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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祖国的未来打下良好基础。第三，关注青年大学生就

业方面的诉求。政府应当推动完善青年就业服务体系，

保 障 青 年 就 业 的 基 本 权 利 ， 维 护 就 业 市 场 的 公 平 与 稳

定。保障有志青年大学生向上社会流动的通道畅通，鼓

励青年大学生群体积极就业创业，完善配套政策和法律

法规。

（二）强化网络舆论的监管力度

新媒体时代崇尚言论自由，每个个体都有表达自身

的权利，因而佛系心态的出现与社会舆论息息相关，消

极的文化与社会现象是不良社会心态产生的直接原因，

合理引导积极向上的网络舆论有助于青年群体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佛系心态的产生不仅有深刻的社会

成因，也有新媒体媒介的推波助澜，因而应当加大网络

舆论的监管力度。第一，发挥主流媒体的引导作用，强

化正确价值观念的传播。树立有志有为青年模范典型，

发挥优秀青年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新闻访谈和对话的

形式与青年大学生群体进行互动，正确引导舆论走向，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第二，强化治理网络消极舆论传

播，及时疏导负面情绪。佛系心态刚出现时，并没有夹

杂强烈的负面情绪色彩，不过随着消极言论的出现，加

之网络博主为博取关注，借题发挥使得佛系心态丧失了

原本纾解青年人焦虑情绪的本意，不仅没能带来积极的

价值认同，反而加深了青年大学生群体的焦虑情绪。因

此，各大网络论坛及社交媒体应当大力弘扬和深入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舆论导向，坚决

抵制消极亚文化的传播，合理引导亚文化发展。

（三）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保障青年群体的健康成长，马

克思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了人。”[15]

人可以通过实践来改变环境、净化环境，来获得健康向

上的积极社会环境。青年大学生处在成长的关键时期，

心理心智还不够完全成熟，面对社会上出现的“炫富”

“潜规则”等消极现象，难免会影响其价值观念的健康

发展。因而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需要从源头把控，培

育 健 康 的 社 会 环 境 来 孕 育 积 极 向 上 的 社 会 心 态 。 一 方

面，加强宣传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激发正能量，弘扬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敢于发扬青年人拼搏奋进的精神，

营造出努力拼搏才是青年本色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

应当严格把控拜金、炫耀、功利主义等亚文化现象的传

播路径，青年群体的拼搏热情不应被不良社会风气所磨

灭，社会良性竞争体系应避免受到破坏，全力保障青年

大学生价值观不会模糊。政府应对青年群体面临的社会

困 境 提 出 解 决 办 法 ， 积 极 营 造 公 平 有 序 的 良 性 竞 争 环

境，引导和鼓励青年大学生群体直面挫折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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