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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背景下高校学生“裹挟型内卷”影响探析
冯　莉　王　凤

（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给我国高校教育质量的提升提供了巨大机遇，同时也涌现出一种“裹挟型内卷”现象在大学生之间盛行。

这种现象演化已达白热化阶段，无形中影响了大学生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同时引起了学校、社会，以及国家的高度关注，对此研究势在必行。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和高校现象分析的研究方法，对“裹挟型内卷”进行概念界定、原因分析以及新媒体传播在其中的起到的重要作用，

发现学校网络平台出现了大批的“考证热”“考研热”等。这种现象的产生除了新媒体传播的助长作用，更多的是学生对于个人未来期

望焦虑的产物。对于此现象，研究建议通过借助社会力量、约束网络平台管理规范和优化学校管理方式，以此破解“裹挟型内卷”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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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下，网络热词“内卷”已经发展形成舆论风向。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大学生接触到的内卷舆情过载，再加求职

压力和社会期望的双重挤压，无形中进一步加剧了学习内卷的竞

争。“考证热”“考研热”便是尤为明显的大学生内卷化产物，

他们被裹挟在竞争激烈的学术漩涡中，流浪式地陷入考证、学历

提升的狂热中，以求在职场上有更好的竞争力，忽视了个人的兴

趣和天赋发展。然而，这种裹挟型内卷存在于大学生群体之中，

而不单单是个体问题，这不仅会阻碍个人价值实现，更是有可能

抑制社会全面发展。

一、内卷和裹挟型内卷

关于内卷的研究，康德最先区分了“演化”和“内卷化”的概念。

演化强调自身主动地进化，达到与环境的和谐共存；而内卷化尽

管也是自身内部的进化，但却对周围环境并无实质影响。综合文

献研究，历史上，内卷并没有固定的适用领域，美国人类学家戈

登威泽用内卷化解释当文化的外部边缘被固定后，内部不断精细，

不断复杂化发展；格尔茨用内卷化解释爪哇岛地区有限资源下，

过剩人力资源的投入并不能实质性改变收入现实；继《华北的小

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后，美籍华人黄宗智在对中国华北小农经济

研究时，进一步丰富了“内卷化”的内涵——“过密化”增长，

即总生产量以单位工作的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进行拓展；杜赞奇

用内卷化解释当冲突出现时，国家政权忽视效益而权重制度治理，

勉强维持发展；邱泽奇认为“内卷化”实质是受限于外界，而在

内部反复精细化的发展过程。

“内卷”的含义具有宽泛性，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

厘清其具体属性。“裹挟型内卷”正是从个体内卷的落脚点的标

准分化出来的一个概念，与其同层次的还有“享受型内卷”：积

极主动地参与竞争，自得其乐；“功利型内卷”：自觉主动地参

与竞争，谋求利益。“裹挟型内卷”是介于二者之间，自发被动

地参与竞争，从众随流。裹挟，本意是（风、流水等）把别的东

西卷入，使随着移动；（形势、潮流等）把人卷进去，迫使其采

取某种态度；同‘裹胁’。出自《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即右

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

得附合着革命。因此，裹挟型内卷可以定义为，在某一领域或社

会环境的叫嚣下，个体人云亦云地追求成功、地位和资源而投入

过度竞争和努力，导致压力加大而收效甚微的状态。

二、高校现象及原因分析

（一）大学生“考证热”现状分析

在大学校园的论坛、贴吧、群聊中到处充斥着各种证书报考

的信息，在校园中的各种公共场合也能随处看到考证的相关广告，

这些无疑侧面反映出大学生考证的热度不减，也无形中影响着越

来越多的人考虑考证的问题。根据有关调查显示，在校大学生的

考证率已达到 76%，也就是 4 个人里面有 3 个人就会有证书；而

没有考证但有考证意向的约占 83%，并且有一部分的同学认为进

入大学后就应该准备参加考证。数据显示，有 91% 的学生已获得

1 个证书，71.5% 的学生已获得 2 个证书，53% 的学生已获得 3 个

证书，41.6% 的学生已获得 3 个以上的证书。其中有 68% 的同学

认为证书要越多越好，多一个证书就会多一个优势，这样在就业

时就会多一个选择和上岸的机会。而在调查考证的意愿时，是出

于提升自身专业知识及能力水平的同学占 16%，为了就业考证的

学生占 47%，而跟风考证的学生达到 37%，由此看出，除了就业

受到身边的同学和环境影响的考证占很大部分，这是“裹挟型”

内卷的一种显化。对于这种“考证热”的影响后果，很多学生认

为要优先考证导致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复习考证知识上面，以至

于专业课成绩下滑甚至导致挂科，这反映出在校大学生们对考证

的热衷和对证书价值的高度重视。

（二）大学生“考研热”现状分析

近年来，考研人数与日激增，其所带来的竞争犹如“千军万

马过独木桥”。受到就业压力、同学影响和逃避工作的心理，越

来越多的学生盲目的、不假思索地被裹挟着加入考研大军，这就

导致“考研热”逐年打破以往的记录。根据中国教育在线收集的

近十年考研报名人数和录取人数数据整理绘制下图：

上图清晰能看到近十年的考研人数和被录取的人数逐年上涨，

甚至还有继续上涨的趋势。这说明参加考研提升学历增强竞争力

或者逃避就业压力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优先选择，但是

面对激烈的竞争和社交媒体的大肆渲染情况下，无形中给大学生

们带去了紧迫感和压力，进而导致大学生从主动学到机械学、从

自愿学到被动学、从适度学到内卷学，逐渐形成了一种“裹挟型

内卷”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又带动了学生们的学习情绪

高涨，但同时也给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在某

些高校公众号和贴吧中曾放出一张张座无虚席的图书馆、随处可

见的学子背书身影和挑灯夜读的考研学子图片，这些图片在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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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哔哩哔哩等平台上还有很多，甚至在校园贴吧和论坛中还

有很多为了抢座位激烈讨论和提供锦囊妙计的，甚至还有学生为

了能有一个座位自备座椅，这导致校园超市的便携椅子一度畅销。

以上现状都只是考研学子的日常状态，也只是他们备考生活剪影

中的一角。此外，有些高校为了鼓励学生考研，还提供专门的教

室、休息室和其他一些个人福利，这无疑助长了考研之风，但是

对于学生个人未来的发展，是继续升学还是就业，其实很多学生

自己心里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想法。在一篇采访文章中曾提到河南

一所“内卷”高校，众观校内的学生学习气氛浓厚，但是士气沉沉，

压得人会喘不过来气，有的学生表示是担心找不到工作只能学习，

有的学生看到身边的人在努力也就跟着一起学习，不然身边的老

师和同学就会认为他不思进取，未来没前途。“考研热”现象背

后折射出来的是学生个人对未来的期望和焦虑，也是“裹挟型内卷”

的典型表现。

（三）“考证热”“考研热”现象整体分析

“考证热”“考研热”是“裹挟型内卷”的典型表现，对于

二者的整体分析如下：

共性：二者都是学生个人为了提高就业竞争力的有利选择，

以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报酬为目的，都是展示个人能力强的

一种表达方式。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也都有自己的选择，

但是受到社会压力和环境的影响，往往都会采取被动的形式，也

就是“裹挟型内卷”的影响。大学生们的综合能力是各有不同，

在选择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各领域各专业人才进行激烈竞争，只

有“最优秀”的人才可以获得有限资源和达到最优的目标，这里“最

优秀”即高学历或者考证达人。新媒体传播的介入为学历提升和

考取证书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渠道，也为高校带来先入为主的标签

效应，“标签化”的刻板印象会影响人们对该校的整体评价与看法，

同时也会影响该校内部学生潜在认知，“内卷化标签”促使校内

学生会不自觉进行内卷而不自知；网络舆情会为高校内卷带来相

似影响，高校和社会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双向观察，社会就业等压

力会带动学历焦虑促使学生进行“裹挟型内卷”，高校适当学习

热情又会激励社会生产积极性，即舆情下的内卷化有利有弊。

个性：一是裹挟型内卷方向有别：“考证热”主要是指大学

生热衷于考取各种证书，无谓对自己是否有用，而“考研热”是

指大学生为了通过提高学历提升个人竞争力，无谓是否是自己的

真实想法，只想和身边的同学保持一致的步调；二是裹挟型内卷“裹

挟性”程度不同：由于现在社会上的各种证书五花八门，除了全

国统考的证书，其他的都不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也就导致“考

证热”的裹挟型程度有所缩减，但是根据自己职业选择和同学影

响的作用，依然还会保持一定的热度，“考研热”在近几年来一

直保持着高涨的趋势，在 2019 年疫情爆发后更是呈现突飞猛进的

趋势，这是逃避就业压力和受到环境的影响所致，这种裹挟型程

度较强；三是裹挟型内卷对学生认知观改变程度不同：“考证热”

裹挟型内卷是一方面是为就业和获取奖学金提高竞争力，另一方

面是看身边同学都在备考不自觉的加入进去一起参加备考，这是

在舆情和环境渲染下转变为定型的学习氛围，学生无意间被带动

内卷，产生“卷而不自知”的现象；“考研热”裹挟型内卷是逃

避社会压力、就业压力，提高个人竞争力以及没有其他更好选择

下的最优选择，名校的诱惑在舆情传播下产生优越成就表象，造

成大部分考生在选择目标时更加集中于“双一流”院校、985 院

校和 211 院校，有些同学为了能进入名校不惜参加二战和三战，

这都会影响个人认知观的改变。

四、研究建议及小结

“考证热”“考研热”的群体发生地集中于高校，而这两种

现象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会被新媒体加以渲染和放大，这会对学生

的发展、校园的稳定以及社会的和谐产生一定的影响，若不加以

合理控制，则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由此看出，高校学生“裹

挟型内卷”的合理控制需要高校、新媒体平台以及社会多方力量

的介入才能实现最优化状态。建议如下：

高校作为内卷问题的社会聚焦点应该要积极做出合适策略应

对问题，以及预防措施。首先，要及时对学生进行心理建设与疏导，

内卷会给学生带来多方面心理和身体负担，因此可以选择定期开

展心理辅导公开课或升学就业指导课程，帮助学生缓解升学就业

压力；其次，从创业、留学等其他角度为学生带来新思路和更多

的选择，且此方式要具有长期性和周期性；三是适当调整和优化

校内教学管理方式，在注重教学质量提高的同时也要培养学生的

兴趣爱好，努力让学生在各个方面都能有独特的风采。在面对网

络舆论时，高校要掌握信息主动权，对于网络上的误导性舆情要

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如实交代事情的真相，以免给学校和学生带

来恶劣影响。

新媒体作为舆论传播重要途径，若不加以善用则会使得高校

公共危机事件在爆发的同时在网络中实现事态的快速扩张。对此，

高校要和新媒体平台通力合作，积极建设和完善舆论传播系统和

应急管理平台，在平台上引导正确舆论导向。此外，高校官媒需

要加强平台审核，及时阻断不实言论和谣言传播路径。还要完善

内容推送机制，对于类似内卷、危机相关词类舆情时，要多次把

关审核内容，若是存在误导性信息要及时拦截，以免产生负面效

应。最后，要充分利用好新媒体的快捷化、高效化、透明化的功能，

多推送高校学子的精神风貌和校园文化，打破人们对大学的标签

化和固定化印象。

社会作为一个大家庭，更是要爱护学子，维护学子的利益和

身心健康。“考证热”“考研热”式的裹挟型内卷在激励学子奋

斗的同时无疑影响了学生们的身心健康。为了改善此种情况，还

给学生们一个轻松、愉悦的校园生活，高校、社交媒体和社会应

该要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共同努力打造和谐、美丽的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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