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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时代下大学生社会焦虑的表征与分析
段玮玮　孙　慧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0）

摘要：当今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在体会到信

息碎片化与便捷化的同时，也被催生出一种焦虑与不安，且日趋

普遍。在大学生中间，社会焦虑也体现明显且影响至深。通过调

查研究，分析大学生社会焦虑表征为生存发展焦虑、公共安全焦虑、

人际关系焦虑，并从社会、家庭、学校、个人分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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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焦虑，主要是指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紧张的心

理状态。大学生群体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但同时也有焦虑浮躁

的现象。现对某市 200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研与访谈，其结果显示，

当前大学生较为焦虑的事情主要表现在：①学习方面 12.3% ；②

恋爱感情 9.4% ；③人际关系 17.4%； ④择业就业 22.1%； ⑤家庭

11.2% ；⑥人身安全 8.6% ；⑦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自然灾

害 8.1%； ⑧社会问题及国家发展方面 10.4%； ⑨其他 0.5%。

可见，大学生群体对择业就业和人际关系以及学习方面是比

较容易焦虑的，也较关注当前国家时事。大学生社会焦虑具体可

表征为：生存发展焦虑、公共安全焦虑、人际关系焦虑。

一、大学生社会焦虑的表征

（一）生存发展焦虑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逐步进入转型期，人们也处于社会适应

阶段，而技术的高速发展，更加剧了人们的生存发展焦虑。信息

化时代，大学生能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挖得人生的第一桶金。

但由于信息更迭速度、行业发展速度、职业替换速度快，也

让他们深切感受到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缺乏安全感。据调查统

计，有 14.9% 大学生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是没有信心的，感觉未来

不确定，不能想象；有 47.2% 大学生表示对自己未来的发展信心

很少；对自己未来发展有信心的仅为 37.9%。可见超半数的学生

对自己未来的发展信心不足。

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就业焦虑。调查显示，有 24.2% 的大

学生非常担心自己的工作，26.6% 的学生比较担心，37.4% 的学生

有点担心，仅有 11.8% 的学生不怎么担心。我国经济正处于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的关键期，受供需市场影响，大学生就业难的

问题越来越突出，也更为长期和复杂。

随着信息时代信息的共享与发散，大学生存在过于挑剔现有

工作岗位，造成高不成、低不就，有岗却非自己所需，或者双向

选择中，市场需求透明的同时，自身条件对比也较为透明，或者

要利用最新信息，自谋职业创新创业。这些都需要自己克服和承

担相应的困难和风险，因此就业成为大学生感到最为最焦虑的。

（二）公共安全焦虑

公共安全关系到一个社会的发展与否，关系到人们的生存发

展与生活质量。公共安全问题实际已存在并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

个领域，如食品安全、传染疾病、地震等。

当今时代，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有的大学生看到听到社会

中的一些问题，就会感到一定恐慌。据统计，大学生所担忧的公

共安全问题主要为：人身安全占 8.6%；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

自然灾害占 8.1%。

人身安全焦虑。一方面源于一些地区社会治安状况较差，客

观上造成一定的担忧；另一方面源于自身压力过大，无法承受，

而导致出现自虐行为、自杀行为，自杀率增长，而加剧了焦虑。

学校是大学生的主要活动场所，与社会相比，还是较为封闭、较

为单纯、相对安全的。校园环境虽然封闭，但还存在开放性，有

些学生会因心理压力过大、情感纠纷、经济等问题选择自杀，如

校园贷自杀案等。这些就引起大学生对人身安全的焦虑。

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康与安全、生活质量与发

展。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如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毒

豆芽等，这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究

其原因，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人或企业过分追求金钱、利

益至上、不讲诚信有关。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力度，

加紧建设卫生文明城市，注重保护人民舌尖上的安全，这使大学

生对食品安全的担忧降低。

传染病等公共卫生问题确实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但信息大

爆炸时代，人们可以从多个渠道去了解，理性分析更多于担忧，

在与这些传染性疾病做斗争时，能团结一致、守望相助。新时代

大学生能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坚定信念跟党走，做到“四个自信”，

因此表现出较低的焦虑程度。

地震、雪灾、冰雹等自然灾害频发，涉及到自身生命安全，

大学生感到没有安全感，这种焦虑也就与日俱增。

（三）人际关系焦虑

人际关系焦虑在大学生中表现也较为突出。大学生主要社交

在学校，良好的人际关系，尤其是校园里的人际关系，是有利于

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个人成长环境、生活习惯、

性格不同，容易引起矛盾，导致人际关系不佳，而引发焦虑。

另外资源与机会的稀缺，如优秀名额、奖学金名额、推荐工

作名额等，使竞争加剧，这种压力也让彼此相互防范，甚至相互

算计，而使关系紧张。

社会和行业的快速发展使企业对人才需求门槛提高，这也就

使大学生更多着眼于提高文凭和考证，应对择业就业，而忽视人

际关系。

人际关系焦虑还跟大学生自身有关，有的大学生偏重个体的

自我意识，不能进行客观正确的自我评价，过度以自我为中心，

容易埋怨别人，并且缺少人际交往的经验与方法。

二、大学生社会焦虑产生的原因

近些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的快速进步以及科技的

飞速前进让人们深有体会，但是焦虑也日趋体现。大学生社会焦

虑的产生原因涉及多个方面，根据问卷调查、深入访谈结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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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涉及社会、家庭、学校、个人四个方面。

（一）社会原因

1. 社会环境急剧变化的影响

移动互联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当前的市场经济更加灵活多样，

而且也充满诱惑和风险，它给大学生创造了充分展示自己潜能的

机会，很多大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实践，取得了

一定成绩，但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挫折与失败，尤其他们缺乏一

定的人生经历和经验，较大增加了他们遭遇消极生活事件的概率，

就更容易导致大学生产生焦虑。

2. 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加重了社会焦虑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但社会发展稍显滞后，距民

生的全面改善还有一定距离，有些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缺位。人

事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就业机制等多方

面正在进行改革推进，旧制度在破除，新旧交替时期，个体面临

的风险突增，由此导致大学生对未来感到不确定而紧张焦虑。

3. 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多种观念相互交叉和

影响，使人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结构逐渐丰富，并呈现多元化。

在市场经济利益的驱使、社会分化以及竞争压力下，社会所倡导

的价值观念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在很大程度上

出现背离，于是出现了信仰危机、自我怀疑、个体自我焦虑感增

强等。

比如老人倒地扶不扶成了问题，让大学生产生了道德方面的

焦虑。在移动互联时代下，大众传媒和社会舆论的多样信息所带

来的负面影响，也让大学生对价值观念等产生怀疑。

（二）家庭原因

传统家庭教育理念的影响。在传统教育思想影响下，很多父

母都望子成龙，对孩子寄予极大厚望，唯成绩先，进而忽视对孩

子社会实践能力、动手能力的培养，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甚至

大学等，学生也逐步受到这种教育理念的影响，过分注重家长与

学校对考试成绩的看法，导致焦虑心理深入其心并持续着。

另外，不合理的家庭教育也对学生的性格、社交等产生影响。

如过分溺爱、过于粗暴，容易使学生一遇到挫折就会害怕焦虑，

变得懦弱、胆小怕事，独立性、适应性较弱，生活学习难以协调，

沟通能力较差，在与人交往时过于拘谨，过分以自我为中心，焦

里娇气，害怕遭到批评等。

（三）学校原因

学生在校期间社会实践不足，很难真正了解社会、市场和就业，

对大学教育中的理论内容理解度不高。当前的大学教育与市场联

系密切，就业市场化、自主择业等，确实满足了社会发展和企业

发展的需要，实现人才的优胜劣汰，让有能力的学生得以充分施

展自己的能力，但自然也加剧了大学生择业就业焦虑。

大学生的主要生活场所是学校，学校其实也是一个小社会，

学习成绩、对未来发展的担忧、竞选学生干部、评选优秀学生、

人际交往、经济压力以及恋爱问题，如恋爱心理不成熟等，都会

给学生带来一定的焦虑影响。

另外大学生所受传统教育中的规则与秩序意识、价值观教育

与今天的现实实践中的规则和秩序的缺位，有时会出现摩擦甚至

冲突，也容易引起学生思维混乱，从而产生焦虑。

（四）个人原因

据调查问题结果现实，有 30.3% 的人会经常性地为生活中的

事件担忧，63.9% 的会偶尔担忧，仅有 4.5% 的人会很少担忧，而

不会担忧的只有 1.3%。可见，大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是比较低

的，稍微遇到些事情，就会引起个体心理焦虑。

1. 个体心理承受能力较低是其中一个原因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民众的早期社会化内容是“重

集体、轻个人；重灌输、轻启发；重感情、轻理智；重理论、轻应用”，

社会化方式上则往往是“成年人负责完成、抚养重于教育、关心

重于训练”，深受其影响，很多孩子心理承受力就比较低，稍有

不如意，就会产生焦虑，并且缺乏个性，缺乏独立思考以及应变、

适应的能力。

2. 自我评价与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焦虑的产生

大学生处在自我意识发展的重要阶段，自然在自我关注方面

越来越多，于是有些大学生就出现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有些

则存在自卑、自负、害羞心理，引起过低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从

而产生焦虑感。大学生在其群体中很希望得到认同，当得到认同

的希望遭遇不认同的现实之后，就容易产生焦虑。移动互联时代下，

大学生很容易在快速的消费经济中找到自我认同和价值，比如做

主播、做微商等，同样，也很容易失去关注，从而引发焦虑。

3. 缺失精神信仰也会带来社会焦虑

拥有信仰，才能感受到生活的意义，充满前进的动力。信仰

缺失会导致人们的价值观混乱，抗打击能力弱。在当前社会急剧

转型时期，多种社会思潮和观念涌现，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各种信息更是充斥网络，难辨真伪，

大学生由于知识、思维方式等各方面还不完善，很容易人云亦云，

追名逐利，缺乏寄托，没有信仰。

4. 对个人社会角色转变的不适应让大学生产生焦虑

进入大学、踏上社会，生活环境发生变化，角色身份也就发

生变化，这些变化对大部分人来说是需要时间去适应的，这个过

程往往也就会引发焦虑。大学生心智正在成熟，正成长为独立个体，

慢慢转变为社会人，既需要严格自我要求，对自己的言行时刻负责，

同时也需要正确处理好个人与其他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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