更积极地融入社交活动袁共同构建和谐的社交社群遥

四尧 学生社群中的个体发展院主体空间

社群成员的个人主体性是推动社群发展和延续

的动力袁独立个体的重要特征是拥有自我意识遥 拥有
独立自我意识的主体在与他者和世界的交互中找到

自我的身份认同遥由于每一位个体成员都具有自己独
立的意识和不可消溶性袁如果一味强调主体意识的彰
显袁必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遥因此袁需要看到不同主体
之间的差异性袁并通过行为约束来促进主体间的和谐
沟通和交往遥

渊一冤自我意识院个人主体的内在表征
自我意识对于一个人的个性发展与行为决策具有

重要意义袁高度决定着个人对于环境的行为反应[35]遥意
识是建立在最直接尧最可靠的知觉基础上的[36]袁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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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自身的认识和主观能动性袁 对环境作出的反
应遥数字技术为学生的自我意识呈现提供了更多的工
具平台和空间袁进而产生了基于数字化表达的自我意
识新形态遥数字自我是自我意识经过数字化之后在网
络空间中存在的一种样态袁是真实自我的一种数字展
现[37]袁是数字时代中自我意识的一种延伸遥 例如通过
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袁学生可以在数字世界中有意
识地构建自己的身份和形象特征遥

在学生社群中袁自我意识在明确个体定位尧促进
学生自我表达和个性展示尧理解他人和隐私的自我保
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遥自我意识有助于个体在
数字网络社群中明确自己的定位和角色袁个体可以根
据自己的兴趣尧技能和目标选择参与的社群袁并与志
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和互动袁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交关
系和支持网络遥自我意识也能使个体更好地认识自己
的兴趣尧价值观和特点袁并在数字网络社群中进行自
我表达和个性展示遥 同时袁自我意识有助于个体更好
地理解他人的观点尧情感和需求袁通过意识到自己的
存在和独特性袁个体可以更容易与他人建立共情和共
鸣袁促进有效的沟通和互动遥最后袁自我意识有助于个
体保护自己的隐私和个人信息袁使个体可以更加警觉
地注意自己在数字网络社群中的信息披露和隐私保

护袁避免受到网络骚扰尧欺诈或侵犯遥
渊二冤身份认同院个人价值的整体把握
人与人之间往往通过商谈或交往形成共同体袁并

在与他者的交往和互动中对自我进行反身性的思考

和理解遥 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袁个体确定自身与他
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对立或者互补袁进而表达和协
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袁 明确自我在群体中的位置[38]遥
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深植于社会袁是每个人根据自身
经历进行反思尧总结和理解形成的自我概念[39]遥 这种
自我概念在日常生活场景中不断产生的反思性活动

的促进下得以创造和维持袁也促使个体保持对自我身
份认同的维持遥

自我身份认同是在个人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进

行持续反思性思考而形成的袁不仅是对自身整体性的
把握和理解袁还是对自身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定
位的明确认知袁只有在建立社会和个人之间某种联系
的基础上袁自我身份认同才得以实现[38]遥 在数字生活
世界中袁身份认同对于促进归属感和社群参与袁增强
凝聚力和促进共识袁推动社群间的交流和互动有着重
要的意义遥身份认同使个体能够感知自己与特定社群
的关联和归属感袁通过与特定社群的身份认同袁个体
可以更积极地参与社群活动尧互动和讨论袁从而获得

社交支持和满足感遥 同时袁身份认同有助于形成群体
凝聚力和共同目标袁通过共享相似的身份认同袁个体
可以与其他成员建立联系袁 形成紧密的社交网络袁并
共同追求共同的兴趣尧目标和价值观遥最后袁身份认同
对个体在数字网络社交社群中的交流和互动效果具

有重要影响袁基于共同的身份认同袁个体可以更好地
理解和被他人理解袁促进更有效的沟通和互动遥

渊三冤行为约束院个人交往的规范管理
在现代社会中袁随着主体意识的彰显袁主体滋生

的膨胀可能会导致某一领域对其他领域的野侵犯冶袁因
此袁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就显得尤为重要遥 行为约束是
独立个体有意识地对自己的行为尧情绪和欲望进行控
制和管理的能力袁涉及个体内部的自我管理和自我调
节过程以遵守社会规范遥自身行为约束可以帮助个体
在面临冲突或挑战时袁抑制自己的冲动和欲望袁从而
采取更符合自己价值观和社会期望的行为遥

在数字社会中袁行为约束在维护社群秩序和公共
道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遥行为约束可以促使个体
在数字网络社群中遵守公共规则和道德准则袁通过对
自身的约束袁个体可以避免恶意攻击尧辱骂尧谣言传播
等不当行为袁促进友善和文明的网络环境的形成遥 并
且袁对于自身的约束可以帮助个体在情绪激动时保持
冷静袁避免过度攻击或伤害他人的言辞袁促使个体可
以更加谨慎地思考自己的行为后果袁避免冲动或不适
当的行为袁维护良好的社群氛围和互动环境遥 除此之
外袁行为约束可以敦促个体在数字网络社群中对信息
进行审慎判断和筛选袁 避免盲目转发和传播虚假信
息尧谣言等不实内容袁可以成为负责的信息传播者袁维
护网络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袁与他人进行良好的互
动和交流袁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遥

五尧可持续发展学生社群的互信机理院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对于社会和谐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袁是
数字社会社群运行的可信机理袁 即社群成员可信赖尧
可依靠的秩序保障遥秩序的核心在于规范社群成员的
交往行为袁维护成员的相互关系和地位袁从而促进团
结与协作的形成遥 个体在对于社会结构尧多样性文化
和价值观以及社会规范的认知和理解基础上袁具备一
定的社交情感技能以有效地与他人进行社交互动袁理
解和应对不同的观点和文化袁与社群成员共同参与社
会活动袁维持社群的有序和谐遥

渊一冤群体意识院多元文化的理解接纳
群体意识可以被理解为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对于社

会结构尧社会文化尧价值观和规范的认知袁能够理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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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同文化背景和环境的他人袁并与之共情遥 个人群
体意识的存在使得自身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决

策将如何影响周围社会环境和他人袁以此形成对他人
观点和感受的理解与包容袁 在社交互动的过程中则表
现出更加注重社会规范和秩序的行为遥 群体意识能够
促进个人对于社会共同利益的考量袁 帮助个体更好地
融入社交群体袁建立健康尧共融和互动的社会关系遥 这
种理解与接纳的过程为社会互动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基

础袁也有助于形成更加开放尧包容和积极的社会氛围遥
群体意识促使个体能够反思自身的文化观念和

偏见袁超越单一文化的视野袁认识到每个文化都有其
独特的价值和贡献袁 这种认知有助于打破文化隔阂袁
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袁个体则能够更好地
在多元文化环境中进行交流袁减少误解和冲突袁建立
更加融洽的社交关系遥个体群体意识的培养同时能够
激发自身对社会不平等和歧视的关注袁通过了解和认
识不同文化所面临的挑战袁个体更容易成为社会公正
的倡导者袁促进包容性和平等的社会发展遥 群体意识
的提升使人们更加敏感于文化差异袁鼓励个体以平等
和尊重的态度对待每个文化成员袁共同创造一个充满
包容和互相尊重的社会空间遥 综合而言袁群体意识关
注个人对于多元文化的理解与接纳和对他人的包容

与共情袁 是个人从自我走向社会交往的重要认知跨
越袁也是社会规范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基础遥

渊二冤情绪驾驭院人际交往的情感技能
情绪驾驭是个体进行社会交往的关键能力袁 不仅

指的是能够适时控制自身情绪袁 更重要的是能够为他
人带来积极的情绪影响遥学术尧社会与情感联盟提出社
会与情感能力袁 并将其描述为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
程中袁能够有效驾驭自己情绪尧建立积极人际关系尧作
出负责任的决策以解决社会生活中各种问题的能力遥
其内容包括认识自己的情绪和价值观曰 设定和实现目
标袁处理情绪以促进相关任务的完成曰理解和共情他人
的观点和感受曰 在团队中既能够作为领导者和团队成
员有效完成工作袁又能合理解决冲突曰在社会交往行为
中作出合乎道德且有建设性的选择[40]遥 英国教育与技
能部则认为袁 社会和情感方面的学习是一种全面综合
的方法袁能够帮助个人有效管理生活和学习袁促进其自
身的社会与情感技能发展袁其中包含了解和重视自我袁
理解自身的想法和感受曰管理自身情绪袁能够应对且转
变消极情绪袁提升自我的积极情绪曰努力迈向目标袁坚
持不懈袁保持乐观曰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袁重视并支
持他人曰建立并维护人际关系袁解决问题[41]遥 情绪驾驭
能力旨在培养个体感知自己和他人情绪袁 维持良好的

社交关系袁以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遥
目前袁 多数国家通过开展多样化的社会情感学习

实践来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社会和情感能力遥学术尧社会
与情感联盟指出袁 社会情感学习最好的实践是有效的
课堂教学袁学生在课堂内外积极参与各类活动袁以及广
泛的家长和社区参与项目的规划尧实施和评估[42]遥 这
种综合的实践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全面的社会与情

感技能袁通过课堂的学习活动以及学生在实际项目中
的参与袁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情感尧建立积极
的人际关系袁同时也能够在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中实际
运用这些技能遥 同时袁家长和社区的积极参与则可以
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社会情感学习机会遥

渊三冤社会参与院社交活动的积极推进
个人的社会参与是指在社群中积极融入各种社

会活动并有效进行人际互动袁社会参与能力是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遥 叶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
究报告曳提出袁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袁并将中国学生发
展的核心素养分为文化基础尧 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袁
强调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和实践能力[43]袁提高学生参与
社会活动的积极性袁使学会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遥 在当
下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袁培养学生的社会参
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显
得尤为重要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袁国家教育系统
面临的重要挑战就是让每位社会成员认识到自己的

公民身份袁形成对于社会事务的责任意识 [44]袁引导学
生进行社会参与袁帮助学生构建自我与他人尧个体与
社会之间有机的联系曰使学生学会处理好自我与社会
的关系袁认知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袁关心
社会公共事务袁以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遥

社会参与对于推进社群活动也具有关键作用袁个
体通过积极参与社会事务袁 能够深度融入社会生活袁
增强对社会事务的了解和关注袁从而推动社交群体的
全面发展和不断变革遥 而且袁社会参与能够激发社会
创新和个体问题解决的能力遥 通过各种形式的参与袁
能够给个体带来新的想法和方法袁为社群发展提供创
新的动力袁推动社群朝着更加可持续和创新的方向迈
进遥此外袁社会参与有助于构建社群内部凝聚力袁促进
成员的相互合作遥 综上所述袁社会参与不仅在个体层
面激发社群成员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愿望袁也在整体
上为社群的持续发展和进步提供重要支持遥

六尧结 语

数字技术发展引起的变革涉及人类生活的各方

面袁信息空间和原有的人类社会尧物理空间相互融合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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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我们所处空间的二元结构转化为三元结构袁学生的
成长空间也因技术的介入而得到拓宽袁网络社群成为
数字时代学生成长的主要空间遥受到科学技术发展的
影响袁当代学生在互动交往中直面技术理性导致的人
际交往异化和主体性丢失问题遥针对当前的交往异化
问题袁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对数字社会社群
进行分析袁可以提出包含数字文化渊Digital Culture冤尧
主体空间 渊Individual Space冤 和社会秩序 渊Social
Order冤的 CSS数字社会架构袁该架构为数字社会成员
的能力发展提出了明确需求袁 也为成员适应技术发
展尧胜任数字公民提供了规范保障遥 数字社会架构中
的各层面相互影响尧相互作用袁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
展曰与此同时袁各层面都包含着社会成员为胜任数字
公民袁从意识到能力再到实践的动态发展路径遥

首先袁数字文化作为数字时代社群形成的知识背
景袁是成员共享信息尧知识和价值观的基础遥 工具意
识尧数字素养和主体效能相互促进尧互为因果袁共同构
成数字文化的总和遥工具意识为数字素养提供了必要
的工具基础袁而数字素养的提高又增强了对工具意识
的深入理解和更有效的利用袁主体效能作为信心和信
念的体现袁 受到工具意识和数字素养的双重支持袁从
而促使个体更有信心地面对数字世界中的各种情境

和挑战遥 三者相互交织袁构建起了数字社会的文化基

础袁也推进着社会文化的持续改进遥
其次袁主体空间保障社会成员的个性发展袁维护其

自身主体性和自我同一性遥自我意识尧身份认同和行为
约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袁 自我意识为身份认同提供了
认知的基础袁 而自身行为则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规范
了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袁 这种相互支持促进社
群成员在主体空间中更加平衡地发展个性遥 三者处于
动态平衡的关系袁 个体在数字社会中的经验和社交互
动的不断变化袁个体的自我意识尧身份认同感和行为约
束力也会相应地调整和演化袁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交
环境袁形成个性发展的同时也共同演绎着数字文化遥

最后袁 社会秩序为社群运行提供了可信机理袁积
极推动社交活动的可持续发展遥 群体意识尧情绪驾驭
和社会参与作为关键组成部分袁形成了良性循环遥 群
体意识为个人的情绪驾驭和社会参与提供了认知基

础袁个体通过对社会结构和规范的理解形成积极的情
感态度袁并愿意更加主动地参与社会活动遥 情绪驾驭
能力的提升和社会参与经验的积累反过来又深化了

个体对社会的认知袁提高了个体的群体意识遥 社会秩
序是通过群体意识的传递尧社会情感的共鸣和社会参
与的实践共同构建和维护的袁 三个要素相互支撑尧相
互促进袁共同塑造社会秩序的复杂关系袁共同构建了
数字社会中的交往制度和规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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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hared destiny is a distinctive symbol of today's world,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soci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expanded the space for students' growth. Digital interac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form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for contemporary students, and digital communities have become the main space
of students' growth. However, this also causes students to face the alienation of interaction and the loss of
subjectivity brought about by digital social interac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CSS architecture
for digital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covering three dimensions of Digital
Culture, Individual Space and Social Order, which provides a credible mechanism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society member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this
study analyzes in detail the competencies that individuals should have for digital society, specifically
including tool awareness, digital literacy and subject efficacy in Digital Culture; self-awareness, identity
and behavioral constraints in Individual Space as well as group consciousness, emotional managemen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Order.

[Keywords] Digital Society; Social Community; Student Interaction Behavior;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Student Growth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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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ing Chaos with Resilienc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Governance
System and Its Practical Logic in the Perio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LU H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Abstract]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perio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faced with the potential
risks caused by the deep penetration of non -complianc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the dilemma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so it is urgent to build a resilient intelligent technology governance system. In
order to find out how the multiple educational actors involved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actice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this study interviewed expert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on the
governanc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sorted out the governance logic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from the
multiple perspectives of "recognition", "action" and "expectation". This study has formed a resilient
intelligent technology governance system and its operation model, including core rules, dynamic structure,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realization process. Among them, the core rules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governance
lie in clarifying the governance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the power structure focuses on the intervention mode
and governance subject,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technical norm and subject
regul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al social experiments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governance.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olicy formulation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and to
provide action guidelines for practitioners involved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ith a view to minimizing the
risk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and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dig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Resilient Governance;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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