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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梦”‚并指出其核心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承载和践行“中国梦”的生力

军，当代中国大学生对“中国梦”的认知如何？新闻媒介等信息传播渠道对其认知的影响如何？

本研究首次对这一重要问题予以实证地考察、分析。

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有关“中国梦”的研究近来在我国形成热潮，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实现目标和价

值观角度，解读和辨析“中国梦”的本质与内涵；认为，“中国梦”富涵多个维度；与美国梦、

欧洲梦等不同，“中国梦”强调的是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连接；“中国梦”与世界梦紧密联

系[1]；二是探寻实现“中国梦”的有效路径；提出国族一体化是构建“中国梦”的重要基石[2]；应

通过构建 “法治中国梦”、“文明中国梦”等组成层次丰富的“中国梦”[3]；三是讨论“中国

梦”对大学生思想教育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4]。

有关大学生对“中国梦”认知的实证研究，则主要聚焦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描述大学生

对“中国梦”认知的基本情况[5]；二是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及个体心理和身份差异所导致大学生对

“中国梦”认知的差异；如，性别、年级、专业、干部身份、党派等在大学生“中国梦”认知上

的不同；自我满意度、亲社会倾向、命运自我掌控感、个体化程度、宗教参与度和命运受掌控感

【摘 要】通过网络随机调查，本文实证地考察、分析了中国大学生对“中国梦”的认知。研究发现，大学生对

“中国梦”的了解和关心程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大学生获取“中国梦”信息的渠道较为多元，主要是电脑网络、电视

和学校教育；学校教育是他们对“中国梦”内涵、理论意义以及中国梦与个体关系认知的主要渠道，其次是网络媒体和

传统媒体。如何有效建构“中国梦”与大学生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传统媒体在内的信息传播渠道需要共同面对的传播问

题，只有解决好这一问题，才能使大学生对“中国梦”既了解又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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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与大学生“中国梦”认知的相关性等[6]。

上述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并为从以下两个方面丰富“中国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

考。一方面，目前尚未有针对全国大学生有关“中国梦”认知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更为重要

的是，目前研究缺乏从信息传播角度探究大学生对“中国梦”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媒介效

果研究，媒介在反映外部世界，以及帮助人们形成对外界事物的态度、情感和认知方面，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7]，已有研究证实，媒介接触行为影响着中国大学生在个体层面和集体层面，对国

家与民族的印象的认知[8]。

因此，本研究从新闻媒介使用与信息传播的理论视角，实证地考察中国大学生对“中国梦”

的认知以及新闻媒介等渠道信息传播的影响，以期丰富和拓展“中国梦”的相关研究。

研究问题一：大学生对“中国梦”的了解与关心情况如何？

研究问题二：大学生对“中国梦”认知情况如何？

研究问题三：新闻媒介等渠道的信息传播对大学生有关“中国梦”的认知的影响如何？

研究方法

为回答上述问题，2013年6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精确新闻报道课题组，采用分层随机抽样、

邀请登入网站填答的方法，对来自全国19个省份，包含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云

南大学等“985”、“211”类45所本科院校的2221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当代大学生与“中

国梦”》的网络问卷随机调查。本文对该调查收集的数据展开了以下相关分析，在95%置信水平

下，数据误差在正负2.1%之间。

研究发现

（一）大学生对“中国梦”的了解和关心

本次调查对“中国梦”的了解、关心测量的取值区间为1-5，选项为“不了解（关心）、不

太了解（关心）、一般、比较了解（关心）、了解（关心）”。结果（见表1）显示，当前大学

生对“中国梦”的了解、关心介于“一般”与“比较了解”（均值为3.26，标准差为1.05）、

“比较关心”之间

（均值为3.18，标准

差为1.03），了解的

程度略高于关心的程

度。 

结果（见图1）同时显示，大学

生获得“中国梦”信息的渠道，最主

要的是电脑网络（占比为59.9%）、电

视（49.6%）和学校教育（37.0%）；

其次是报纸（3 3 . 6 %）、手机网络

（32.1%）和户外宣传（横幅、海报、标

语等）（29.2%）；然而，同辈、朋友

（11.9%）、家人或其他长辈（5.1%）等

人际传播的比例较低。

 
 

表 1、大学生对“中国梦”的了解与关心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您对“中国梦”了解么 3.26 1.05 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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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大学生获取“中国梦”信息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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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大学生对“中国梦”的了解与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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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生对“中国梦”的认知

当前理论界和新闻媒体均对“中国梦”做了较为详尽的阐释；并主要认为，“中国梦”的核

心在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包涵大梦（集体梦）、小梦（个体梦）两个层面的内容，前者指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后者指人民幸福，两者缺少哪一个，都不能称之为“中国梦”[9]。

本研究相应地从三个层次考察大学生对“中国梦”的认知：一是对“中国梦”内涵阐释的认

同，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同；二是对“中国梦”理论意义表述的认同，即“中国梦”与民族

梦、世界梦等之间的关系；三是“中国梦”与大学生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现实生活中大学生如

何践行“中国梦”的认同。

本研究共采取了21个问题对此

进行测量，选项从非常不同意到非

常同意，相应赋值为1到5。

结果显示（见表2），大学生

对“中国梦”的认知，内涵阐释的

认同最高（均值为4.05，标准差

为0.91）；其次是理论意义表述

的认同（均值为3.93，标准差为

1.01）；最后是关系表述的认同

（均值为3.64，标准差为0.97）。

大学生对内涵阐释的认同，

排在第一的是“中国梦”必须紧紧

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

民造福（均值为4.18，标准差为

1.03）；第二是“中国梦”追寻的

是“民族梦、民主梦、法治梦、幸

福梦”（均值为4.16，标准差为

1.03）；第三是广大青年是“中国

梦”的践行者（均值为4.14，标准

差为1.03）；第四是实现“中国

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

神，凝聚中国力量（均值为4.08，

标准差1.04为）；第五是实现“中

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均值为4.04，标准差1.14为）；

第六是“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

民，而且造福世界各国（均值为

3.68，标准差为1.19）。

大学生对理论意义表述的认

同，排在第一的是“中国梦”有利于激发中国人民发展国家、振兴民族的热情（均值为4.03，

标准差为1.07）；第二是“中国梦”有利于凝聚中国人民，凝聚中华民族（均值为4.00，标准差

为1.09）；第三是“中国梦”有利于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共识（均值为3.91，标准差为

1.12）；第四是“中国梦”有利于升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目标、执政宗旨、执政方略（均值为

3.90，标准差为1.17）；第五是“中国梦”反映了全世界华人的共同心声、共同愿望、共同意志

（均值为3.82，标准差为1.16）。

大学生对关系表述的认同，排在第一的是我认为实现个人的梦想也是实现“中国梦”的一

表2、大学生对“中国梦”的内涵、理论意义与个体关系的认知

 
 

表 2、大学生对“中国梦”的内涵、理论意义与个体关系的认知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中国梦”内涵阐释的认同 4.05 0.91 2180 

“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

造福 

4.18 1.03 2209 

“中国梦”追寻的是“民族梦、民主梦、法治梦、幸福

梦” 

4.16 1.03 2213 

广大青年是“中国梦”的践行者 4.14 1.03 2205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

中国力量 

4.08 1.04 2205 

实现“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04 1.14 2212 

“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各国 3.68 1.19 2211 

“中国梦”理论意义表述的认同 3.93 1.01 2188 

“中国梦”有利于激发中国人民发展国家、振兴民族的

热情 

4.03 1.07 2209 

“中国梦”有利于凝聚中国人民，凝聚中华民族 4.00 1.09 2206 

“中国梦”有利于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共识 3.91 1.12 2205 

“中国梦”有利于升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目标、执政

宗旨、执政方略 

3.90 1.17 2201 

“中国梦”反映了全世界华人的共同心声、共同愿望、

共同意志 

3.82 1.16 2209 

 “中国梦”关系表述的认同 3.64 0.97 2154 

我认为实现个人的梦想也是实现“中国梦”的一部分 3.98 1.10 2212 

我觉得中国大学生群体与实现“中国梦”的关系密切 3.90 1.10 2214 

我觉得大学生群体是实现中国梦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3.81 1.10 2215 

我对实现“中国梦”有信心 3.74 1.13 2217 

我愿意贡献我的一切力量来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3.70 1.15 2196 

我觉得自己对实现“中国梦”有作用 3.64 1.13 2218 

“中国梦”让我更加具有国家归属感 3.60 1.20 2216 

“中国梦”让我更关注时事情况 3.43 1.24 2212 

我喜欢参与“中国梦”相关活动 3.33 1.25 2218 

“中国梦”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影响 3.28 1.26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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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均值为3.98，标准差为1.10）；第二是我觉得中国大学生群体与实现“中国梦”的关系

密切（均值为3.90，标准差为1.10）；第三是我觉得大学生群体是实现中国梦的最重要的一部

分（均值为3.81，标准差为1.10）；第四是我对实现“中国梦”有信心（均值为3.74，标准差

为1.13）；第五是我愿意贡献我的一切力量来推动“中国梦”的实现（均值为3.70，标准差为

1.15）；第六是我觉得自己对实现“中国梦”有作用（均值为3.64，标准差为1.13）；第七是

“中国梦”让我更加具有国家归属感（均值为3.60，标准差为1.20）；第八是“中国梦”让我更

关注时事情况（均值为3.43，标准差为1.24）；第九是我喜欢参与“中国梦”相关活动（均值为

3.33，标准差为1.25）；第十是“中国梦”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影响（均值为3.28，标

准差为1.26）。

（三）传播对大学生“中国梦”认知的影响

本研究将大学生获取“中国梦”信息的媒介渠道，归为传统媒体（电视、报纸、广播、杂

志）和网络媒体（电脑网络、手机网络）两类；同时，考虑到学校教育对大学生认知“中国梦”

的独特作用，将其作为又一种重要渠道予以分析。为此，本研究比较了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学

校教育三种渠道信息传播对大学生有关“中国梦”的了解、关心与认知的影响（结果见表3）。

在对“中国梦”的了解和关心方面，通过传统媒体与不通过传统媒体获取“中国梦”信息

的大学生之间，在对“中国梦”的了解（均值分别为3.17、3.01，标准差分别为0.95、0.82，

P<.01）和关心（均值分别为3.06、3.12，标准差分别为0.88、0.93，P<.01）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而是否通过网络媒体获取“中国梦”信息的大学生之间，以及是否通过学校教育获取“中国

梦”信息的大学生之间，在对“中国梦”的了解和关心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同 时 ， 我 们 可 以 看

到，第一，通过传统媒体、

网络媒体与学校教育获取

“中国梦”信息的大学生对

“中国梦”的了解均高于关

心的程度；这与前述整体上

大学生对“中国梦”的了解

和关心程度的差异相一致。

第二，对“中国梦”了解的

程度，从网络媒体和学校教

育获取“中国梦”信息的大

学生（均值都为3.26，标准

差分别为0.41、0.37），高

于从传统媒体获取“中国

梦”信息的大学生（均值为

3.17，标准差为0.95）。第

三，对“中国梦”的关心程

度，通过学校教育获取“中国梦”信息的大学生最高（均值为3.23，标准差为0.36），其次是通

过网络媒体获取“中国梦”信息的大学生（均值为3.16，标准差为0.40），最后是通过传统媒体

获取“中国梦”信息的大学生（均值为3.06，标准差为0.88）。

在对“中国梦”的认知方面，通过传统媒体与不通过传统媒体获取“中国梦”信息的大

学生之间（均值分别为4.01、3.75，标准差分别为0.84、0.90，P<.05），以及通过学校教育

与不通过学校教育获取“中国梦”信息的大学生之间（均值分别为4.03、3.67，标准差分别为

0.97、0.90，P<.05），在对理论意义表述的认同上存在显著差异；通过网络媒体与不通过网络

媒体获取“中国梦”信息的大学生之间（均值分别为4.07、3.11，标准差分别为0.89、0.87，

 
 

表 3、不同信息传播渠道对大学生有关“中国梦”的了解、关心和认知的影响 

 

 传统媒体 网络媒体 学校教育 

 接触 不接触 接触 不接触 接触 不接触 

 均值（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您对“中国梦”了解么 3.17** 

（0.95） 

3.01** 

（0.82） 

3.26 

（0.41） 

2.97 

（1.02） 

3.26 

（0.37） 

2.97 

(0.78) 

您对“中国梦”关心么 3.06**

（0.88） 

3.12** 

（0.93） 

3.16 

（0.40） 

2.84 

（0.95） 

3.23 

（0.36） 

 3.01 

(0.83) 

“中国梦”内涵阐释 

的认同 

4.17

（0.74） 

4.10 

（0.89） 

4.07* 

（0.89） 

3.11* 

（0.87） 

4.13 

（0.89） 

3.99 

(0.84) 

“中国梦”理论意义表

述的认同 

4.01* 

(0.84) 

3.75* 

（0.90） 

3.94 

（0.99） 

3.69 

(0.79) 

4.03* 

（0.97） 

3.67* 

(0.77) 

 “中国梦”关系表述的

认同 

3.80 

(0.87) 

3.69 

（0.76） 

3.64 

（0.98） 

3.57 

(0.79) 

3.71 

（0.95） 

3.45 

(0.89) 

*p<.05，**p<.01 

 

表3、不同信息传播渠道对大学生有关“中国梦”的了解、关心和认知的影响

*p<.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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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在对内涵阐释的认同上存在显著差异。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首先，通过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学校教育渠道获取“中国梦”信

息的大学生，对内涵阐释的认同，依次高于对意义表述和个人关系表述的认同；这与前述整体上

大学生对这三种认同的排序相一致；其次，对内涵阐释的认同，通过传统媒体获取“中国梦”信

息的大学生（均值为4.17，标准差为0.74），依次高于通过学校教育（均值为4.13，标准差为

0.89）和网络媒体（均值为4.07，标准差为0.97）获取“中国梦”信息的大学生；再次，对理论

意义表述的认同，通过学校教育获取“中国梦”信息的大学生（均值为4.13，标准差为0.89），

依次高于通过传统媒体（均值为4.01，标准差为0.84）和网络媒体（均值为3.94，标准差为

0.99）获取“中国梦”信息的大学生；最后，对关系表述的认同，通过传统媒体获取“中国梦”

信息的大学生（均值为3.80，标准差为0.87），依次高于通过学校教育（均值为3.71，标准差为

0.95）和网络媒体（均值为3.64，标准差为0.98）获取“中国梦”信息的大学生。

结论与讨论

（一）大学生对“中国梦”的了解程度略高于关心程度，两者都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以90后为主体的当代大学生，生长于全球化的背景下，他们缺乏困难时期的磨练，更未经

历中国社会重大变革之时的思想冲击；他们享受着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诸多益

处；正因如此，他们一直被诟病为“缺乏理想、没有信仰”，同时又“过分自我和追求个性”的

一代。在构建以“中国梦”为中国核心思想价值观的今天，我们亟需了解大学生如何看待“中国

梦”及其与“中国梦”的关系。本研究显示，中国大学生对“中国梦”的了解和关心程度一般，

了解程度略高于关心程度。

本研究发现，电脑网络、传统媒体中的电视、学校教育，是大学生获取“中国梦”信息的

重要渠道；学校教育、网络媒体、传统媒体，是影响大学生对“中国梦”的了解、关心依次重要

的渠道。有趣的是，传统媒体对大学生有关“中国梦”的了解和关心的影响产生矛盾的结果；相

比而言，从传统媒体获取“中国梦”信息的大学生，对“中国梦”更了解；从传统媒体获取“中

国梦”信息的大学生，对“中国梦”更不关心。这一结果反映出，一方面，传统媒体促进了大学

生对“中国梦”的了解，另一方面，如下所述，如何有效建构“中国梦”与大学生个人之间的关

系，是传统媒体在内的信息传播渠道需要共同面对的传播问题，唯有解决好这一问题，才能使大

学生对“中国梦”既了解又关心。

（二）大学生对“中国梦”的内涵阐释、理论意义认同高，关系表述认同略低

“中国梦”包含大梦和小梦，两者缺一不可。90后的大学生，对于“小梦”的建构和实现并

不陌生，他们往往被视为“Me Generation”（自我的一代），追求行为和结果的个人取向；然

而，对于“大梦”的实现，他们是否关心、在意，甚至付诸行动？

本研究显示，大学生对“中国梦”的内涵阐释、理论意义表述的认同均较高，对个人与“中

国梦”关系表述的认同相对略弱。他们能在较为充分理解“中国梦”是“民族梦”这一内涵的基

础上，认识到“中国梦”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有效路径；“中国梦”与“世界梦”并不背离；个人

梦想的实现，必须依托“中国梦”。同时，大学生普遍认同自己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一分

子；对实现“中国梦”有信心；愿意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推动“中国梦”的实现。他们充分认

知到，“中国梦”使自己更具有国家归属感；对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上研究结果，一方面表明，新时代的大学生，作为未来中国发展的中坚力量的中流砥柱，

能够在人生发展的关键阶段建立自己对国家、民族和个体命运的正确认识和价值判断；另一方

面，他们高度认同广大青年是“中国梦”的践行者，却对个人与“中国梦”关系表述的认同相对

略弱，这一冲突结果，说明有关“中国梦”的宣传和理论解读十分重要，我们需要继续推进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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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工作，有效建构“中国梦”与大学生个人之间的关系。

（三）学校教育和传统媒介对大学生“中国梦”的认知发挥重要作用

当前，网络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正在重塑着人们的生活。大学生作为我国网络新媒体的主要

使用人群，无论在接触网络的频次还是接触内容的丰富程度方面均较高[10]。那么，究竟是网络媒

体还是传统媒体或是其他信息渠道对形成大学生有关“中国梦”的认知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

本研究显示，网络媒体对大学生关于“中国梦”的内涵阐释的认同产生显著作用，学校教

育、传统媒体对大学生关于“中国梦”的理论意义表述的认同产生显著作用。但是，这三种信息

传播渠道对大学生关于“中国梦”的关系表述的认同都没有影响，这将影响大学生对“中国梦”

的完整、准确认知，甚至影响大学生对“中国梦”的关心和践行。

本研究发现，综合而言，上述三种信息传播渠道中，网络媒体对大学生关于“中国梦”的认

知的影响最小，虽然它是大学生获取“中国梦”信息的首选渠道。这提示我们，在加强学校“中

国梦”宣传教育的同时，我们也应充分重视网络媒体这一平台，通过“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

设，唱响主旋律”，呈现内容和形式多元的能深受大学生喜爱和广为接受的“中国梦”思想教育

作品，真正走入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当中，潜移默化地引导影响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