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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 80、90 后青年的思想动态研究 
杨冰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摘要：自 2015 年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正式出台后，借助“互联网+”增强行业内生动力并激

发传统行业创新潜力便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趋势。受此影响，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与传播等领域也日渐加快了与“互联网+”

的深度融合，成为引领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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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80、90后青年互联网使用现状 

80、90 后青年人群由于工作时间较为固定，互联网成为年轻人

主要获取信息的来源，无论是新闻客户端、社交媒体、还是短视频

渠道，都成为青年人群使用频率较高的应用软件。短视频的发展推

动了内容短、平、快地传播，很受年轻人群喜爱，减少了看《新闻

联播》和阅读报刊的压力和限制。并且可以以极短的时间让青年了

解新闻内容。对于对传统新闻播报本就没有耐心、随时都会“离开”

的年轻用户来说，短视频新闻提供了一种更加“高效”、直观的新

闻呈现形式。社交媒体已成为我国多数移动网民日常生活的重要信

息来源，用户渗透率持续增长。据《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

展报告（2020）》内容显示，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我国网民在接收

新闻信息时，倾向于通过移动端从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渠道

获取信息，电视、纸媒等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方面占有率大大下降。

同时，艾瑞 User tracker 多平台网民行为监测数据也显示，在 2020 年

2 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移动端社交网络应用渗透率达到

61.4%。对使用频率较高的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调查。研究发现，80、

90 后青年人群使用微信的频率最高，其次是微博和 QQ，知乎、豆

瓣等用户较少。 

二、新媒体时代影响下青年思想产生的问题 

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加强，国际国内形势正发生着深刻变

化，各种思潮通过互联网呈现在青年眼前，使 80、90 后青年在价

值观的形成过程中面临众多选择。他们一方面适应时代要求，积极

向上、锐意进取；另一方面又有相当多的青年在理想信念问题上，

走进了一个“怪圈”，眼前迷雾重重。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方

面产生不同程度的困惑和焦虑。 

（一）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80、90 后青年在价值判断上虽然很多都认同奉献精神、社会责

任感、国家和集体利益，但由于受西方存在主义、实用主义思潮的

影响，受市场经济负面作用的影响，因此十分关注自身的生活状态

和现实利益，更加注重个人专业学习、自我发展、自我实现，更加

关注个人健康以及幸福、名誉、地位、前途、发展、爱情、家庭等。

不少青年把入团、入党作为实现个人利益的一种手段，并不愿意真

正承担起团员、党员的政治、社会责任。 

（二）就业和择偶观念发生变化 

由于互联网上各种不良思潮的冲击，使部分 80、90 后青年的

人生价值观向“自我”倾斜，被“金钱”扭曲，出现了“功利化”、

“多元化”的倾向。部分青年认为金钱多少、权力大小、地位高低、

生活舒适与否对幸福的作用很大。因此就业愿意选择金融、证券、

房地产、建筑行业。部分青年认为体力劳动低于脑力劳动，随社会

发展，劳动的意义正在衰退，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婚恋观方面更

加看重户口、家庭背景、物质条件、外貌条件，而非道德品行、个

人性格、志同道合、学业成绩等因素。研究发现女性青年比男性青

年更加看重志同道合、经济状况、家庭背景因素；男性青年比女性

青年更为看重外貌长相因素。 

（三）缺乏积极的生活态度 

不少青年存在思想上迷惘、工作上没有目标的情况，沉迷于各

个社交平台，丧失了工作的动力，缺乏进取精神，并出现大量的“啃

老族”，而由于经济下行压力，社会对于“啃老族”的包容度上升，

甚至提出“慢就业”等概念。 

三、加强对青年思想引领工作的关注 

80、90 后青年思维活跃，视野宽广，是富有理想和抱负的一代，

他们是我们时代的希望。但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互联网自诞生

以来便以其海量资讯与光速传播吸引青年眼球，它给我们带来的是

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前，大部分青年依旧对当代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存在认知

模糊的情况。因此，要改善现阶段的理想信念教育效果，就必须增

强此类思想教育的针对性。要根据不同层次、群体及所处不同环境

青年的特点，进行认真深入的调查，结合其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

教育。并且，针对当前青年思想信念教育过于宽泛的特点，我们应

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对深层次的思想问题进行探讨，

使得青年能够深入的理解，领会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涵。从青

年的实际出发,把解决青年的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社会实践活动是当前青年信念教育中的薄弱一环。青年崇高的

理想信念如缺乏对社会现实的足够认识，将会变成空想。因此，在

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工作中，我们应重视社会时间活动对于青年思想

方面的作用。我们应通过组织青年参加各类社会时间活动活动，让

其充分认识到我国社会的真实现状，使得青年群体的理论知识与实

际工作通过社会时间活动做到良好的结合。提高青年对现实的分析

研究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坚定他们服务社会、奉献社会、报效

祖国的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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