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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和就业竞争压力下大学生社会心态特征
    ——基于2023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分析

［摘要］大学生群体是我国青年人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的境遇状况及其社会心态关

乎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基于 2023 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从政治信念、社会态度、

学业竞争意识、就业取向、焦虑心态和网络情绪宣泄等方面了解“00 后”大学生的社会心态特征。

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在政治价值取向方面高度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对于一些社会现实问

题，特别是与其生活境遇紧密相关、事关其个人发展前景的问题感到迷茫困惑。同时，学业和就

业竞争“内卷化”导致大学生群体产生集体焦虑心态，他们往往通过夸张的、娱乐化的网络情绪

宣泄，消解竞争压力与心理焦虑。新发展阶段培育大学生积极社会心态面临诸多挑战，如何使党

和政府倡导的“远大理想”和“使命担当”与大学生面临的学业和就业选择之间建立有效链接，

实现落地化的有效转换，既需要高校教育创新“大思政课”理念、模式、视野和内容，更需要多

角度出发、多部门联动、顶层设计思维，提出切实可行、落地有效的政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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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步入普及化阶段，大学生群体日益成为我国青年人群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根据教育部“202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显示，2023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达到 60.2%，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 4763.19 万人［1］，其中绝大部分是“00 后”

青年。这些“00 后”大学生是决定中国社会走向的关键性群体，他们的思想状况和价值观念，

既是决定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关键因素，也会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 李春玲 高云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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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向广大青年发出“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

青年” 的号召，对广大青年如何健康成长提出明确期待。然而，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

劳动力市场竞争激化、社会文化环境日益复杂、国际政治格局变幻、意识形态和文化冲突凸显，

必然会对大学生社会心态产生影响。网络上涌现的“内卷”“躺平”“佛系”“丧文化”“打

工人”“985 废物计划”“小镇做题家”等讨论，都折射出当代大学生的焦虑、困惑与矛盾

心态。教育和引导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坚定政治信念、担当时代责任、培养优良品德，首

先需要了解大学生的所思所想，把握其社会心态，探查其利益诉求，缓解其生存和发展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项目组自 2013 年以来每年通过问卷抽

样调查和个案访谈，深入研究大学生思想状况，追踪其变化趋势。本研究将基于 2023 年度“中

国大学生追踪调查”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资料，从政治信念、社会态度、学业竞争意识、就

业取向、焦虑心态和网络情绪宣泄等方面探查“00 后”大学生的社会心态特征，分析消极社

会心态产生根源，提出积极社会心态培育对策。

一、当代大学生政治信念与社会态度取向

（一）政治信念：政治价值取向积极正向，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强烈，但呈现感性认
知和情绪化特征

培养新时代好青年，首先需要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坚定的政治信念。“00 后”大学生从

中小学至大学持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政治信念较为坚定。根据 2023 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

查”数据显示，当代大学生的政治价值取向呈现高度趋同性，普遍具有较高程度的国家认同、

制度认同、道路认同和文化认同，并且表现出较强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83.7% 的大学

生声称“我为我是中国人感到自豪”，83.6% 赞同“总的来说中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好”，

82.4% 认同“我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最适合中国国情”，90.2% 认为中国必须“坚持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71.6% 赞同“中华民族文化优于其他文化”。同时，大学生对于当前我

国的国家实力和发展状况也有较高评价。90% 以上的大学生对我国文化实力、经济实力、军

事实力、国际地位、政府执政能力分别给予中等以上评价，其中，给予高水平评价的比例在

45% 至 60% 之间；79% 的大学生对我国政治状况表示满意，71.4% 对我国经济状况表示满意，

71.7% 对社会状况表示满意，77.3% 对文化状况表示满意，82.7% 对外交状况表示满意。

调查数据充分说明，当代大学生具有较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但是，大学生对上述信念的认同呈现感性认知和情绪化特征，理性内化程度有待提高。访谈

发现，许多大学生把这些政治信念当成类似于考试答题的标准答案，而对其背后的道理漠不

关心，也不感兴趣，这导致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易出现波动，当他们离开学校走向社会、

接触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面临个人发展困境时，政治价值观认同容易动摇甚至下降。

（二）社会态度：关注公共议题，但对个人发展感到困惑，对社会公平有更高的期待
当代“00 后”大学生较为关注社会公共议题，有较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和表达意愿，但他

们的社会态度与政治价值取向之间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在政治价值取向方面高度认

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大学生对于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与其生活境遇紧密相关、事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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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发展前景的现实问题（如就业、收入、贫富差距、社会公平等问题）感到困惑，并容易

产生消极情绪和负面评价。根据 2023 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显示，69.1% 的大学生

认为当前“就业失业问题”十分突出，对政府“促进就业、增加就业机会”工作表示满意的

比例仅为 49.6%；54.3% 的大学生认为“贫富差距过大”，53.2% 认为“穷人与富人之间”社

会矛盾突出，对于政府“增加居民收入”工作表示满意的仅为 48.5%。大学生的社会不公平

感明显高于全国民众平均水平。［2］将“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发现，4.1% 和 16.7% 的大学生分别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非常不公平”和“比

较不公平”，明显高于全国民众的相应比例（3.3% 和 4.5%）；大学生认为“比较公平”和“非

常公平”的比例为 32.9% 和 3.2%，明显低于全国民众的相应比例（38.9% 和 21.9%）。值得

注意的是，大学生对上述社会现实问题的负面评价一般并不会导向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党

的领导的否定倾向，绝大多数大学生认为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希望政

府回应他们的期待，并提升治理水平。不过，大学生的政治信念与社会态度之间的不一致性，

有可能导致他们对主流价值观认同的不稳定性，值得高度关注。

二、学业和就业“内卷”竞争下的集体焦虑心态

（一）学业竞争意识：竞争压力催生“内卷”与“躺平”的矛盾心态
大学学习是青年成长的关键阶段，学业构成他们日常活动最重要的内容，同时他们还必

须为职业规划做好准备。因此，学业和就业是大学生首要考虑的、也是最为关心的问题。激

烈的学业竞争和严峻的就业形势，必然对大学生社会心态产生重大影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大学生的学业和就业心态，确定了大学生社会心态的主基调。

“内卷”和“躺平”的情绪在大学生群体中扩散，反映出大学生的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

他们有较强的进取心，勤奋努力学习，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学业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他们

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怀有极大的迷茫焦虑情绪，苦闷于“要不要努力奋斗、值不值得

努力奋斗、努力奋斗能不能取得期望的结果”等问题。

主动或被动的拼命“内卷”已经成为大学生的日常行为模式，虽然不同类型高校大学生

“内卷”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双一流”高校学生为了争取获得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

和选调生资格拼命“卷”综合考试绩点、申报各种课题项目、争取各类竞赛奖项、撰写发表

论文；部分普通大学院校和高职院校学生甚至从入学第一年就开始准备考研或专升本考试。

现今的“00 后”大学生虽然付出巨大努力、勤奋学习，但依旧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学业竞争压

力。2023 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显示，90.3% 的大学生认为“自身所处环境竞争氛

围很浓厚”；84.1% 感受到“同学之间竞争激烈”；85.4% 声称“在学习上大家互相较量”；

86.2% 认为“大家都害怕学习上落后”。一些缺乏学业竞争力、升学无望的大学生则失去奋

斗动力，自认是失败者，感觉前途无望，“躺平”“佛系”“摆烂”成为他们自我慰藉的人

生态度。

学业竞争压力主要来自于就业预期的不乐观。追求更高学历文凭，成为大学生应对严峻

就业形势的普遍策略，而这又进一步激化了升学竞争和就业竞争。让大学生们感到困惑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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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的是，他们拼命“内卷”、勤奋学习，并不能确保找到理想的工作。这种就业预期的失落

感使不少大学生受挫，他们在网络上以“985 废物”“小镇做题家”等自嘲，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在就业竞争压力加大的情况下，高等教育文凭、优异学业成绩与理想工作之间的关联愈发脆

弱。甚至有些大学生倾向于认为家庭出身背景更为重要，个人才能和努力的作用在减弱，依

靠知识改变命运的通道在缩窄。一些草根背景和普通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更易产生不公平感，

担忧自己拼命“内卷”之后，又不得不接受“躺平”结局，对前途命运的焦虑感更为强烈。

在当今大学校园，内卷的无奈和躺平的不甘有成为“00 后”大学生集体情绪的趋势。

（二）就业取向：求稳规避风险成为择业主流，慢就业现象日益盛行
在努力追求更高学历文凭的同时，大学生不断降低就业预期，规避风险、谋求稳定性和

安全感渐成为大学生就业取向的主流［3］，“躺平”心态、逃离北上广深、“孔乙己长衫”等

与就业相关的青年情绪和社会现象涌现。经济下行压力和劳动力市场风险上升，使大学生体

制内就业意愿不断增强，考公考编竞争趋于白热化。“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显示，大

学生想去体制内就业的比例从 2018 年的 60% 上升到 2022 年的 73.4%，其中：想去事业单位

就业的比例从 2018 年的 27.5% 上升到 2022 年 32.5%；想去国有企业就业的比例从 2018 年的

25.3% 上升到 2022 年 28.2%；想去党政机关单位就业的比例从 2018 年的 6.2% 上升到 2022

年 11.8%。但同时，体制内就业岗位数量并没有随之增长，这必然导致体制内就业岗位竞争

激化，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选拔招聘的公平公正程度受到高度关注。

与此同时，当今“00 后”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和职业目标更加现实，83.9% 的大学生把“收

入与福利”列为就业选择时首要考虑的因素。谋求高福利、高稳定性的体制内就业和进入“互

联网大厂”或金融行业获取高收入，是不少大学生眼中成为“成功人士”的主要途径。而对

于一些难以企及这一就业目标的普通大学生而言，他们期望的好职业是薪资水平能与他们的

学历文凭相匹配，最好也能符合他们的兴趣爱好。但是让他们满意的工作岗位很难找到，一

些毕业生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只好继续考研、考编。因此，大学生慢就业现象日益盛行，在近

三年的毕业生中，3.9% 的大学生毕业离校 3 年从未就业，4.6% 毕业 2 年从未就业，10.8% 毕

业 1 年从未就业。2023 年应届毕业生中接近五分之一毕业半年后既未就业也未升学，他们或

者是没有找到满意工作而在继续找工作，又或者是考研失败而准备来年再考，还有部分在准

备公务员考试，这些大学毕业生选择“慢就业”“慢升学”或“慢考公”，其中绝大部分需

要父母的经济支持以维持生计，这无疑将给低收入家庭带来沉重经济压力。

（三）焦虑心态：逃避心态上升，婚育意愿下降
学业压力、就业压力和前途迷茫导致的焦虑，易引发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大学生抑郁

症比例不断上升［4］。与此同时，竞争压力巨大和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对大学生婚恋生育

观念产生深刻影响。表示不愿结婚、不愿生育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尤其是女生），他们声称

自己是“三不青年”（不恋爱、不结婚、不生孩子或者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孩子），因为

他们不想承受压力和承担责任。2023 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显示，65.7% 的大学生

不赞同“婚姻是人生必经阶段”，其中女生不赞同的比例高达 78.8%，37.9% 不赞同“结婚

比单身更幸福” ，其中女生不赞同的比例高达 49.9%，49.1% 赞同“结婚后不一定要有孩子”，

其中女生赞同的比例高达 63.5%。由于女大学生在就业领域更易遭受歧视，面临更强烈的职



特稿

21

业与家庭的冲突，导致一些女大学生对于婚姻和生育产生抗拒心态。同时，受网络上女权主

义思潮的影响，校园和职场“Metoo”运动也在逐渐蔓延，女大学生的平权意识增强。“00 后”

大学生婚恋生育观念的变化趋势，将可能进一步加剧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对我国社会长

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四）网络情绪宣泄：以夸大化的情绪表达和娱乐化的自嘲消解竞争压力与心理焦虑
尽管“00 后”大学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和焦虑，但同时他们又是最善于通过自

嘲自乐来消解压力的乐天派。在互联网上，“00 后”各种吐槽、抱怨、自嘲、悲情、焦虑、

绝望的情绪宣泄，不断创造出风行一时的青年流行文化浪潮，如：“逃避可耻但有用”的“躺

平”文化；笼罩着颓废、绝望、悲观情绪的“丧文化”；追求松弛感的“佛系”文化及各类

型的“寺庙游”；以及“发疯文学”“淡淡文学”等各种青年亚文化现象，释放着自嘲、麻

木和颓废的情绪基调，关联着青年群体在遭遇困境努力无效后的逃避心理。［5］这些网络青年

亚文化现象既反映出青年人的集体焦虑情绪，又是他们的一种自救的手段，即：将个人的烦恼、

苦闷通过公开喊话，跃升为一种群体性的情绪表达，原本只属于个人的焦虑情绪，通过群体

性的表达、分享和共情，从中得到情感支撑和自我慰藉，从而使焦虑得以舒缓，苦闷得以淡化。

同时，“00 后”青年还是善于将消极情绪娱乐化的“段子手”，他们热衷于将自身的困

顿境遇和遭受的挫折失败进行夸张化的、娱乐化的表达。比如，在学业和就业竞争中遭遇失

败而失去奋斗目标的人自嘲自己是“ 废柴”，只能选择“ 葛优躺”；曾经的“学霸”进入社

会遭遇挫折而感到事事不顺，自称为“小镇做题家”，加入所谓的“985 废物计划”网络讨

论小组。通过编造各类段子等娱乐化形式表达消极情绪成为“00 后”大学生独特的抗逆方式，

这有助于其提升应对逆境挫折的心理承受力，缓解竞争压力和心理焦虑。值得注意的是，“00

后”大学生的线上情绪宣泄与其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表现并不完全一致，需要我们加以区分辨

别。比如，在网络上声称要“躺平”的“985 废物”和“小镇做题家”，可能正在勤奋学习

准备考研考公；前几天在网上宣泄焦虑情绪的人，可能今天正在网红打卡点旅游自拍玩得正

嗨。焦虑与淡然、悲观与乐天两种对立情绪交互共存、随时转换，使“00 后”大学生表现得

像情绪分割的两面派。

网络情绪宣泄所主导的青年亚文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学业就业竞争压力下的

大学生得到情绪释放而舒缓焦虑；但另一方面，它又在夸大和强化焦虑心态。自嘲自乐的消

解压力方式，同时也在传播着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悲观厌世等消极

人生观。显然，这样的人生态度与“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要

求相距甚远，它在潜移默化地消解思政教育课堂向大学生灌输的积极人生观［6］。

三、积极社会心态培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新发展阶段培育大学生积极社会心态面临诸多挑战，如何使党和政府倡导的“远大理想”

和“使命担当”与大学生现实面临的学业和就业选择之间建立有效链接、实现落地化的有效

转换，既需要高校教育创新“大思政课”理念、模式、视野和内容，更需要多角度出发、多

部门联动、顶层设计思维，提出切实可行、落地有效的政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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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效缓解大学生的学业就业焦虑是化解消极社会心态、培育积极社会心态的关键
“00 后”大学生积极正向的政治心态与偏消极的社会心态之间的矛盾冲突，源于多方面

因素的综合作用，学业和就业竞争压力持续加剧，是产生消极社会心态的重要根源。学业和

就业竞争激化，一方面是由于经济转型带来的阶段性影响，即我国从经济高速增长逐渐转向

经济结构调整的发展新常态阶段，叠加国内外环境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后期效应，这些因素

都对大学生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而就业形势严峻必然加剧学业竞争。

与此同时，某些政策因素也在助推学业和就业竞争的激化，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我

国近二十多年的教育扩张速度明显快于职业结构升级。1999 年开始实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

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大，除了本专科学生外，博硕士研究生数量也在急速的增

长。根据教育部“202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2023 年，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

共招生 1042.22 万人，比上年增长 2.73%，而研究生招收增长速度更快。2023 年，招收研究

生 130.17 万人，比上年增长 4.76%。其中，招收博士生 15.33 万人，比上年增长 10.29%；硕

士生 114.84 万人，比上年增长 4.07%。在学研究生达到了 388.29 万人，其中，在学博士生

61.25 万人，在学硕士生 327.05 万人。［7］同时高职院校升级为本科院校正在加速推进，意味

着未来本科生数量将进一步增加。然而，与这些高学历毕业生文凭相匹配的专业性白领职业

岗位增长速度较为迟缓，导致学历文凭与职业岗位错配现象突出，文凭贬值和过度教育问题

日益严重。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欧美发达国家水平，而白领职业占比却远低

于发达国家。欧美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后很快转向后工业化，农业劳动力占比迅速下降

到 5% 左右甚至更低，制造业蓝领工人占比也快速下降到 20% 以下，白领职业占比远高于蓝

领职业，可以为大学生提供较多就业岗位。我国由于产业结构因素，农业劳动力和蓝领工人

占比超过 60%，白领职业在劳动力中占比仅为三分之一。产业结构与学历结构的不相匹配，

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不得不“脱下孔乙己长衫”从事蓝领职业。为了能获得满意的职业

岗位，大学生只能继续考研，追求更高学历，而日益增多的博士生、硕士生又使招聘单位对

学历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严苛，不少工作稳定、发展前景较好的单位不仅设置招聘学历门槛，

甚至关注博硕士研究生的“第一学历”（即本科学历）是否为“双一流”大学。这又进一步

加剧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业竞争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竞争。

“00 后”大学生正陷于学业就业双重“内卷”竞争的恶性循环之中，这是这一群体产生

消极社会心态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种消极社会心态也在冲击着大学生的政治信念。在经济周

期波动阶段，青年人的消极社会心态，容易受外部势力煽动或偶发事件激发，引发社会政治

不稳。因此，有效缓解大学生的学业和就业竞争压力以及由此引发的心理焦虑，是化解消极

社会心态、培育积极社会心态的关键。

（二）从顶层设计思维出发，平衡高等教育扩张与职业结构升级的关系
当前高等教育扩张的迅猛速度与职业结构升级的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关系及其对大学生

就业的影响，需要引起政府决策者的高度关注。因此，应该加强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平

衡好高等教育扩张与职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教育发展规划需要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

方向，同时，各级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规划时，也需考虑为大学毕业生提供

更多就业岗位，比如：中高端服务业，特别是文化娱乐教育事业，这是吸纳大学生就业较多

的产业。另外，目前国家正在重点发展新质生产力，高端制造业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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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大学生就业产生何种影响，也需提前做出预判。

（三）多角度出发、多部门联动，提出切实可行、落地有效的政策方案
保持经济增长，为青年人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是缓解学业和就业“内卷”竞争的最根本途径。

但是，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新增就业岗位暂时无法充分满足大学生就业需求的现阶段，政

府部门应该采取一些对应措施，提供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支持，帮助青年人适应当下经

济社会环境变化，缓解他们的学业和就业竞争压力。

目前，缓解学业和就业竞争压力的政策措施大多是各部门各自为政，政策效果并不理想，

甚至产生相互冲突结果。例如，教育部门缓解学业竞争压力的工作重点放在九年义务教育阶

段，大力推进中小学减负，推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然而，在就业领域，招聘单位为

了选拔优秀人才和体现公平原则，越来越强调学历文凭，尤其是“双一流”大学学历文凭。

这必然导致学生和家长更加看重“双一流”大学文凭，激化升学竞争，学生学业负担自然降

不下来。与此同时，在高等教育领域，由于学生追求高学历的意愿越来越强烈，本科教育甚

至专科教育越来越走向应试教育，一些学生学习是为了考研或专升本等升学目标，教育部门

为了提升教学质量、严格选拔标准而出台的各项措施，无形中又在增加学业负担，激化学业

竞争。教育部门实施博硕士研究生扩招一方面是希望进一步扩大高层次人才的规模，培养一

批顶尖的专业化青年人才，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增加教育供给和延迟毕业生就业，以缓解升

学竞争和就业压力，但在无形中加剧学业和就业竞争。政府人社部门、组织部门等相关职能

部门为了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实施多项政策，如选调生、特岗教师、支教、社工及各类

公益岗等，吸引毕业生前往中西部城镇、乡村、边远山区等基层就业，但将毕业生吸引过来

之后，缺乏后续支持和人才培养思路，难以留住人才，毕业生往往水土不服，感受所学知识

无用武之地，与当地存在理念冲突，难以适应，最后可能又会流入就业市场中，继续考研、考公。

此外，政府部门促进大学生就业工作的重点往往放在帮助大学生找工作的环节，对于为大学

生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整体政策设计和系统思维不足，比如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基础建设

投资布局时容易忽视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现实需要。

有效缓解学业和就业压力，是一项需要通盘考虑的系统工程，不能依靠单一部门的政策

措施，而是需要多部门、多领域联动发力。教育部门需要强化学校与社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

学生与就业的沟通联系；正确协调好处理好就业导向与升学导向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模式；

增加职业性专业技能教育，提升学生就业能力；可以尝试推行学习年限弹性学制改革，鼓励

学生去就业单位实习，甚至允许休学外出就业一段时间再返校学习，让学生尽早了解劳动力

市场需求，提升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劳动力市场管理部门和人社部门则应该采取措施引导

用人单位淡化文凭主义倾向，特别是具有导向作用的体制内单位，招聘要求应根据岗位工作

性质设置多元化的、个性化的、有针对性的标准，而不是单纯强调学历文凭。各级政府在制

定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规划时也应考虑如何增加大学生就业岗位，比如发展中高端服务

业和文化产业更有利于吸纳大学生就业。

（四）创新“大思政课”理念，加强积极心态培育
当前思政教育在培育大学生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爱国主义情感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高校思政教育倡导的“远大理想”和“使命担当”与大学生现实面临的学业和就业选择之

间缺乏有效勾连，导致“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的割裂，如何使“远大理想”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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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到学业和就业的选择，给大学生们带来许多困惑［8］。部分高校优秀毕业生代表在毕业典

礼上发表的豪言壮语，时常引起一些陷于就业焦虑情绪的大学生的反感，甚至引发网络舆情，

使思政教育倡导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有为青年”等官方话语难以落地而成为空洞的口号。

如何使党和政府倡导的“远大理想”和“使命担当”与大学生现实面临的学业和就业选

择之间建立有效链接、实现落地化的有效转换，达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

统一，使民族复兴、国家大业与大学生个人职业发展紧密结合，仍需要高校思政教育创新和

探索“大思政课”理念、模式、视野和内容［9］。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

在价值追求、人生目标、就业取向、职业规划和竞争压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社会心态特

点各有不同。因此，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容应该更有针对性，如此才能发挥好思政课立德树人

的关键作用。比如：经历“过五关斩六将”成为激烈教育竞争中优胜者而得以进入“双一流”

高校的“学霸们”，易产生“精致的利己主义”倾向，如何引导他们达成个人目标追求与服

务国家建设大业相统一至关重要；普通院校本科生承受的学业和就业竞争压力最大，应该培

育他们树立平凡岗位也可以实现个人价值、为社会作出贡献的意识；高职院校的学生往往对

个人未来前途感到迷茫而缺乏信心，需要帮助他们建立信心，做出恰当的职业规划。

（五）加强青年网络文化的价值引领，关注、理解并引导大学生的网络情绪表达
以焦虑情绪宣泄为主基调的青年网络文化，反映了“00 后”大学生的一种集体情绪，不

应严厉批评、绝对否定，而是需要在理解和包容的基础上，加以引导和感化。相关部门需要

充分认识青年网络文化的双刃剑效应，准确评估此类青年网络文化对于大学生社会心态的影

响作用。一方面要允许年轻人释放焦虑情绪，通过分享和共情增强心理抗逆能力；另一方面

要重视和化解其负面影响，要以网络正能量如“青年导师”“榜样人物”等感召青年、激励

青年，以积极向上、自立自强、健康阳光的人生价值导向培育积极社会心态［10］。

总而言之，大学生的境遇状况及其社会心态关乎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需要给予高度关注，

大学生的积极社会心态培育更需要全社会、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共同培养新时代好青年，才

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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