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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到连接：数字时代下街舞亚文化与青年身份建构1

唐家杰 1

（1贵州民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本研究不同于传统聚焦于街舞文化被商业化与主流化过程的考察，而是将视野转向数字时代下街舞

亚文化如何帮助青年实现从“孤独”到“连接”的身份建构与情感支持。通过对 14位街舞青年的深度访谈，结

合深度访谈的方法，研究发现街舞青年通过数字平台打破了地域和文化界限，逐渐从孤立个体转变为紧密

相连的社群成员。数字平台为街舞青年提供了表达自我与跨文化交流的机会，使他们在社群互动中增强社

会参与感、构建积极自我认同，并在情感支持和身份构建中获得成长。本文旨在通过青年街舞文化现状，

补充对亚文化群体如何利用数字平台进行身份建构的观察，为理解数字化时代青年文化的变迁提供新的理

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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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4年巴黎奥运会将街舞（Breaking）正式列入奥运会项目，引发人们对小众文化在主流体育活动中
展示的热议。与 2022年北京冬奥会带来冰雪运动热类似，街舞作为亚文化中的所属部分，因其独特的表现
形式与文化内涵迅速吸引了全球目光。但在巴黎奥运会中，以Waacking转场与运用变装皇后表演为例，虽
彰显了街舞的创意与性别表达的多样性，但在主流社会中仍遭遇了负面评价[2]。该类街舞亚文化在全球体育
舞蹈中经历的孤立与被否定，正是当今小众文化与商业化共存的矛盾体现。伴随街舞逐渐商业化，街舞不
再局限于街头与个人圈子，而是逐渐与大众化相连，但其仍面临传统体育与文化观念的冲突。正如习近平
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所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各国应加强文化
交流，推动相互学习，共同建设亚洲和人类的命运共同体”[3]。因此，小众文化如何在主流文化盛行当下，
保留小众文化特性同时与主流文化交融，延展小众文化个性发展，在当下青年发展中有着重要意义。而关
注青年热爱的小众亚文化、挖掘其背后对青年持续影响的文化与精神内核，正是推进各国文化交流交往交
融建设的关键。

街舞作为体育项目中标准的亚文化类目，代表为身体运动的同时，又是一种文化符号，使得街舞文化
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及在青年群体中流行，让街舞文化成为研究青年身份建构的重要切入点。在数字时代下，
街舞亚文化通过数字平台得以跨文化传播与互动，成为青年表达自我和寻找归属的载体。然而，当前研究
大多集中于街舞表演特征与亚文化特性，对其在数字空间中如何促进青年群体情感连接与身份建构的探讨
稍显不足，Paglione[4]等表示，尽管街舞对青年参与者身份认同有重要影响，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他们在现
场表演与身体训练方面的作用，而对于他们在虚拟空间中通过社群互动进行身份建构关注较少。同时，
Griffiths[5]强调，街舞作为在青年文化中占有重要性的一种亚文化，对街舞在数字平台中如何帮助青年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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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孤立感和实现情感连接的研究仍不够充分。因此，本文以访谈资料揭示街舞亚文化如何在数字平台中
帮助青年舞者从“孤独”走向“连接”，及探讨青年舞者在数字平台中的自我表达与社群互动过程；同时从情感
连接、身份建构及跨文化互动三个角度出发，深入分析街舞青年在数字时代如何通过街舞文化突破孤独，
建立起全球性文化共鸣与社区归属感。

二、文献综述

（一）网络亚文化的内涵、形态与特征

网络亚文化起源于互联网早期使用群体，黑客与技术极客等群体利用网络平台展现个性与挑战主流文
化秩序，从而形成了最初的网络亚文化，因其主体反叛性，使得网络亚文化早期具有反权威、自由表达的
特点[6]。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Web2.0的出现，网络亚文化逐渐走向大众视野中。网民借助社交
媒体和论坛进行内容创造与分享，从语言到图片和视频的形式，反映了网络亚文化从封闭的小圈子延展到
更为广阔的网络社群之中[7]。现如今，在全球化背景推动下，网络亚文化的传播已跨越国界，不同地区的网
民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文化互动，这不仅促进了网络亚文化的全球传播，还推动了多种文化元素的相互融合。
例如，YouTube与 B站等媒体平台成为网络亚文化传播的重要介质，映射出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的相互交
织[8]。

网络亚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形态，它们不仅是亚文化群体自我表述的载体，同时也是网络空间中
的重要文化现象。基于其形态多样状况，本文以其五例典型形态进行叙述。其一，语言亚文化。网民通过
创造与使用独特的网络语言，例如表情符号与缩写等表达方式建立网络社群内部的交流体系，通过语言形
式的个性与娱乐化，侧映网络空间的自由创造力[9]；其二，粉丝文化。在社交媒体中，粉丝以二次创作和分
享偶像相关内容，构建个体间强烈社群归属感。粉丝通过网络建立联系，形成高度互动与自主只的文化共
同体[10]；其三，黑客文化。黑客文化代表以技术为核心的亚文化现象，该文化核心理念是自由、共享和反
权威。随网络技术逐渐普及，黑客文化从最初的技术极客群体渐变为关心网络自由与隐私保护的广泛人群；
其四，游戏文化。网络游戏文化不仅涵盖了游戏玩家互动，也加入了玩家社区创造的二次内容，例如游戏
攻略与视频等。伴随电竞事业的极速发展，游戏文化也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与社群归属感[11]；
其五，同人文化。同问人话指粉丝基于原有作品进行二次创作的文化形态，例如同人小说、漫画与视频等，
其文化形式通过网络进行广泛传播，并强调创作自由与兴趣导向的文化共同体精神。

在网络亚文化特征方面，从以下六点进行阐释。第一，草根性。网络亚文化由普通用户推动，从而形
成自下而上的文化生成方式。普通网民以自发创作和内容分享，让网络亚文化现象在互联网空间中迅速进
步[12]。同时，草根性还体现在内容生产的去中心化，任何用户都可参与文化内容的创造；第二，多样性与
包容性。网络亚文化从语言到行为规范等多个层面的多样性给予包容，其中不同文化群体间的交流互动构
建出网络亚文化多元纷飞的包容状态，促使多元的文化生态系统得以形成[13]；第三，流动性。网络亚文化
流动性特征让文化内容得以快速传播，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一定影响。在此状况下，文化内容不仅能于网
络上流传，还能通过不同文化的交融与二次创造，进入新的文化环境[14]；第四，即时性与碎片化。网络媒
体平台即时性特征使得文化内容能在短时间内被发布和分享，同时文化内容的呈现形式往往是短小精悍的，
例如短视频与表情包等，这样碎片化的文化形式恰恰符合互联网用户的快节奏需求；第五，全球性与本土
性并存。网络亚文化给予全球性特征，将文化内容传递于不同地域时呈现出显著的本土化特征，让全球化
与本土化在网络亚文化并存，实现内容的交流与交融[15]；第六，反主流性与整合性。网络亚文化最开始以
对主流文化的反叛为表现，但随着文化的传播与接受，部分亚文化现象逐渐被主流文化所吸纳，实现文化
间的整合现象。例如，网络红人文化与表情包文化逐步进入主流媒体并被报道宣传[16]。

（二）网络亚文化参与和青年的身份建构

1.网络亚文化参与对身份建构的影响
互联网的飞速进步为数字平台进步提供充足的养分，网络亚文化借助媒体平台匿名性与开放性特征，

为青年提供了一个打破传统身份限制的空间，允许他们在多元文化中展现不同的身份角色。Branger [17]指出，
如 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允许用户有意设定个人资料展示其期望身份，通过个性化的数字化身份建构
过程帮助青年提升自我认同感。

同时，青年通过网络亚文化的参与，可获得自我表达的机会。Perasović[18]指出，网络平台的参与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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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社会结构的限制，青年通过网络行为可展示多样化的个性，以此增强自我身份认同感。青年的网络亚
文化参与不仅仅局限于文化消费行为，还包括创造文化内容，例如在街舞亚文化中，青年通过发布街舞舞
蹈视频展现自我，并获得社区反馈，最终强化身份认同[19]。

此外，网络全球化特性使得青年层够参与跨文化交流，以此重构青年个人身份。Tsaliki[20]表示，网络亚
文化作为全球性的介质，为青年提供了跨越国界与文化差异的平台，青年可以在全球化语境中重塑个人与
集体的身份，特别是在街舞这样具有全球化特质的亚文化之中。

2.网络亚文化中的情感支持与社会归属
网络亚文化在青年情感支持方面也有显著作用。Guerra[21]指出，网络亚文化的情感支持主要通过网络社

群中的用户互动与反馈体现。青年通过网络社区参与，与志同道合的用户分享共同的兴趣与经历，得到情
感上的支持与认同，特别是当青年在现实生活中缺乏支持的情况下，网络互动能为他们提供情感慰藉与归
属。例如，街舞亚文化中成员用户通过分享舞蹈视频与评论区互动，以此得到社区成员的鼓励与情感支持，
这不仅帮助青年提升舞蹈技巧，还增强了群体间的情感认同。

在社会归属与社区认同方面，网络亚文化中社群为青年用户提供了强烈的社会归属感，尤其是在现实
中被边缘化的青年群体。Ding[22]表示，网络亚文化为青年提供了一个强包容性的网络社区，青年可在其中
寻找到与现实不同的归属感，通过参与青年个人所需的网络社区，他们能在社区中获得社会认可，从而帮
助青年在社会中重新找到个人所属位置，以此增强个人社会归属感。

而在虚拟社区的身份认同与归属感中，网络亚文化为青年提供虚拟社区同时，还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归
属空间。Osadcha[23]提出，网络社区的互动与交流，帮助参与者形成集体认同，而社区集体认同借助频繁互
动与反馈得以强化。青年通过参与共同的文化事件，如街舞亚文化的各用户的网络讯息交流与互动，让街
舞青年得以通过集体认同感的增强，强化了个体的身份建构。

三、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滚雪球抽样，对 14名不同年龄与舞龄的具有丰富街舞经验和活跃在数字平台上的青年（从业
与爱好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对受访者的选择考虑到多种不同的因素，包括年龄（从 22岁到 25岁）、舞龄
（从 3年到 19年）、有无其它舞蹈经历（接触街舞前有拉丁、现代等其他舞蹈的经历）、街舞从业者或爱好
者、学生或社会工作者等（详细请见表 1）。研究主要关注受访者对街舞的感知，包括最初接触街舞的场合、
原因与动机，在街舞社群中的互动，在数字平台中发布街舞视频的动机，以及与他人在平台中互动的经历
等等。

表 1“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表”

序号 性别 年龄 舞龄 其他舞蹈经历 舞种 目前行业
A 女 23 8年 无 Waacking、dancehall 街舞老师（少儿、成人）
B 男 25 7年 无 Waacking、souldance 街舞老师（少儿、成人）
C 女 24 19年 民族舞 Hip-hop、Jazzfunk 公务员
D 女 24 6年 无 Hip-hop、Jazzfunk 硕士毕业生（动物医学）
E 女 23 3年 无 Jazzfunk 硕士研究生在读（新闻与传播）
F 女 24 10年 无 Jazzfunk 硕士研究生在读（英语）
G 女 22 8年 无 Jazzfunk、Hip-hop 硕士研究生在读（药学）
H 女 24 5年 无 Jazzfunk、Waacking 私立高中老师（数学）
I 女 23 4年 无 Jazzfunk、Heels HR人事
J 男 24 6年 无 Jazzfunk、Choreo 街舞老师（成人）
K 女 23 4年 无 Afro、Jazzfunk 硕士研究生在读（动物医学）
L 男 23 5年 无 Hip-hop、Locking 街舞老师（成人）
M 男 22 4年 无 Jazzfunk、Choreo 街舞老师（成人）
N 女 25 8年 无 Jazzfunk、Hip-hop 街舞老师（少儿、成人）

四、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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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台化连接：身份找寻与连接

数字技术的进步促使数字时代的到来，从而社交媒体与视频平台的出现和进步为街舞亚文化群体提供
了全新的传播途径，让原本各街舞个体受制于地方性信息传递，变为跨越空间与实现全球性的传播状态。
Johnson[24]表示，数字技术赋予了街舞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共享空间，在数字平台的连接
作用下，青年舞者从孤立的个体逐渐融入全球街舞社区，并通过跨地域的互动打破了情感上的孤独感。

1.街舞社区扩展：身份找寻
街舞社区为各街舞者带来一个分享个人练舞心得与传递街舞精神的空间，数字平台的存在便突破传统

的区域限制，让街舞舞者不再局限于在某一现实区域中进行交流，而是运用数字媒介在网络中与全球舞者
以文字与视频等方式进行交往。其中，部分青年舞者在例如舞蹈挑战的词条下，发布个人模仿唱跳歌手发
布的原始编舞视频，同时，因部分数字平台涵盖用户的全球性，以及部分唱跳歌手具备全球影响力，致使
发布视频的舞者与全球的观看者和其他模仿者进行了数字交流，以此搭建起个体间的情感桥梁，当然，这
种情感沟通并不是单向的孤独连接，而是用双向流动的情感为归属的构建进行帮助。受访者M提到：“当我
发布 kpop舞蹈挑战的舞蹈视频，看到 ins上面国外和国内的人给我评论和点赞，我也会回复他们，还有的
会私下交流，我就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单纯地模仿（跳舞），而是在一边跳舞一边交朋友。”Kavakci[25]指
出，数字平台作为虚拟空间，能够通过情感叙事和互动机制来构建群体认同感，并通过“点赞”、“评论”等形
式的反馈，强化了个体与虚拟社区之间的情感纽带。充满积极能量的街舞空间，帮助原本孤独的舞者在积
极输出的同时获得正向的反馈，助力各街舞成员找寻与自我相似的身份个体，协助部分未认清个人身份的
青年街舞者找寻身份觉醒契机，得到个人编舞风格的确认。

2.陌生到共鸣：身份连接
跨文化的互动机制是数字平台对街舞文化传播的另一重要影响，它不仅促进了全球街舞用户技艺的交

流，还通过情感的共鸣加深了舞者之间的文化认同，在世界文化交流交往交融背景下，数字平台为来自不
同文化背景的舞者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对话空间。对于街舞领域中的跨文化交流与互动，主要体现在不同舞
种与风格的认可与接纳。受访者 N 叙述道：“我现在是进了一个团，那个老师你也认识就是以前舞邦教
souldance的老师，我也是新接触这个舞种一段时间，有时候也会发视频在抖音上面，但是没多少人看，我
就想发 ins或者 tiktok上面会不会好一点，结果就是日本那边的舞者还有一些爱好者给我点赞和评论，也是
满足了我走这条路的心情。”正如Wang Y[26]提到，数字平台能够打破文化边界，通过技术介入和情感互动，
使个体在虚拟空间中获得文化上的共鸣和支持。同时，受访者 I有相应的感悟：“我跳 Heels经常就遭到别
人说我的穿搭很性感，但是我也有穿像 hip-hop那种的工装裤搭背心跳啊，都这样还一直啰嗦，我就直接去
发 Ins和别的国家的舞者聊这些事情，她们也是会经历这些污言秽语，我们就互相鼓励说还是要做自己。”
她不仅与国外舞者交流穿搭被批判的感受，同时在舞蹈表达方面也会与她们进行想法分享，针对于一首中
国风歌曲，I会根据歌词以及想象的画面产出带有意境的编舞，但国外舞者即使在翻译歌词后的编舞作品也
大多为卡点与音效的舞蹈呈现，对国风舞蹈风格也很难进行较为正确的呈现，这样的情况发生后，I与之进
行编舞思想交流后，改善了国外舞者的编舞作品呈现效果，得到中国学员的夸赞。在跨文化的编舞思想互
动与交流下，陌生的舞者们通过平台的中介作用，让受到负能量影响的自我得以与国外舞者交流，将共同
的心得体会分享后，成为朋友，缓解孤独，创造共鸣。

（二）聚是一团火：身份强化与归属

1. 舞蹈赛助推：身份强化
在街舞群落中，线下舞蹈赛的存在，给予了各街舞者得到身份强化的机会，以此得到个人街舞身份建

构，并降低孤独感。因现今数字时代的到来，线下街舞比赛将人群笼络于一个场地之中，街舞个体便可根
据舞种、穿搭与个人特质等因素进行社交媒体的账号添加或关注，以此得到交友圈的扩大，让部分较为孤
立的街舞者得到与他人的连接感。受访者 K表示：“成都有好多的街舞赛嘛，我们就一堆人去参加团体赛，
有的团体赛是高校街舞联盟办的，大家也有互相认识的，就聚一起聊天啊，加微信之类的，就认识了更多
的朋友，所以我就很喜欢参加团体赛这种活动，认识新朋友之后又很开心。”

街舞团体赛不仅在场地上给予街舞者连接的机会，同时也通过赛事推广与品牌建设提供街舞个体共同
交流的契机。传统的舞蹈赛以线下活动为主，而现今以《这！就是街舞》为例，以赛事信息发布与宣传，
吸引众多年轻舞者进行参与综艺节目的报名，以线上街舞综艺为点，将各个街舞个体进行点对点的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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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连接成街舞网络链[27]，致使街舞个体得到舞蹈精神的心灵洗礼与同舞种群体聚集的身份强化。受访者 B
作为街舞比赛参与积极分子，他在穿梭于各种街舞比赛之间，以志愿者、比赛参与者、策划者的身份不断
转变，通过他对街舞比赛的经验总结，他对于街舞比赛与舞者身份强化的问题表示道：“Waacking比赛是最
能回答你这个观点的，因为跳的人少，我本来以为全国我们这个舞种不算小众了，谁知道也就成都、广西、
上海、北京、云南这些地方发展得还不错，别的地方课都开不起来，所以Waaacking比赛的存在，还有上
综艺节目之后进行比赛，都能给我们这个舞种的人群一点身份的强化吧，大家能体会到这种共同坚持的精
神，探索我们该舞种的文化与历史，当然看到还有这么多人一起跳，你也就没那么孤独了。”

2. 街舞群聊鼎力：身份归属
街舞群聊可以分为微信群聊与抖音群聊。街舞群聊的存在，让街舞个体在群聊中通过个人练舞心得分

享以及个人舞蹈风格与舞种群体的找寻等活动获得身份归属。
（1）强连接为鼎：微信群
每一个舞蹈室，都会有各自的街舞群聊，它们大多为微信群的存在，各专业街舞者或街舞爱好者会在

群聊中传递练舞心得，并且在其中遇到志同道合的街舞者会进行好友的添加，随后可能获得友谊的连接，
述说他人可能未能与本人感同身受的舞蹈经历。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上的街舞群聊为舞者提供了情感寄托
和个性化的社交体验，“00后”群体的社交行为显示，他们更依赖网络圈子进行社交互动，疏离传统的血缘
关系圈子[28]。受访者 K表示：“之前舞邦就一个老师一个群，每次跳完舞就在里面发每个学生还有老师跳舞
的视频，大家就是会在里面一起讨论谁跳得比较好啊，谁下次需要更加练习，还有一些群全是专业的舞者
在里面，有的大佬就会经常分享自己的编舞心得，还有对音乐的理解以及如何表达具象化，这些微信群对
我来说就是信息汲取的地方，我倒是也在里面交到了朋友，因为大家先在线下跳舞了后，发现网络上也聊
得来，就加了好友，私下一起练舞，因为我们跳 Heels嘛，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们是浪荡的，我无语了，
明明我们女人能鼎半边天，跳什么穿什么是我们的自由，言归正传，所以也属于这个老师的街舞群变成了
我找自己舞蹈归属的地方。”

（2）弱连接助力：抖音群
除开微信群，抖音群也是街舞者身份归属的地方，不同于微信较为强连接的特性，抖音作为短视频平

台，即使在弱连接的特性下，以短与快的特性让舞者视频快速被同好街舞者观看与感知，从而让较为孤立
的舞者们得到身份的确认和归属地找寻。受访者 H作为个性较为孤僻的街舞人群一份子，即使是兼职于
Waacking老师，但是在课堂上也很难展现欢快的课堂人设，只因她认为现在的地方还没人能与她产生共鸣，
“虽然我本身也比较话少哈，但是我回到老家教舞就不像在成都，有很多人能懂我，所以话有点少。”但是通
过刷抖音的舞蹈短视频，她在老家当地发现了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一群人，他们都是通过喜欢同一位Waacking
老师而在其评论下留言，并进行了评论互动活动，最后在识别为共同的 IP归属地后进行账号互关，通过他
人的介绍，受访者 H进入了当地的抖音粉丝群，大家在其中互相分享对Waacking的喜爱，并表述自己在当
地的舞蹈困境，这让曾经感到孤独的 H获得了一份情感力量，和他们进行了身份的确认，最终找到了自己
的身份归属之处。

（三）粉丝与经济：身份刺激下的共筑

街舞舞者生存在数字网络的影响下，已从原始的单纯授课，转变为利用数字平台，例如抖音、美拍等
短视频平台，进而促使舞者得到个人舞蹈技艺的展示。同时，在抖音平台中，以往对街舞舞者的喜爱者变
成了舞者或舞蹈工作室账号的粉丝，会对舞者或工作室视频进行评论、转发与收藏，帮助舞者与工作室得
到流量的堆砌。作为粉丝的他们，为了让自己的“偶像”老师被大众熟知，会支持老师以及舞蹈室所创立的服
饰品牌，例如 Hellodance、Qfun与舞蹈家等舞室，即便舞蹈工作室本身在售卖服饰周边，但其中任职的“偶
像”老师仍有自己创立的品牌向公众售卖。粉丝购买所追捧老师或工作室的服饰，不仅为他们带来了打扮的
欢喜，还有对作为该服饰符号下的成员归属感，当别人也被工作室“偶像”老师的舞蹈技艺所征服时，转变为
粉丝的他们，部分为了追捧老师或者工作室而购买其品牌服饰，部分认为穿上对应的服饰，仿佛他人在看
到自己时便能被划分进优秀舞者的行列，而他们的存在便为自己的偶像一同筑起了为喜爱之人而做贡献的
城墙圈子。受访者 L作为 HIP-HOP专业舞者，对于成都舞蹈室 Simple和 Hellodance是常客成员，为了彰
显自己的身份，他购买了众多相关舞蹈室的周边，每次去舞蹈室跳舞都会穿上彰显身份的 LOGO服装，他
认为，穿上对应的衣服能给自己自信，别人也会在不认识自己时更高看自己，所以到舞蹈室后跳舞也能更
放得开。而对应于“偶像”老师的服饰时，受访者 I经验更为丰富，因其喜爱 Heels舞种，从而对于喜爱的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55

Heels老师创建的高跟鞋品牌便会大力购买，她认为自己的“偶像”老师作为专业的舞者，会更懂得如何在保
持舞蹈安全性与稳定性下设计更为性感与时尚的高跟鞋，并且因为价格适中，作为粉丝的她，支持自己的“偶
像”，实为理所当然。在问及身边人会一同为喜欢的老师买单时，她表示：“当然啊，我们社团不是一堆人一
起买老师的衣服还有鞋子吗，然后会穿着一起去上课，我们就是一群小迷妹，我们都很开心呀，守护我们
的甜心。”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数字时代下街舞亚文化对青年身份建构与情感支持的多重作用。借助深度访谈方法分析，
本文解释了街舞青年在数字平台中如何通过街舞视频的发布、街舞社群互动、跨文化交流等实践，逐步从
孤立的个体转变为紧密相连的社区成员。本研究不仅揭示了数字技术如何打破地域与文化的边界，还为理
解青年文化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质性支持。同时，本文还为网络亚文的理解进行了视角补
充，特别是在数字平台如何促进情感支持与社群归属方面，为青年文化的变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在学术价值方面，本文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拓展了对街舞亚文化在数字时代下的情
感支持与身份建构作用的研究，为青年如何借助虚拟空间实现自我认同提供新方向。其次，本文揭示了数
字平台在跨文化互动中桥梁作用，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街舞青年建立起全球性文化共鸣和情感连接。最后，
本研究还关注了性别和小众文化群体在数字平台中的隐形边缘问题，特别是女性舞者与性少数群体舞者在
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中面临的挑战[29][30]，补充了现有关于青年文化中性别维度的探讨。

实践价值方面，本研究在于为青年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在当前提倡文化交流与多
样性建设的社会背景下，数字平台作为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为街舞青年提供了跨文化互动的机会，
有助于青年个体的自我表达和文化认同，特别是街舞亚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为推进文化交流交往交融、构
建多元文化社会提供了具体的案例支持。对街舞文化者通过数字平台传播与参与街舞文化的探讨，促进了
青年文化的交流，这与全球文明倡议强调的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不同文明和平共处、和合共生的理
念相符合，体现街舞文化在促进文化交流与社会和谐方面的实践价值。

尽管 本研究在探索数字平台如何帮助街舞青年从“孤独”走向“连接”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存在不
足之处。首先，本研究的样本集中于城市青年，缺乏对农村和社会弱势群体的考察，这会影响研究结论的
普适性。其次，本研究主要关注了街舞青年在数字平台上的可见展示行为，而未能深度探讨他们在创作和
展示背后的心理动机与行动过程。此外，尽管本研究重点讨论了青年街舞者在如何在数字平台中进行自我
表达与身份认同，然而对于他们的长期身份转变过程以及身份的动态性探讨较为欠缺。街舞本身作为一种
活跃的并不断发展的亚文化，青年街舞者的身份认同可能会伴随时间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数字技术迅速发
展的背景下，个体如何通过长期的数字平台实践不断调整并重塑自我的文化身份，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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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eliness to Connection: Street Dance Subculture and Youth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Tang J ia-jie1

1Communication，Guizhou Minzu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

Abstract: This study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focus on the commercialization and
mainstreaming of street dance culture, but shifts the perspective to how street dance subculture in the
digital era helps youth realize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emotional support from “loneliness” to
“connection”.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4 young street dancer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ology, the study finds that street dance youth have broken the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through digital platforms, and have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isolated
individuals to closely-connected community members. Digital platforms provide street dance youth
with opportunities for self-express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enabling them to enhance
their sense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interactions, construct positive self-identity, and
grow in emotional support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upplement the
observation of how subcultural groups utilize digital platforms for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youth street dance culture, and to provide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s of youth culture in the digital era.

Keywords: online subculture; community interaction; digital identity; emotion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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