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的公民健全心理发展挑战和优化路径

[摘 要] 随着信息时代向数字化方向迈进，信息技术快速更迭，各行各业经受的不同影响使以人为

主体的社会不断变迁，人的心理状态也随之迎来严峻挑战，体现为科技发展与环境适应间的不均衡、

文化行业从业者的危机心理以及文化信息接受者的负向情感等。在这一背景下，面对科技与文化的结

合，不同视角下公民心理健康育成和维系面临着不同的困难。就民众而言，需要应对自控力缺失、自

我认知偏离、群体依附性和精神空虚等风险。而整体环境则面临内容鱼龙混杂和传播不当、恶性竞争

和信息壁垒严重、情绪利用和舆论操纵泛滥的挑战。基于社会发展和教育新样态，要不断更新公民素

养框架，融入符合时代发展的核心素养，创建合理的高级模型，制定相应测评基准和层级，关注个体

的主观感受与心理健康程度，全面提升社会文明度，培养身心健康的新时代高素质公民，凝聚家庭、

学校和社会力量共同打造健康数字文化环境，推动建立数字时代文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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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公民作为文化架构与文化

享受的参与者，其感知与思维的稳定与变化无疑是需要关注的重点之一。提高国家软实力，增强国家

核心竞争力，文化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1] 124-127。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数字化这一概念被多次提

及，而文化数字化战略作为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动力之一，如何以创新科技实施文化

惠民工程，如何健全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数字化时代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把握文化重心，实

现持续全面发展，无疑是需要重点关注与研究的[2]。为此，建设与维系一个健康安全的数字化信息环

境至关重要。而要确保信息环境的良性循环，必然要求作为使用者和建设者的人类拥有健康理性的心

理认知与行为能力，以应对纷杂的数据洪流带来的冲击。与此同时，科技的飞速发展也易引发人的信

息过载与认知困倦，让人蒙蔽于虚假信息的骗局；虚拟关系的飞速增长使社交压力进一步扩大，舆论

暴力以新的形式加剧负面情绪的产生，各种网络沉迷现象等挑战纷至沓来，要求我们基于问题分析找

寻合适的方向，创造支持和鼓励特定个体、组织或社区成长发展的容纳性环境，推动文化数字化建设

与公民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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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数字化的飞跃为文化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而文化数字化战略也推动了文化本身的发展。有学

者提到，信息生产群体扩散为大众[3] 114-134+204-205，而随着文化场域中碎片化和虚假性信息的增

多，文化图景中的痛点依然存在，民众存在思维零散化、主动性迷失、个体性模糊、信任感缺失等问

题，需要人们反思和重构，并加强建设和谐的网络空间[4-7]。同时，从业者需要更好地塑造自身、创

建良好的资源环境、改良传播内容、创新更好的大众对接形式[8-10]，建构伦理精神文化体系[11]

15-38，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协同治理文化信息环境[12] 75-77。另外，杨剑飞等[13] 144-149则认

为中国文化基因数据库的建立对于文化弘扬和民族前进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廖祥忠

等[14-15]认为公民的精神道德架构和健全的网络环境需要人们共同创造。

二、数字文化发展对公民健全心理的负面影响

（一）科技发展与环境适应间的不均衡

随着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在一次次的科技变革中跃进新的阶段。当下，信

息的传播与获取变得更加便捷高效，生产效率和工作效能大幅提高，生活质量显著改善。然而，整体

节奏的持续加快、人与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也使迈向高度数字化社会过程中的一些隐性缺点随之

暴露出来。物质条件的丰富使人们的生活娱乐有了更多选择，却也加剧了悬浮的精神空虚感与欲望的

无限膨胀化，而得不到有效牵引与疏解的负向情感会进一步影响正常的个人判断甚至是群体的情绪导

向。以全球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来袭为开端，投资、研发、制造等需求链的关注风向皆再度指向

了数字化中的智能领域，与之相关的话题接连成为热点，引发了各种挑战与争议[16] 5-36+135-136。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精神力量与传承的体现之一，其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诚然，为了方便文化传播与

知识摄取，建立统一完善的传统文化数据体系，合理高效地完善文化领域发展的各项行动，必须推进

数字化进程，并进一步探寻智能化的最大契合度，但现阶段的信息网络环境以及人们的接受能力对于

现今以及将或发生的变化都难以很好地适应，社会矛盾与精神压力混杂，导致了数字化时代科技的发

展和社会心理承受力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等。

（二）文化行业从业者的危机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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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物质实体转向数字集合，传统的传播手段慢慢在弱化，新的媒体传播形式和创

作手段也给文化行业从业者带来了新挑战。

文化信息的受众群体随着科技的迭代不断扩大，评委的交接棒也慢慢递交到大众的手中，在部分场合

，大众的意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占据着主导地位，需要专业知识的传统媒介慢慢不再作为主要选择，

诸如纸质书籍、纸本绘画等逐渐走向边缘。技术革新带来了新的时代焦虑，小众接受度与创作环境的

进一步压缩使部分传统创作者面临着被淘汰的风险。在一次次的数字化商业变动、主流审美风向控制

、快餐化碎片化甚至流水线工艺作品的喜爱度占比升高等形势下，纸质媒体与纸本创作等传统媒介由

主流转向小众，深度故事性叙述的文字与画面在缺乏资金支持的情况下难以长时间维系，而不断的技

术更新又倒逼创作者必须持续学习，进而出现了部分从业者无法适应新的创作方式的情况，有些甚至

带着抵触情绪分化向另一种极端——抵制使用电子信息技术。虽然这种情况一般在年长群体中更为显

著，但由于近年来人工智能井喷式地引入海量使用者，诸如知识产权类纠纷、个人或集体隐私遭受侵

犯乃至诈骗等触及犯罪的事件频频爆发，也使部分年轻的文化从业者开始自发抵制技术的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行业内的从业者不可避免地陷入挣扎，而负向情感经过发酵又会使下一层或新入

行的从业者受到影响。与传统的台下十年功式苦练相比，直击热门的“捷径”、使总工程量成倍缩短的

快速生成，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逐渐减少，但所获取的利益尤其是短期收益却可能成倍增加，这种逆

传统的不对等的付出与获得比加剧了承受能力较差的从业者的心理危机。各种作为数字化文化转型工

具的软件不断出现，各种能力、功能增加的同时，其入门门槛却随着技术发展大幅降低，越来越多的

人可以仅根据自身的想法投入文化创作。以一部电影的制作为例，以插画师、程序员、作家等职业为

主的从业者对于自身前景的担忧日益增多，而文化政治属性的强化也使部分人员加深了无所适从感，

逐渐陷入不甘和痛苦的情绪旋涡中。一是对于自身能力与努力的否定，从而放弃追寻自我突破与创新

；二是加重中年被裁员失业的阴影，催化享乐主义的萌生；三是焦虑、抑郁等情绪蔓延，并影响作品

方向与内容；四是趋于麻木与机械化，道德感与人性由内而外地崩坏。

（三）文化信息接受者的负向情感

目前大众接收到的文化信息中，充斥着海量驳杂的创作内容。随着基数的增大，却未形成相对优良的

信息筛选与摄取机制，各种负向情感在“大染缸”中混杂、传递，且愈演愈烈。数字化文化市场正处于

发展的初级阶段，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无数的有识之士投身其中以期完成自身的抱负或抢占先机

分得一杯份额不错的羹。但由于范围的扩大和质量的参差不齐，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部分不良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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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侵蚀，并随着泛娱乐化的广泛影响使普通人的心理健康和道德观念面临更大的挑战。

当前，文化数字化应用领域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不断扩展，但过度的商业化也使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

甚至文化精神等产生了一定的扭曲。过度商业化给文化市场带来了错误导向，而作为接受一方的普通

民众在这种环境下难免会产生情感的极端化与排异现象。从已知的不良现状分析，部分人群对喜爱的

文化作品甚至共创者展示出狂热的精神状态，不受控的情感没有受到相对应的理性约束，依托于工具

的便利化一而再、再而三地发散；接受似是而非的大数据推送，肆意输出己方观点而无法相互理解，

最终引爆在现实生活与虚拟网络中堆积的所有负面情绪，进而主导网络暴力或对此表现出应激障碍；

过分追寻创作世界中的沉浸感而陷入魔怔，道德规范敏感度降低，反感人际交往关系，表达方式简单

化甚至异常化等。种种在思想层面的负面效应不仅在广大劳动群体中产生影响，随着信息网络的普及

，老年群体、青少年群体也难免与之接触形成失之偏颇的想法，对心理甚至生理健康造成危害。

三、健全心理建设的困难与挑战

数字化时代，文化传播工具变得更为多样化，其传播范围也更广，而网络社会作为现实社会的虚拟延

伸，不文明的现象往往因其特殊性而更为夸张且发酵性更强。网络道德缺失会使更多人经受负面情绪

的影响，且持续时间更长，扩散范围更广。在这一背景下，网络公民素质的提升显得尤为重要，健全

心理的建设也必不可少。

（一）民众个人应对的困难

1. 自控力的缺失。作为普通人，面对现代互联网的频繁诱惑与带有目的性的诱导，人们通常缺乏节制

使用网络的自制力和抵御情绪诱导的自我调控能力。作为数字化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信息参与

日常生活的比重在逐步增加，人们依赖网络活动，长期条件反射式地使用网络，自制力逐渐被削弱。

而在一天忙碌后的闲暇时间，具有高度的刺激性和互动性的娱乐文化越发具有吸引力。接踵而至的泛

娱乐化信息会麻痹受众神经，诱使他们走向更大的迷幻陷阱，个人意志逐渐消沉、麻木、沉迷，进而

不可自控地做出的选择。

2. 自我认知的偏离。除了自控力的匮乏，在虚拟网络中人们的自我认知往往还会产生一定的偏差。很

多人会选择将现实与网络分开，以另一种身份来满足自己的幻想与欲望，但过高的期待也会带来自负

、自卑等较为极端的情感表现，对所接受信息的判断力出现下降。夸大自身的影响力而忽视实际会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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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摩擦，使自身难以消化不同意见，且对感受到的落差极度痛苦，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主动制造矛盾

以获取关注。

3. 群体依附性和精神空虚。大众对内容创作的兴趣随着同质化作品产出的不断增加会不断衰退，对于

传统文化精神与意蕴的理解也会慢慢消减，个体意愿也极易被压制。虽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独特观点

，但依附群体的本能有时会压过本身存在的独立性。过度依赖网络群体来获得精神支持，防止特立独

行带来的孤立状态，附和他人获得自我认同感，依赖数据世界中构筑的美好，逃避应该履行的责任，

放弃独立思考——这些都是一部分群体做出的举动。这些人在网络虚拟群体中寻求身份认同和情感寄

托，依赖网络获得快感和支持，但却忽略现实生活中应该建立的人际关系，难以通过现实的真挚的人

际交往获得精神上的回馈，因而产生内心的空虚感。他们依赖网络获得价值观念，形成了同质化和统

一化的思维方式，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过度依附网络群体不仅无法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价值体系，

也加剧了内心的精神空虚，这成为信息时代个体心理健康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何调整数字化后对不同

观感世界的不适是人们必须应对的挑战。抛却生活，崇尚绝对的虚拟空间与智能化的不劳而获亦是弊

端之一，而扬长避短、兼收并蓄，正确吸收时代革新所带来文化与思想的转变是必须要思考的[17] 14

4-145。如何利用文化在精神领域的强大影响力，淡化负向情绪的生成，引导民众心理朝着健康的方

向前行也是考虑重点。

（二）整体环境面临的挑战

1. 内容鱼龙混杂和传播不当。发展中的数字空间的信息包容度与利益分割的可利用性使浑水摸鱼的使

用者生产出无意义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又变成质量低下的训练样本作用于AI的更新，这种不当循环进

一步促使人们对于文化领域固有不良印象的生成，使抵触者与利用者的数量变得更为庞大，也增加了

负面影响的范围，使一般民众更加难以分辨所需的正确信息，造成个人心理容量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双

重冲击。在当下流量、关注度占主导地位的网络空间中，人们通常会有意或无意地促使不良信息的传

播，在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下，大量低俗、虚假和有害信息会不断在网络上传播扩散，这对接触

信息的公众心理甚至生理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具体来说，网络上存在的大量虚假新闻、错误讯息和谣

言会扭曲公众对现实的理性认知，而低俗和反动内容的扩散在一定程度上也扭曲了公众的价值取向。

此外，未成年人获取了过多不适宜内容，不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影响其心理发展。

2. 恶性竞争和信息壁垒严重。环境的进步有优有劣，从个人到集体，利益共同体之下也存在各种负向

竞争，也因此造成各种技术壁垒，它们制造信息茧房筛选培养固化群体，强化个体的现有信仰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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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促使虚假信息和极端化观点大肆传播，引发社会冲突，阻碍社会发展。怀有恶意者甚至可以利用创

作来故意传播有害或不良观念，形成规模后将减弱道德监督的约束力，诱发极端行为。例如，它们可

以操纵或更改在线档案等数字文化内容以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或宣扬仇恨言论及极端主义观点。

此外，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可用于传播有关文化遗产的虚假或误导性信息，促使文化挪用或对文化传

统和习俗的修改性描述。就像任何新技术或平台一样，如果不意识到它的潜在威胁并采取适当措施来

预防负面影响，文化数字化对文化遗产的获取和欣赏，以及光明前景可能会被破坏与阻滞。

3. 情绪利用和舆论操纵泛滥。网络虚拟环境中的声音主导与传递者的唯利思想会使现实与网络中的传

播节奏加速，人们在多重旋涡中挣扎，高密度的信息流可以在短时间内成为舆论、潮流、观念等的节

奏风向，个人通常难以保持中立并自我调节。在网络环境中，情绪的作用被放大，对网暴的恐惧、对

反抗的推崇、对赞美的沉溺等加剧了人们对于不和音的排斥心理，又借由文字、音频等相互影响，构

成了充满挑战的外部环境。

我国对于文化建设高度重视，国家政策注意力指向的文化建设议题更加注重文化自信自强，充分保障

人民文化权益；而其建设内容由趋同集中向开放共享转变，文化创新力趋强[18] 1-12。但作为主导商

业资源的企业若只从自身盈利目的出发来收集和使用用户数据，即使以信任网络、个人数字权利等为

主旋律，主导者依旧有可能忽视社会效益的优先级，对利益更加无法视而不见。商业过度以逐利为目

标，其所产生的影响会一环扣一环地向外辐射，并或主动或被动巩固利益闭环的不良风气。文化传播

也是政治生活参与的一种形式，不同群体在信息通信技术广泛应用的同时也获取了一定的发言权和舆

论影响力，而部分游离数字时代的人群更易受极端情绪挟持，否定科技的进步与文化的转型方式，具

有动员力量的非理性者和素养缺失人群等将把数字网络作为发泄情绪的温床，甚者诱发极端主义的加

速滋生并危害国家安定[19] 41-48。

“网络文明是新形势下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领域”[20]。数字化网络空间是亿

万网民的精神家园，也是新时代迈向更深一级文明探索和健康文化建设的重要场域[20]。数字公民作

为数字信息网络的建设者与活动者，其素质决定着整体空间的文明与健康程度。如何进行正确的思想

引领、巩固思想基础、抵制错误浪潮，如何健全治理机制、加强监管与反馈，如何加强公民的行为自

觉，增强网络道德意识等是培育健康网络文化，共建、共治、共享信息化文化空间的迫切议题[21]

1-7。

四、信息环境优化的路径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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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发展和教育新样态，要不断更新公民素养框架，融入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核心素养，创建合

理的高级模型，制定相应测评基准和层级，关注个体的主观感受与心理健康程度，全面提升社会文明

度，培养身心健康的新时代高素质公民，凝聚个人与集体的力量，推动家庭、学校、社会共同打造健

康数字文化环境[22] 116-127。

（一）素质培养、鼓励创新和技术优化

要加强信息环境中人的素质培养，提升公民对信息的道德责任感和创新的认同感，鼓励积极参与信息

社会，并倡导文化信息的负责任分享与传播。与此同时，进一步优化相关技术，发展可靠的信息算法

，减少低俗牟利行为，使自主创新与民族性传承的地位得到合理提升。

民众作为底层支撑点数量庞大，提升其素养必须落实到个人层面。较之依赖他人，个人的自我鞭策更

为重要，社会环境只能作为外在驱动，只有自我内心强大才能真正战胜困难。要营造良好的共同进步

氛围，促进个人提高自我调控能力，同时个体也应积极把控穿梭在现实和网络中的平衡界限，合理规

划信息空间的使用时间，保持相对理性和客观的认知，避免过高或过低评判自身与他人，正确认识信

息时代虚拟网络世界的特点。而作为信息提供者的创作群体更应注重自身的影响力，严格约束自我行

为。即使在线上环境之外也应重视线下生活，调节自身情绪，帮助亲朋好友，保持正常的人际交往，

鼓励时常接触自然环境，拓宽视野边界，抚慰精神隐害。

尚处在成长阶段的学生群体的三观并未完成形成，极易遭受外界影响，因此要重视对他们的保护与塑

造。除了来自学校与家庭的培养，学生自身的抗压能力、调控能力、分辨能力等更需要自我养成而非

强行灌输。孩子在成长期所需的不是强压下的委曲求全，而是以身作则的潜移默化。在家庭，家长可

以制定全家遵守的科学合理的上网细则，除了言教还应注重自己的素质培育，共同营造温馨和谐的家

庭氛围。学校也应与家庭配合协作，开展心理与生理健康的正向教育，培养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

力，促进学生形成理性积极的人生观。在自愿的前提下了解学生的网络认知与需求，注重对行为问题

的引导而非一刀切式的强制执行。在文化数字化建设背景下，良好的公民素养是青少年作为数字公民

所需具备的基本生存技能之一。同时，互联网上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错误观念与心理陷阱，学生稍不留

意，就容易成为受害者，最终带来心理层面的伤害[23] 219-220。面对数字社会的潜在风险与挑战，

青少年往往无法及时有效规避，且易受不良情绪的影响，形成错误的价值取向。而对于自我效能感或

互联网态度较低的学生，甚至可能无法完全适应数字社会的生活。因此，正确引导他们认识互联网络

的价值，教授其如何正确应对数字时代生活可能遇到的风险是至关重要的[24] 101-110。社会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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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也发生着巨大变化，作为青少年培育的主要场所，学校需建立必要的信息

化教学体系，夯实人格培养举措，并为教师提供接轨时代的技术学习策略，而家庭成员也应全面提升

作为数字公民的整体素养，为社会发展、学校建设和人才培养等创造有利条件[25] 38-41。

同时，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针对老年群体的思想教育与网络文化指导也是一条必须思考的道

路。

（二）环境治理、数据整合和文化理念深化

要推动文化教育和宣传，促进形成多元的文化信息来源，对社交媒体实施严格治理，强化相关政策、

法规和部门的监管，整合并建立文化数据库，深化公民的文化自信和认同感，整顿负面博眼球行为，

下沉文化取材和创作，提升整个网络环境的可行性和伦理标准，杜绝工具化的主导地位，突出人在智

能社会发展的主体性。

良好的环境需要大家共创，应鼓励民众在自身建设的基础上发挥对舆论的监督作用，而政府则需要完

善各项法律监管措施，加强信息规范建设，严惩不法行为，营造理性和谐的网络文化交流环境，引导

网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技术上相互合作，找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共处之道。国家文化数

字化战略的确立为公共文化数字化的生态转型和调整提供了契机，同时也将更多的挑战与困难摆在了

面前。贯彻落实“负责任创新”，探索新技术以杜绝不考虑后果的试验与破坏，或有望推动公共文化数

字化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26] 28-32。

针对公民的时代恐慌感，数字化所带来的技术差距、数字鸿沟、知识产权、数据隐私安全隐患等问题

并非无法解决，以文化内容可访问性大幅度增强、教育和研究资源的宝贵创新形式、公众建设的参与

感等为代表的全新模式，可以增强人们对于数字化转型的信心。以2023年7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

务管理暂行办法》[27]为例，针对人工智能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反响，集合广大群众与政府机关的

力量是必然的，但具体实施方法与网络监督仍需社会共同努力。要平衡观念改变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加强数字文化的联系感、认同感和归属感，以缅怀过去、普及历史等作为跨越障碍的阶梯。以文化重

要组成部分的艺术为例，技术在颠覆对现有艺术认知的同时，也再造了新的艺术形式；艺术在接纳新

技术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变革[28] 163-166。而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使大众认同改变的利好方向，

并鼓励共同找寻克服缺陷的路径，既可以调和激进思想，也可以增强时代建设的参与感，提升民族自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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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失业者再转型，文化思想教育加强等方向的思考也是持续且必然的。如以公共资源创造劳动力高

技能高水平再发展，提升文化底蕴、人文情怀等内核在创作中的比率等，最终与数字化人工智能时代

达成新的共存之策[29] 71-84+93。因此提高技术洞察，构建商业新规则，整顿行业乱象，制止错误倾

向是必然的。诸如建立新技术条件下的文化数据权属交换、使用新规则，让数字文化内容的所有权和

对应的价值分配权回归到创作者手中，让用户掌握数据资产主权等，全方位吸引各类文化角色使用基

础设施[30] 30-32。

促进数字健康和社会联系，提供教育资源，鼓励正念和自我反省，打击在线骚扰和欺凌，对科技公司

实施监管等，有助于确保人人都能享受文化数字化的好处，并且每个人都拥有其在数字世界中蓬勃发

展所需的工具和支持。制定行业行为准则，促进数字素养，保护数字文化遗产，支持负责任内容的创

建和分发，鼓励多样性和包容性，加大监管力度等。采取综合方法构建健康的数字环境，所涉及的一

系列利益相关者，包括个人、科技公司、文化组织、政府和监管机构。通过共同努力促进负责任的文

化实践，可以确保以有益于社会和保护共同文化遗产的方式使用数字文化内容。加速文化数字化领域

革新，优化整体发展环境，将安全性的保证通过系统性工程全面普及，提升多元化的数字环境建设，

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关注群体也不忽视个体发展，挖掘智能科技的技术优势，始终以人为本，

为全社会源源不断地提供文化创意动力[31] 70-77。

五、结语

在支持与实施文化产业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当下，虚拟世界逐步融入现实生活，人们对于数字信息的关

注度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并周期性地出现爆发性的讨论热度。但随着科技进步带来的伪性零距离感

，人们在获取大量信息的同时，亦面临着难以分辨真假的信息冲击与思想渗透，影响人们的决策，且

越是接受越感到疲惫和压力增加，进而导致判断力减退，甚至使正常的社交沟通产生障碍。我们要更

加关注公民健全心理，并通过宣传、教育和监管等措施来提高公民的心理素质，合理进行信息筛选和

过滤，加强公民的心理健康教育，对有困难的群体进行合理引导，引导他们习惯技术发展下的生活，

学习接轨的新历史阶段所需的种种技能，在汲取信息的同时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既应对时代变革信

息过载带来的压力，也为美好理想与实际现实的缺陷处添砖加瓦，以找到平衡与创新。与此同时，在

号召民众共同建设健全的信息网络环境的背景下，通过完善相应法规条例作为数字化时代文化领域的

坚实后盾，亦是一项保障群众根本权益、避免不法分子浑水摸鱼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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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llenge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Citizens' Sou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Digitization Strategy

PENG Siqi, LIU Fan

 

Abstract: With the information age moving towards the digital direction, the rapid chan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all walks of life make the human-oriented society

change constantly, and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eople also faces severe challenges, which are

reflected in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adapta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 crisis psychology of cultural industry practitioners and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recipients. In this context, in the face of the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culture, the cultiv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citizens ' mental health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re facing different difficulties. As far as the people are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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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need to deal with risks such as lack of self-control, self-cognition deviation, group

dependence and spiritual emptiness.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is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mixed content and improper dissemination, vicious competition and serious information barriers,

emotional use and public opinion manipulation. Based on the new pattern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we should constantly update the framework of civic literacy, integrate the core

literacy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create a reasonable advanced model,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evaluation benchmarks and levels, pay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ive feelings and

mental health of individuals,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degree of social civilization, cultivate

high-quality citizens in the new era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unite families, schools and

social forces to jointly create a healthy digital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ultural power in the digital age.

Keywords: digitization ; mental state ; cultural strategy ; smart society ;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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