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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系”现象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路径 
高冉 

（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2017 年“佛系”一词燃爆朋友圈，青年大学生纷纷采用这一词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学是青年逐步发展、完善自我，

建立稳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重要阶段，要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正视、重视这一亚文化现象，引导青年大学

生树立积极、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彰显青年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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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行语作为当代青年大学生社交活动的语言工具，不仅是

承载时代印记、反映社会生活变迁以及文化变迁的载体，更是反映

着青年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状态、青年大学生心态的风向标。“佛系”

现象作为当今社会转型期的一种青年亚文化的表现形式，映射的是

我国社会转型期部分青年群体一种迷茫的社会心理现象，是新媒体

时代青年社会心态的表征[1]。《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也说“佛系”

青年》，文中写到“总得有走心的地方。处处不坚持，事事随大流，

那只能是淹没于人潮、迷失掉自我”[2]。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

正确引导“佛系”青年大学生，对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有着

重大意义，这是新时代思政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一、辩证看待“佛系”现象 

通常“佛系”青年大学生会被认为是“遇事没主见，做事没原

则，干事没恒心，一切安于现状、安于平庸、顺其自然的。大众眼

中的他们大致都是具有不温不火、不求突破创新、没有惊喜但能保

证完成任务的特征。 

从网络语言的特征来看，“佛系”只是作为一种语言在进行传

播，并没有具体的生活方式作为承载，更多的是一种自嘲和反讽。

与颓废的生活态度不同的是，“佛系”青年更加平和，虽然存在对

生活的不满，但并未影响到正常社会功能，生活、学习、工作等依

然平稳的运行。“佛系”的生活态度是当代青年一种面对现实压力

趋乐避苦的选择，在心理学上具有积极地自我调适功能，面对压力

能够豁达面对、积极乐观，以平静乐观的心态去面对。 

正确认识“佛系”现象，不仅看到其消极负面的影响，还应采

取理解、包容的态度，挖掘其积极因素，认识到其虽然打破了主流

文化对青年大学生的期望和预期，却也是青年群体一种自我调整的

方法，不能把“佛系”青年简单的定性为消极避世逃避生活的群体，

还应看到其对待生活积极乐观、面对挑战勇担社会责任的一面，[2]

尤其是在 2020 年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处处闪耀着青年

一代的身影。 

整体而言，佛系现象本身并不非“丧”文化,也不“颓废”，其

使用频率和影响力正逐渐减弱，或许很快会被更时髦的话语所取

代。 

二、区别对待“佛系”青年 

要正确引导“佛系”青年大学生，主流文化应用辩证的眼光看

待“佛系”这一青年亚文化现象，“佛系”现象是网络行为下的一

种从众现象。在新媒体时代，青年获取信息的途径多种多样，微博、

微信、抖音等自媒体平台新颖的信息传播途径日益成为青年学生获

取信息的重要渠道，青年群体的猎奇心态容易对现实中大家追捧的

内容产生从众心理。 

分析可知，大学生对“佛系”的从众心理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真从众心理，也就是个体对群体中的概念、思想和行为都接

受，自觉使用其描述自己现状；另一种是为了跟风、追赶时尚潮流

而出现的假性从众现象，迫于群体压力而接受，并不认同甚至并不

完全理解“佛系”的内涵。 

 青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青年的成长关系到国家的

发展和进步，“佛系”亚文化作为偶尔释放压力的方式尚可，但要

警惕其对青年价值观造成的负面影响而导致青年的迷失，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要综合采用各种方法，积极倡导社会主流价值观，关

心大学生所面临的困惑和难题，为青年成长排忧解难，创造更好的

外在条件。 

三、加强对青年大学生的社会支持 

青年阶段是人生的迷茫期和不稳定期，从青少年期逐渐走向成

熟，脱离了父母等法定监护的保护，不断尝试、探索、成长。要及

时对大学生的情感进行疏导，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充

分考虑他们的成长诉求，加大社会、校园成长支持力度，为其成长

与发展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公平的环境，提高青年大学生的获得感

和成就感，从而进一步提升其幸福感与价值感，培养青年大学生良

好的社会心态。 

四、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讲座，先治标 

“佛系”现象是在青年大学生面临无法释解的压力时所产生的

逃避心理，要治标就要加强大学生的心理自我调适能力，通过开展

心理讲座、心理健康活动，宣传积极健康的心理调适方法以及专业

的求助方法。在校园中形成一种关心、爱护青年心理健康教育的氛

围，引导青年主动关注、主动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当代大学生成长

与物质丰富的时代，享受着社会、学校、家庭无微不至的呵护，未

曾经历过挫折、困顿、压力，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应注重学

生挫折教育，培养大学生挫商。 

五、网络平台宣传引导正面典型，立榜样 

当代大学生对网络的依赖度高，习惯于在网络上发声，表达观

点。做好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引领，就需适应网络时代，以运用好网

络平台，开通网络互动空间，鼓励青年大学生主动发声，表达观点。

通过官方微信、微博等平台，宣传奋斗、向上的符合主流价值观的

群体，树立一个标准坐标系，形成与“佛系”群体对比参照的群体，

利用各类网络新媒体平台加强宣传，引导“佛系”青年大学生积极

学习符合主流文化的正向行为规范，以主流价值观引领青年，帮助

青年以积极健康的心态面对压力和挫折，更好地发展和成长，树立

远大的理想信念，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六、引导青年大学生正确认识“佛系”现象 

要做好青年大学生的的思想引领工作，需要引领青年大学生对

正确认识“佛系”现象，认清其本质。通过大学生思政课堂，教育

学生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立场和方法进行鉴别，巩

固马克思主义信仰，邀请专家讲座、开展学术研讨，引导学生学习、

知晓社会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认识，启发学生进行学习思考，

科学看待“佛系”，了解“佛系”。 

青年大学生要深刻认识自己身上的责任和使命，就应认识到

“佛系”与奋斗并不矛盾，面对现实，既有沉着和稳定的处世态度，

又有奋进的动力和激情，为实现中国梦不懈努力。 

七、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佛系”青年的根本困惑在于价值观的混乱，要引导青年大学

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应努力弘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以教育为手段唱响价值观主旋律，将对“佛系”的追捧转化为

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以党员标兵为榜样，传递核心价值正能量，

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搭建多种形式的工作平台，把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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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生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

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国家就有

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佛系”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与习近平总

书记对青年的期望相去甚远，要通过多路径、多渠道加强对青年大

学生的思想引导，激发学生的正能量。随遇而安、一切随缘的“佛

系”青年，也可以是冲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第一线，牺牲奉献、不

计得失的新时代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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