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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世代青年“三气”的培育困境及现实策略研究
牟秋萍　县　祥

（西南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泸州 646000）

摘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是新时代国家对青年培育和发展的新期待与新要求，也是青年

自身成长成才的必要条件。目前，“精致利己主义”“摆烂文化”、网络圈层化、“丧文化”等现象的出现对青年志气、骨气、底气培

育带来巨大挑战。鉴于此，本文在对“三气”的培育价值与现实困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增强 Z 世代青年“三气”的现实策略，以期培

育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关键词：Z 世代青年；“三气”；培育困境；现实策略

Z 世代特指从小就接触互联网和便携式数字技术的第一代际

人群，这一群人的观念和行为深受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影响，因

此也被称为“数字原住民”。而志气、骨气、底气（以下简称“三气”），

既是一个人情怀操守、品行特质的集中展现，也是其理想信念、

价值取向的直观反映。Z 世代青年应把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建设

的火热实践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坚定理想，

接续奋斗。但在“精致利己主义”“摆烂文化”、网络圈层化、“丧

文化”的裹挟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培养青年“以高远志气立心，

浩然骨气立命，深厚底气立业”的初心，不利于文化传承与坚定

信仰。是以，明晰 Z 世代青年“三气”的价值意蕴，审视“志气

不强、骨气不硬、底气不足”现实困境，探赜增强 Z 世代青年“做

中国人的志气、底气、骨气”的现实策略，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新赶考之路上培养可堪大用能担当重任的栋梁之才，具

有举足轻重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Z 世代青年“三气”的价值意蕴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气”表示一种状态，即理想人格

与优秀品格，看似抽象的“三气”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向上、顽强、

积极”的精神状态。对新时代青年“三气”的层级结构进行梳理，

厘清“三气”的内在要素，才能掌握新时代青年“三气”的基本内涵。

（一）志气是一种胸怀理想的向上状态

志气，与理想相关，是指引人生目标的决心和抱负，是青年

成长成才之根本。Z 世代青年的志气，是一种仰望星空胸怀理想

的向上状态。首先，体现在坚定信仰上。“青年有信仰，国家有

力量，民族有希望。”Z 世代中国青年的信仰就是马克思主义，

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其次，体现在有远大理想。

“革命理想高于天”。Z 世代青年要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勾画时代蓝图，点燃时代火焰，为实

现民族伟大复兴这个长期且艰巨的伟大工程而不懈奋斗。最后，

体现在心中有人民。“我将无我，不负人民”。Z 世代青年应当

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动力，要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

民之心。

（二）骨气是一种正直不屈的顽强姿态

骨气，与意志相连，是在奋斗中百折不挠的精神风骨，是青

年成长成才之灵魂。Z 世代青年的骨气，是一种意志坚定正直不

屈的顽强姿态。首先，体现为明辨是非。“明与分者，不混其施”。

Z 世代青年要学会思考、善于分析、正确抉择，在纷繁复杂的世

界中拨开重重迷雾。其次，体现在民族气节上。“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民族有难之时，Z 世代青年应该要有不怕困难、

不被利诱、不惧牺牲的民族气节和守护中华各民族团结的英雄气

概。最后，体现爱国情怀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Z 世代青年要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以“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昂扬斗志，肩负起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重任。

（三）底气是一种胸有成竹的积极心态

底气，与实力相伴，是以力量为基础的应对能力和敢于直面

挑战的自信沉稳，是青年成长成才的源泉。Z 世代青年的底气是

一种真才实学胸有成竹的积极心态。首先，体现在拥有真才实干上。

“富有诗书气自华”。Z 世代青年应该在学习实践过程中不断夯

实自身基础，练就真实本领，才能处变不惊，拥有过硬底气。其次，

体现为开阔的国际视野。“观天下，辨秋毫”。随着世界各国的

交流越来越密切，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上，我国创造性地提出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需要 Z 世代青年走向国际舞台去解决问题，

大家要打开视野，时刻以准备好的状态接受新知。最后，体现为

拥有奉献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时代新征程的道路上，

当代青年越是面临艰巨任务、严峻挑战，越需要无私奉献，越需

要呼唤奉献精神，要在实践中充分施展本领，勇于奉献。

二、Z 世代青年“三气”培育的三重困境

21 世纪是信息爆炸、高新技术迅猛发展、思想观念不断变化

的时代，在这一背景下，探究 Z 世代青年“三气”培育的现实困境，

才能更有针对性提出解决对策，增强 Z 世代青年的“三气”。

（一）志气不强：对个人理想与远大理想关系的认知迷茫

“个人理想”是指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的个体

对于自己的未来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所产生的种种向往和设想。

“远大理想”是指对未来事物的美好想象和希望，通常指的是在

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对未来社会的理想状态的美好期待和追

求。个人理想与远大理想，实质上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反映。追

求个人理想，不能只凭主观臆断，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个人理

想的实现也需要担当时代赋予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在“内卷”

日益严重的当下，在 Z 世代青年群体社交圈中悄然兴起“精致利

己主义”这一话题。在一项对大学生的调查研究显示，在大学生

群体中，被调查的 60% 的大学生承认自己有“精致利己主义”倾向。

何为“精致利己主义”？具体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更加注重

个人理想发展，缺少对社会与国家的关心，没有看到个人奋斗目

标与国家、民族的奋斗目标的统一，没能认识到只有把个人理想

融入国家和民族事业中才能成就一番事业。这对培育 Z 世代青年

坚定信仰、拥有远大理想、不负人民的志气提出了巨大挑战。

（二）骨气不硬：勇于直面苦难与诱惑的能力欠缺

Z 世代青年生逢其时，舞台广阔、前景光明，然世界纷繁、

诱惑颇多。一方面，时代的迅猛发展，工作、生活和学习问题的

相互交织，矛盾层出不穷，这让 Z 世代青年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不

同以往。在各种压力的叠加下，很多人却缺乏直面自身不足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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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面对自己的弱点和缺陷，失去本该有的骨气和朝气，甚至导

致部分青年产生挫败感和无力感，在这样的氛围中，滋生了社交

媒体亚文化的新变种“摆烂”。这一行为被当代青年视为一种“逃

避可耻但有用”的处事哲学。另一方面，Z 世代青年深受网络与

社会思潮的影响，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但是由于缺乏一定的判

断力，面对社会存在各种各样的诱惑，Z 世代青年缺乏抵御“圈

子诱惑”，跳出“舒适圈”，远离“流量圈”，拒绝“甜甜圈”

的能力。这对培育 Z 世代青年明辨是非、提振民族气节和爱国情

怀的骨气产生了很大冲击，容易在“圈子”中迷失自己。

（三）底气不足：对自我价值与自身信仰的认同弱化

“自我价值与自身信仰的认同”是指能够理智地看待并且接

受自己以及外界，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并且在通过自身技能完成

目标的过程中对自我的价值和社会的赞许有强烈的感受。从“葛

优躺”到“悲伤蛙”，越来越多青年将“我太难了”视作口头禅

挂在嘴边，一种“丧文化”在当代青年群体中兴起，其中包含太

多青年大学生的无力感，这也使得当代青年的心态产生不同程度

的畸变。在面对社交文化的冲击和自身现状的同时，往往会采取

自我暗示、自我嘲笑、自我否定等方式来减轻现实对自己内心的

伤害，长此以往，Z 世代青年存在自我认同感偏低，缺乏安全感，

容易焦虑和退缩等现象。更严重的是，一些社交媒体和直播内容，

为吸引青年关注，博取流量，恶意调侃爱国主义精神、曲解中华

民族历史，严重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淡化青年信仰。加之

大数据信息推送导致的“信息茧房”效应和一些“网红”的高收

益现象，严重影响了 Z 世代青年练就真实本领、开阔国际视野、

拥有奉献精神的培育，从而导致在社会竞争中严重缺乏底气。

三、增强 Z 世代青年“三气”的现实策略

青年的志气源于爱国信仰、源于精神气质、源于自信和实力。

在网络泛化的背景下，青年的“三气”正在被慢慢蚕食。因此，

必须加强对青年“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品德修为，弘扬光荣传统、

厚植爱国情怀，提升理论水平、坚定‘四个自信’”的培育。

（一）长志气：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品德修为

正是因为有远大理想和崇高的追求，才让我们能经受一次次

挑战中不断奋起。基于此，一是要以共产主义信仰为教育核心。

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具体体现在各个历史时期党的方针、路线

和政策，把共产主义信仰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就是深入开展思政课

教育教学，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青年的头脑。二是要

加强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的建立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在

教育过程中应当遵循教育规律和人的成长规律，将红色资源与历

史机缘充分整合，让学校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联通互动，以完善

的精神谱系深刻影响青年的思想体系。三是要引导青年树立正确

的义利观。首要是明晰义先于利前提下的义利统一。在道德教育

的过程中引导青年在共产主义理想的前提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把握好个人理想与远大理想的关系，树立为民族、为人

民谋幸福的崇高道德，进而将“三气”固化为信仰、转化为信念、

强化为信心。

（二）硬骨气：弘扬光荣传统，厚植爱国情怀

弘扬光荣传统，厚植爱国情怀，是责任担当的力量源泉。为此，

一是要深入持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引导当代青年在厚重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知晓我们从哪里来、明晰

我们向何处去，在与历史虚无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等错误思潮作

斗争时，以志气亮剑，以骨气扬威，以底气免疫，从而做到明辨

是非。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

展是一个有机动态的过程，这当中包含着各族人民价值观认知融

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好 Z 世代青年，特别是少数民族青年民

族共同体意识，利用好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整合优质

网络资源；开展好第二课堂教学舆论引导，利用实践活动等形式

不断增强青年对各族人民命运与共的“共在感”。三是强化青年

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性工程，营造

爱国主义氛围，抵制外界不良诱惑。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提升教学

质量，转换教学思维方式，在传统教育的基础上打造多维爱国主

义培育矩阵，把爱国主义教育主题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三）强底气：提升理论水平，坚定“四个自信”

世界局势波谲云诡，面对各国的各种危险与挑战，尤其是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需要长志气、硬骨气，还需要强底气。

故此，一是要激发青年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内生动力。强底气要心

有归属。在培育青年过程中，教育者在青年成长的不同阶段都需

要开展调研，了解青年所需所想，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

向作用，增强学生自信心，引导学生自发学习掌握真本领和实用

技能，从而增强融入集体、治理社会、建设国家的底气。二是开

拓青年国际化视野。一方面运用各种有效方式，提升青年学生对

时政理论政策的深层要义，感受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中国奇迹；另

一方面，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实施学校国际化发展战略，培养

兼具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全球胜任力的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

三是传承和弘扬奉献精神。“让青春在奉献中焕发绚丽光彩”。

将奉献精神融入到教学内容、实践内容和制度建设中，引领 Z 世

代青年确实增强“三气”，培养一代又一代奉献精神践行者。

回望风雨如磐的二十世纪，一大批站在那个历史关口的时代

新人，作为中华民族的青年先锋和革命前驱，带领中国人民浴血

奋斗，谱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壮丽的诗篇。在风云变幻

的二十一世纪，挺立于我们这个关键节点的时代新人，作为中华

民族的时代后浪和接续力量，“要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

底气”，为成人铸魂，为成长植根，为成才固本，为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接续奋斗，续写出人类文明史上更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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