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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即正解——对大学生“躺平”现象的思考
舒 欣，黄玉辰，项亚平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江西 九江  332000）
摘 要：近年来，大学生的“躺平”现象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正确认识大学生“躺平”现象，熔铸新时代大学生奋斗精神是高校

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通过对 8省 32所高校 927名大学生开展问卷调查和访谈，掌握了大学生“躺平”的第一手

资料，通过梳理“躺平”的演绎路径，分析“躺平”现象的表征、缘起、实质和影响，大学生“躺平”现象需要通过培育奋斗精神来矫

治，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要从激活内生性动力、助推现实性动力、保障发展性动力等三个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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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fe Is the Correct Solution：Reflections on the Phenomenon 
of College Students "Lying Flat" 

SHU　Xin，HUANG　Yuchen，XIANG　Yaping
（Jiangxi Vocational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ujiang，Jiangxi 332000，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phenomenon of college students'"lying flat"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academic 
circles.It is university educators' historical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is phenomenon and to cul⁃
tivate college students' spirit of strife for the best.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terviews with 32 universities in 8 
provinces，the first-hand information on this phenomenon was obtained. Our research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is phenom⁃
enon need to be corrected by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spirit of strife for the best.By exploring this phenomenon's evolu⁃
tion，analyzing its characteristics，origin，nature，and impact，we propose an approach for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spirit of strife for the best from three aspects：stimulating their endogenous motives，promoting their realistic incentives， 
and guaranteeing their developmental motives. 
Keywords：phenomenon of lying flat；spirit of strife for the best；college students；young people

2022年 4月，《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指出：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

民族就有希望。中国的未来属于青年，世界的未来

也属于青年。”［1］大学生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

是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最灵敏的“晴雨表”。2021
年，“躺平”作为网络名词出现在公众视野，立即成

为社会热点话题，也被部分大学生所接纳。“躺平”

话语成为一种时尚，甚至还有部分大学生以“躺平

青年”自居。某社交平台的“家里蹲自救同盟”小

组，汇集了近 7 万名升学失利、不想找工作、长期

“蹲”在家里的年轻人。彭均、于涛［2］对 23所高校在

校大学生开展调研，被调查样本中有“躺平”行为的

同学占比 87.87%。   
笔者为系统了解大学生对“躺平”的认知、态度

等，依托问卷网，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开展问卷调

查，调查对象覆盖 8省 32所高校，共收集 927份有效

问卷；采取线上访谈的方式，对 10所高校 27名思想

政治工作人员和 21 所高校 69 名在校大学生，开展

针对性访谈，发现深层次问题、总结经验性做法。

通过实证研究，获取第一手资料，系统分析“躺平”

现象的缘起、表征、实质和影响，结合大学生时代特

点，从激活内生性动力、助推现实性动力、保障发展

性动力等三个方面着手，提出了大学生奋斗精神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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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路径。这既是高校教育工作的现实诉求，也是

推动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迫切需求。

一、变迁：大学生“躺平”现象的前世今生

“躺平”这一概念最初源自“躺平任嘲”，它标志

着不去反抗的心理态度的出现，反映当代年轻人面

对激烈的社会竞争时，追求一种更加节制的生活方

式的现象。2021 年，网文《躺平即是正义》引发热

议，“躺平”一词也迅速成为当下最受欢迎的流行词

之一。

“躺平”现象有着悠久的文化渊源。早在先秦

时期，道家就提出“无为”思想，即人应该顺应自然

而为，在竞争中保持谦逊退让，回归淳朴本真的状

态。无独有偶，古希腊同期兴起的，以安提斯泰尼

为代表的“犬儒主义”强调的也是人们应该回归自

然，摒弃世俗的物质追求；后期的“犬儒主义者”面

对社会的不公平压迫时，则表现相对强烈的愤恨与

不满。二战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迅猛发展，各国

纷纷出现了一批“隐蔽青年”：英国的“尼特族” 是指

不接受教育或者培训、不就业的一批懒散、懈怠的

青年；日本的“蛰居一族”则蛰居家中，不与外界交

往，偏安一隅、自得其乐；韩国在经济衰退、找不到

稳定工作的情况下，也出现抛弃恋爱、婚姻、生子的

“三抛族”；我国在经济转型时期面对激烈竞争下，

青年选择“躺平”，即放慢脚步、逃避压力、节制生

活。“躺平”现象演绎路径如表1所示。

通过分析“躺平”的历史谱系，可以发现：在各个

特定的历史时期，年轻人出现不同程度的“隐蔽”，展

现了当时社会思想的“风向标”。从表象上分析都有

相似之处：他们都是青年在面对激烈社会竞争的高

度压力之下做出的选择。究其内在原因，源于青年

群体对于个人本身或者精神自由的追求和渴望，最

终选择了远离喧嚣、回归自我的方式。

虽然各个时期的“躺平”现象的“外貌”各有千

秋，但是都对社会发展、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一定的

负面影响。国外青年往往在经济低迷时期盛行“躺

平”，而我国部分青年选择“躺平”却是在经济快速发

展的转型时期。这更值得关注，并应及时予以矫治。

二、表征：大学生“躺平”现象的样态透析
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发展，亚文化思想呈现

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先后经历了“丧文化”的萌芽、

“佛系”概念的流传、“躺平族”的蔓延。“躺平”虽然

“师出”网络，但是大学生对“躺平”的“标签化”接纳，

代表着这一群体对待生活、学习的态度，这种态度呈

现极为突出的样态。

（一）对“佛系”思想的深度演绎

“躺平”被认为是“佛系”的一种延伸，“佛系”思

想被深度演绎，最终形成了“躺平族”群体顺其自然、

降低欲望、随波逐流和随遇而安的形象，且被越来越

多的大学生群体所接纳：61.29% 受访者对待“躺平”

保持中立态度，只有 31.72% 受访者选择拒绝躺平并

大力抨击（见图 1）。“躺平”为大学生提供了一种前所

未有的生活理念，并且促进了“佛系”思维的进一步

发展。许多大学生通过“躺平”的自我贬抑、自嘲或

其他方式来逃避承担社会责任，以此来获得自我安

慰、自我和解，最终实现“自我放飞”的理想。这就导

致“躺平”现象在大学生中广泛流传，备受追捧，使得

大学生群体的工作和学习热情显著降低。

（二）对主流价值观的温和抵抗

随着时代的进步，许多青少年面临着更大的挑

战，如学业上的困境、对更高生活水平的向往以及面

临更激烈的职场竞争，他们很难理解传统的“努力奋

表 1　“躺平”现象演绎路径

阶段阶段

先秦

古希腊

现代以来

呈现呈现

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学派

安提斯泰尼为代表的“犬儒

学派”

英国“尼特族”

日本“蛰居一族”

韩国“三抛族”

中国“躺平”现象

特点特点

无为，回归淳朴本真的状态，不争，不妄为

回归自然，追求一种无欲无求的人生态度

不接受教育、培训，也不就业的年轻人

蛰居家中，不与外界交往，远离社会，偏安

一隅

抛弃恋爱、婚姻、生子

低欲望、低需求、低消费、少社会关联

背景或原因背景或原因

社会面临剧烈变化，各种思潮兴起

社会动荡,不公平现象加剧

社会阶层固化，较为完善的福利制度

泡沫经济，资源匮乏，互联网普及

经济衰退，难以找到稳定工作

我国经济转型期，激烈竞争下的青年多元

化选择

77··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35 卷

斗就能获得幸福”的概念，他们深受“躺平”影响，展

现出了不同的状态。调研结果显示，仅 7.41%的受访

的“躺平”大学生展现愤怒压抑的激烈反抗状态，

46.92%的受访“躺平”大学生认为这是自嘲暗讽的无

奈之举，更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持有无所谓的态度

（见图 2）。由此可见，“躺平”更多地是以一种温和的

方式在挑战着主流文化价值观，让青年人以自己独

特的价值观和思想观念来重新编码文化。因此，“躺

平族”在网络平台上以自嘲、暗讽等方式表达情感，

以调侃、搞笑等手段来表达对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提

出一种与传统观念不同的反抗思维，抵制主流的指

导方向，以求改变现状。

三、缘起：大学生“躺平”现象的生成归因

“躺平”是以“低欲望、低需求、低消费、少社会

关联”为主要特征的生存主张。“躺平”在大学生群

体中蔓延，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压力对大学生心态

的负面影响。32.67%大学生感受到社会压力过大，

逃避内卷，14.66%的大学生对无意义的过度内耗产

生抵抗心理，42.96% 的大学生主动追求一种安逸、

轻松、内耗的生活方式，9.71%的人把此作为远离喧

嚣和回归自我的一种人生选择（见图 3），侧面反映

了部分青年得过且过的心态与奋斗动力不足的

现状。

（一）压力、焦虑和内卷：通过“躺平”抚慰自我

受社会转型、产业升级和就业形势的影响，大

学生面临的学业、就业和生活压力较大。调查显

示，受调查的 972 名学生中有 647 人感受到学习竞

争大，552 人有来自经济状况的压力，499 人学生有

来自人际关系的压力，还有来自就业、家庭、情感关

系等等的压力，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有多重压力（见

图 4）。随着大学生“内卷”现象日益加剧，加上高校

对学生考核方式的多样化，使得学生之间的竞争也

变得更加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大学生无法

轻松实现自己预期目标，令他们倍感焦虑、深受打

击；还有部分大学生把问题归咎于外界环境，甚至

由此还可能引发对社会的不满。当多种负面情绪

累积，大学生会利用“躺平”或其他精神符号来“抚

慰”自我，以“放过自己”“躺平任嘲”为标签，以一种

顺应自然的心态来缓解面临的各种压力。

（二）迷茫、逃避和放松：通过“躺平”回归自我

比起过去的贫穷、落后，现代青年拥有了更加

舒适的生活条件与多样的发展空间，这就使青年容

易沉浸于父母长辈所创造的“舒适区”当中，部分青

年追求一种安逸、轻松、舒适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

一种自然而然的行动。在访谈中，有部分大学生认

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曾经那些鼓励勤奋努力的

口号显得毫无意义，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则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理想和现实的悬殊

距离、梦想和自身的巨大差距，让很多大学生干脆

6.99%

31.72%

61.29%

支持

反对

中立

7.41%

45.67%

46.92%
愤怒压抑的激烈反抗

自嘲暗讽的无奈之举

无所谓，没什么改变

图 1　对“躺平”现象的态度 图 2　“躺平”现象所展现的状态

32.67%

14.66%

42.96%

9.71%

社会压力大，逃避内卷

对过度内耗的抵抗心理

追求安逸、轻松、舒适的生活方式

远离喧嚣和回归自我的人生选择

图 3　选择“躺平”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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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选择“躺平”，远离喧嚣和压力，回归自我。

四、樊篱：大学生“躺平”现象的消极影响

“躺平”借助自媒体平台独有的交互性、共享

性、平民化、私人化、大众化的特点，快速渗透到大

学生群体，其本身是一种非理性的选择。与主流价

值观倡导的艰苦奋斗、奋发向上的理念背道而驰的

“躺平”心态，不仅给大学生成长成才带来了不良影

响，也一定程度影响了社会的风气［3］。
（一）消磨学习和生活热情，不利于个人全面成长

成才

经调查，66.77% 的受访者认为“躺平”会导致

“学习和生活热情下降，造成摸鱼行为”；70.66% 的

受访者认为“躺平”会导致“对未来自身发展产生迷

茫，不利于个人发展”（见图 5）。现阶段，经济加速

转型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尚未彻底消失，就业压

力的加剧、创业环境的低迷，让本就焦虑的大学生，

面对现实的压力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很可能在碰到

挫折、突遇逆境时会茫然不知所措，从而“无奈”选

择“躺平”，甚至滋生“愤怒”“躺平”等种种心态。另

一方面，很多大学生在网络媒体和现实生活中，接

收了各类负面信息，由于缺乏实践历练、阅历不广、

社会认识不深，容易从自身角度、理想状态，认识和

理解世界，萌生了逃避现实的“躺平”思想。“躺平”

现象的存在和蔓延，将会导致大学生收缩“朋友

圈”，将自身禁锢在自认为舒适的“角落”，得过且

过，这将对大学生自身个体全面成长成才造成严重

的不良影响。

（二）放大消极和低迷氛围，不利于营造良好社会

风气

调查显示：55.34% 的受访者认为躺平会“引导

消极、低欲望的风气”；35.49%的受访者认为躺平会

“不利于社会进步，会阻碍社会发展”（见图 5）。C同

学在访谈中说：“我感觉自己是个对社会无用的人，

有很多优秀的人，而我什么也不会，竞争很大，所以

干脆放弃。”“躺平”现象出现后，受青年人所追捧，

并成为一些年轻人自我标榜的“符号”。“退而求其

次”一定程度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出现，它

反映了当代青年的精神特质。大学生认为自己无

法改变周围的环境，因此选择了“躺平”，与传统的

主流价值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反映出当下青

年们对于虚度年华的担忧和焦虑。大学生是未来

社会的重要主体，一旦越来越多大学生开始“躺

平”，必将导致整个社会逐步呈现出“低欲望”的特

点，社会风气变得更加消极、低迷。

图 5　“躺平”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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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压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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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跨越：大学生奋斗精神的培育路径

大学生“躺平”心态是其内在思想转变引发的

系列结果，虽然并非是指大学生完全意义上的彻底

放弃努力奋斗，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奋斗意识。

调研中，受访大学生也普遍认为，有必要加强奋斗

精神的培育。

奋斗精神，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把个人理想自觉融入国

家发展伟业；胸怀祖国、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无私

奉献，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不负人民期

望；不辱时代使命，做新时代的奋斗者，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智慧和力量［4］。
培育新时代大学生奋斗精神，能够引导大学生

树立奋斗志向，走向积极向上的成长之路，有长期

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的思想准备；提升奋斗本

领，敢于走出舒适区，勇于超越自己，做到既政治过

硬又本领高强；保持奋斗姿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

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以实干苦干巧干的作

为，奋斗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针对大学生“躺平”现象，开展奋斗精神培育，

既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又必须遵循科学

的规律。结合大学生时代特点及成长规律，培育大

学生奋斗精神，可以从激活内生性动力、助推现实

性动力、保障发展性动力等三个方面着手。

（一）激活内生性动力：引导大学生从“躺下去”到

“站起来”

1. 坚定理想信念：抵御腐朽思想侵蚀

腐朽思想通过各种方式对青年的行为、思维产

生影响，“拒腐蚀、永不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紧迫课题。首先，引导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要

深入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和实质，强化培

育践行工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

主义远大理想为指引，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大学生认清纷繁复杂的

社会中腐朽思想的真实面貌，不断坚定理想信念，

坚定抵御各种侵蚀和干扰。其次，引导大学生明确

是非界限。既要划清正常文娱活动、健康生活情趣

与贪图享乐的界限，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

把什么问题都看成是“灯红酒绿”的腐蚀。再次，丰

富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引导

大学生在实践中感悟先贤、榜样的力量，在实践中

历练、提升自我，见证“躺平”和“站起”的差异，增强

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 塑造健全人格：促进自我意识完善

张伯苓先生认为：“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

塑造健全人格对于积极应对现实挑战至关重要。

人格塑造也就是优化人格整合，达到人格的健全。

首先，树立榜样，获得人格认知。用中华民族优秀

历史文化传统和伟大民族精神塑造大学生健康人

格。学习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先进模范的高尚人

格，以现实生活中具有优秀人格的人为榜样，知行

合一，锲而不舍，最终实现健康的人格目标。其次，

加强修养，追求高尚人格。要充分了解自身人格状

况，明确人格塑造的目标、内容、途径、方法。要优

化人格整合，扬长避短，使自己良好的人格品质在

实践中发扬、巩固；择优汰劣，选择良好的人格品质

作为目标，纠正自身人格缺点、弱点。再次，投身实

践，崇尚人格践行。实践是人格发展的必由之路。

积极参加志愿服务等各种有益身心健康的实践活

动，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构建成优良的人格

大厦。

3. 修正自我认知：锚定高远人生目标

青年时期可塑性强，大学生要不断修正自我认

知，在奋斗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首先，树立正

确的人生目标。引导大学生将自身命运与国家命

运相统一，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前途相结合，树立高

远志向、培养远大理想、筑牢崇高追求和确立价值

目标。坚持把个人梦同国家梦相统一，在个人梦想

实现中，追求卓越，不断成长和进步，在奋斗中为祖

国贡献力量。其次，在实践中修正自我认知。大学

生应勇于尝试和探索，不断学习和成长，追求个人

的进步和发展。躬身自省，反思自己的奋斗意识、

奋斗行为、奋斗认知是否存在不足，在自省的过程

中不断总结提高，修正自我认知。再次，正视现实，

积极适应环境。正视社会现实，审时度势，积极适

应环境，树立战胜艰难险阻的勇气和信心。身处顺

境，不骄不躁，在顺境中健康成长；身处逆境，不气

不馁，在逆境中磨炼意志。

（二）助推现实性动力：引导大学生从“躺平者”变

“奋斗者”

1. 突出文化引领：着力构筑精神高地

中华民族自古就具有奋斗精神，这是经过长期

历史积淀而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5］。
首先，挖掘奋斗精神的时代价值。艰苦奋斗、自强

不息的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面对困难、风险时展

现出来的顽强抗争的历史记忆。要将传统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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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置于新时代坐标之中加以审视，深入挖掘和阐

述传统奋斗精神的时代价值，让学生在优秀文化引

领中构筑精神高地。其次，强化奋斗精神的学习传

承。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奋斗精神，

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与时俱进

的品质。丰富奋斗精神的表达形式，打造青年所喜

闻乐见的“年轻态”奋斗文化，使奋斗成为青年日用

而不觉的生活准则，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

苦、肯奋斗的时代新人。

2. 强化责任担当：大力弘扬奉献精神

大学生理应抓住当前这一大有可为的历史机

遇期，强化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主动承担起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重任。首先，勇于

担当使命与责任。引导大学生把个人理想与国家、

民族命运相联系，找准自己的方位和扮演的角色，

厚植家国情怀，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

和文化观，培育“为有牺牲多壮志”的担当精神和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从自己做起、从小

事做起，自觉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

实践中去。其次，正确处理奉献与索取的关系。引

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奉献与索取之间的关系，既要培

育无私奉献的精神，又要引导其学会获得合理回

报，懂得知恩图报、知足常乐、知责奋进。引导大学

生勇于面对生活、工作中的困难和挑战，不断突破

自我，提高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平凡岗位上

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3. 夯实奋进根基：全面提升综合素养

（三）保障发展性动力：引导大学生积极入世

1.

要想在社会中有更大的收获，就必须拥有精湛

的专业知识，以及勇于挑战未知的创造力、积极性

和进取精神。首先，引导大学生增强职业核心竞争

力。大学生要强化理论武装，又要端正学习态度，

学好专业理论，掌握专业技能，做到“干一行爱一行

精一行”，努力锤炼本领，不断提升职业核心竞争

力。推动大学生职业生涯成长计划落实落细，引导

大学生在成长中不断修正人生和职业目标，实现学

业与职业的完美转换。其次，助推大学生提升综合

能力素质。坚持思想引导与实践锻炼相结合，有机

衔接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引导大学生在社会实践

活动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在感悟时代变

革中读懂中国，在弘扬红色文化中赓续红色血脉

。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不断提升学生综合

能力和素质，在奋斗中挖掘自身潜能。

完善保障体系：筑牢美好生活之基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要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保民、安民、富民、乐民”思想和完善的保障

体系，有效化解大学生的“幸福悖论”及“无意义

感”。首先，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结合新

形势下青年的生活形态，及时回应青年社会生存发

展的掣肘，建立健全毕业求职、社会融入、创新创

业、婚恋交友、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一系列社会保

障制度，既为大学生解决自身就业、继续教育等现

实问题，也为其解决家庭的后顾之忧。其次，保障

大学生的诉求与权益。发挥大学生在“四自”（自重

自省自警自励）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大学生参

与学校治理，建立大学生权益自我保护组织，以相

对独立的权力维护大学生的权利。保障体系的完

善和利益诉求的保障，能够使大学生充分感受到党

和国家的关怀，从而增强主人翁意识，强化社会认

同感和责任意识。

2. 深化教育导向：构建多维教育目标

新时代需要具有多学科知识、多专业技能、多

岗位经验或多种能力素养的复合型人才。要多维

度目标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将大学生培养成能够担

当时代重任的人才。首先，全方位培养大学生。引

导大学生树立“不学习、无以立”的意识，培养人文

素养和科学精神，拓宽人生格局和视野眼界，提升

学生洞察社会、驾驭全局、躬身实践的能力，真正实

现对学生的全方位培养。其次，促进大学生个性发

展。每一位大学生都值得被看见，也都有着自身独

到的优势和个性化发展需求。只有把每一位大学

生的潜力激发出来，才能真正促进大学生的成长成

才。再次，促进大学生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和谐发

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目标。

要与时俱进优化育人大环境，坚持“三全育人”，了

解学生所需所盼，创新方式方法，实现大学生与社

会的和谐发展，让大学生从独善其身的个体，成长

为为国贡献的主力军。

3. 健全社会评价：助推人才培养质量

社会评价是高校教育质量评估的重要指标，不

仅反映大学教育教学质量，更是将大学生与社会联

系起来的桥梁。首先，以社会需求为牵引，做好教

育教学工作。社会需求已然是对大学毕业生社会

适应性的考核，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关心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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