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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后”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特点研究
李　丽

（南京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2）

摘要：“00 后”已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主体，他们的思想和行

为特点对于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

通过问卷和访谈调查“00 后”大学生在政治价值观、道德修养与

行为、心理特点、人生观与价值追求和网络道德与行为几方面的

具体表现，并分析得出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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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一代代青年人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成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而今迈步新时代，青年学生

更要矢志奋斗，不负新时代。青年学生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祖国和人民忠诚，才会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的立场和志向。

2018 年秋季学期，第一批“00 后”大学生进入高校，如今已

成为高校的主要群体，从东京奥运赛场，到北京冬奥会场，处处

可见他们的身影。成长于新媒体环境下的“00 后”大学生，思维

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娱乐方式等都深受新媒体影响。本

文着力调查新媒体时代“00 后”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呈现特点，

为当前高校研究“00 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供有益探

索。

一、研究方法

（一）对象界定

“00 后”，也称千禧一代，一般指 2000 年 1 月 1 日 00 时 00

分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3 时 59 分出生的新一代。思想特征和行

为倾向一般涉及政治立场、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价值取向和行

为习惯等方面。张耀灿等学者认为，“道德品质是一定社会、一

定阶段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在个人思想与行为中的体现和凝结，是

一个人在一系列道德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特征和倾向，

同时是一个人在处理自己与他人及社会、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时

所形成的道德行为习惯。” 

（二）评价指标

本文旨在全面了解“00 后”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对象的

界定和构建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对于评价结果的成效尤为重要，

为此，课题组设置了涉及三个部分多个方面的调查内容。第一部分：

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涉及年龄、性别、年级、政治面貌四个问题。

第二部分：被调查者的政治价值观念，涉及政治认同、民族认同、

家国情怀。第三部分：被调查者的道德修养与行为，包括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第四部分：被调查者的心理

特点，涉及对生命的态度、情绪管理能力、人际关系处理。第五

部分：被调查者的人生观与价值追求，包括人生态度、职业规划、

人生追求。第六部分：被调查者的网络使用时间、领域等情况，

网络道德情况。

（三）数据来源与分析

为最大程度实现获取资料的真实可靠性，课题组面向南京市

三所公办院校和两所民办院校的 2000 年后出生的大学生，随机抽

样作为调研对象。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600 份，收回问卷 532 份，

有效回收率 88.7%。其中男生占 48.1%，女生占 51.9%；党员占 0.1%，

团员占 90.2%，群众占 9.3%。此外还走访了部分学生管理人员、

辅导员和任课教师。尽可能从多个视角全面了解“00 后”大学生

的思想和行为呈现特点，确保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

二、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对问卷结果和个别走访内容的分析，“00 后”大学生总

体上来说，他们并不全如刻板认知中的骄纵不经事，他们身上的

标签“网生代”“宅”“低欲望”等都折射出了当今时代和社会

的总体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价值观：具有高度国家和民族认同感，但政治观

利己、现实，缺乏政治参与和实践。  

“00 后”大学生成长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发展时期，成

长的物质环境优越。调查结果显示，对“你为身为中国人而觉得

自豪吗”一题中，95% 的学生做了肯定回答，2.6% 的学生表示没

什么感受。95.2% 的学生表示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对于 “马克

思主义为什么行”有着深刻的认识。对于“是否关注国内外时事

政治和国家大事”，90.4% 的学生都通过网络、自媒体等渠道了

解时事，其中 65.6% 的学生非常关注，尤其对于关乎国家利益、

中美贸易等国际问题极为关注，24.8% 偶尔关注，6% 的学生只关

注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完全不关注的学生仅占 3.6%。但对于参与

政治活动的问题，选择主动参与的学生占比只有 7.1%，绝大多数

学生都表示没有什么热情。这些数据表明，“00 后”大学生虽然

对国家和民族具有高度的认同，他们的政治价值观与国家主流价

值同向，但具体表现形式和表现程度上并没有做到同行，缺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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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政治参与意识，对于政治活动缺乏足够热情。当代大学生对

个体拥有更高的自我认同，他们更倾向于从个体角度看待外部世

界，确立自我的政治观，大多数学生选择“入党动机”时，都因

将来职业发展有利，这说明“00 后”大学生在新媒体海量即时信

息的冲击下，政治价值观存在现实功利化倾向。 

（二）道德修养与行为：道德认知水平高，坚持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认同，但易受现实因素影响，缺乏道德践履。

受到成长过程中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等影响，大学生有一

定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判断，具有一定的正向情感认同，但这些都

尚未定型，很多学生尽管掌握了许多道德知识，却没有落实到行

为实践中，知而不行，知行脱节。95% 左右的学生都能够准确答

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在“你认为有必要树立道德模范吗”

调查中，89.7% 的学生都表示“非常有必要”，只有极少数认为“完

全没有必要”。但是“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次数”，“没有机会参加”

和“从未参加过”的人数达到了 40% 左右。这说明“00 后”大学

生虽然具有较高的道德认同，但在道德实践层面严重匮乏。

对于经典问题“老人跌倒扶不扶”，15.4% 的学生选择了“不

扶”，怕老人会趁机讹诈。对“如何看待考试作弊问题”，差不

多有 56% 的学生表示自己有过作弊行为，或不反对作弊。这一点

也在与部分教师的访谈中得到了确认，各类考试和作业中均发现

不少作弊现象，其中不乏有四六级这类国家级考试。“是否竞选

过学生干部，竞选的目的”一题中，57.1% 的学生首选“扩大社交圈，

锻炼自我能力”，16.32% 的学生选择了“有利于评优评先”，位

居第二，而“为同学服务，替老师分忧”才是最后选择。当代大

学生在新媒体社会的浸润中，自小深受市场经济的熏陶，考虑问

题从是否利己角度出发，对于“积攒人脉”“竞争规则”都有自

己的认知。

（三）心理特点：心理健康状态总体良好，但受挫力差；情

绪饱满且积极，但复杂不稳定。  

当代国人因各种外在因素压力增加，大学生虽物质条件丰富

但精神压力很大。从各高校新生心理测试结果来看，“00 后”大

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总体良好，但需要重点关注和一般关注的学

生人数逐年增加。问卷中“压力是否影响学习生活”，55% 的学

生选择“有影响”，甚至有 5.21% 的学生认为会严重影响，可见

相当学生受到外在不同程度的压力影响，甚至有学生转变成心理

障碍。问及“如何应对压力”，极少学生会首选求助专业人员（如

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心），向老师和父母求助的也不多，绝大多数

人选择向朋友求助或自己消化。说明当代大学生心理抗压能力有

限，以“成人”自居，但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待提高，心理不

够强大，无法完全依靠自我进行心理疏导。

“00 后”大学生惯于通过网络进行情绪表达，有着强烈的情

感表达诉求，63% 的学生表示生活中情绪消极的时长偏少，大多

数时候都是积极向上的，但如果出现情绪低落时会直接表现出来，

并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情绪管理能力有限，人际交往也不够积极。

（四）人生观与价值追求：怀抱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认为

奋斗才能实现理想，但又存在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倾向，务实又

功利，价值追求呈现二重性。

“00 后”大学生的理想和追求遭受市场经济渗透，呈现出明

显的功利性特征。在“人生目的”调查中，很多同学都倾向于出

人头地，功成名就。并且近九成的学生认为，“奋斗”才是成功

的唯一路径，这一选择大幅高于“天赋”“机会”“关系”。虽

然如此，优越的物质条件还是使得不少“00 后”大学生形成了享

受无度的消费观，调查显示，大学生的平均生活费为 2000 元 / 月，

民办高校的学生甚至月销过万，主要用于吃、穿、日用品等日常

开销，个人形象消费，旅行、谈恋爱、约会等交际费用，看电影、

看演出等娱乐消费，学习用品消费不足 1%。使用花呗、信用卡等

各类超前消费方式的学生达到了一半以上，他们认为学习的目的

就是为了工作，工作就是为了赚钱享受。在“婚姻对象的考虑因素”

问题中，70% 左右的学生选择了经济状况、外貌等现实条件，认

同“贫贱夫妻百事哀”的观念。说明“00 后”大学生一方面追求

理想生活，崇尚精神自由，但又囿于现实，注重物质需要的满足。

（五）网络道德与行为：身为“网生代”，极度依赖手机和网络，

对于网络道德认知正确，但缺乏网络自我管理能力，存在一定的

网络道德失范行为。

调查数据显示，平均每天上网时长在 3-6 小时的学生达到

42.1%，6-9 小时的有 13.46%，9 小时以上的有 5.5%，而手机使

用情况调查中，我们发现 100% 的学生拥有至少一部智能手机，

且近 95% 的学生表示会随时查看手机。至于“能否合理安排网络

使用时间”这个问题，13.8% 的学生表示不能管理自我，53.76%

的学生表示基本能够。“对于网络暴力，盗版，抄袭，人肉搜索，

传播隐私等行为的看法”，绝大多数学生都提出严格抵制，问及“是

否在网络和朋友圈中发表言论时注意文明用语”时，仅有 76.3%

的学生选择了“是”，说明部分学生不太注意网络文明语言的使用，

甚至有学生坦言自己经常用语粗俗，在网络中偶尔做出网络道德

失范行为。

三、“00 后”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特点影响因素分析

（一）家庭教育

任何个体都是家庭的一份子，家庭环境直接影响子女的习惯、

性格，行为等，而且这种影响是更深层次更长远的，即使在步入

校园甚至成年以后。因此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中营造的文化氛围

是“00 后”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形成的重要因素。另外家庭经济状

况对子女的成长发展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00 后”的父辈大都

生于七十年代，长于九十年代，他们是改革开放大潮的亲历者，

是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贡献者，为“00 后”大学生的成长创造了

优越的物质条件保障，享受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以及宽松自由的

家庭教育。这些都促使当代大学生在政治价值观和人生价值选择

中呈现现实性和利己性倾向。

2015 年国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之前，“00 后”大学生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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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都是“421 结构”，孩子拥有绝对家庭中心地位，这样的出

生背景影响了他们的思想特征和行为倾向的形成。“00 后”大学

生的“70 后”父母大部分接受过良好教育，坚持现代教育理念，

注重平等的家庭环境，关注孩子的成长。但这种关注也延伸出两

种极端，一是过分溺爱，二是过度宽松，这就极易养成孩子的自

我中心主义思维，具体表现为过度的向己性，人际交往不积极，

承压能力和抗挫能力差等。

（二）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的客观发展变化会折射在每一代人的思想和行为中，

只有了解整个时代的特定特征，包括时代转变中的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等各种因素，我们才能立足于当代，立足于当代青年

大学生，深入了解特定时代之下，“00 后”大学生被社会环境所

塑造出的思想特征和行为特点。市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物

质条件的同时，也极大冲击了传统的社会道德、竞争规则、公平

原则等，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的错误思想，

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地渗透入学生群体中。目前来看，利益至上、

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等道德缺失现象严重影响“00 后”大学生的

道德判断和价值取向。另外，在房价、教育等生存压力之下成长

起来的“00 后”，虽未完全踏入社会，却已重担压心，影响身心

健康，促使部分学生产生一些心理问题。 

（三）网络因素  

互联网已进入全媒体的信息化时代，学生拥有了更便捷更多

元的信息获取渠道和方式，海量的信息瞬间涌入，信息瞬息万变，

但也真假难辨，在网络监管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鱼龙混杂的

信息内容，隐蔽自由的网络空间，使得各种不良信息泛滥，而大

学生缺乏足够信息把握和捕捉能力，极易被不怀好意的营销号带

偏，产生认知误差。在一个基本依靠媒体信息的时代，拿起手机

搜索一下就可以得到全部信息。我们的思维和认知会逐渐丧失主

动性，丧失主动探索精神。全球化在信息化的加持之下脚步走得

更远，不同地域的文化便是趁着这股东风进入中国社会，但在多

元文化的冲击之下，大学生也不再固守一种价值理念。

此外，“00 后”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特点还受学校教育和朋

辈关系的影响。幼儿园至大学的教育过程构筑了学生的知识体系，

也影响了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从应试教育到“立德树人”教育

理念的转变，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朋辈关系是学

生群体中的重要部分，尤其是步入大学，家庭教育逐渐退位，朋

辈关系占据重要地位。朋辈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等

都会互相影响，成为“00 后”大学生思想特征和行为特点形成中

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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