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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精神对大学生价值观的重塑
——对大学校园“躺平”现象的思考

 南锋霞

继“丧”“佛系”等流行现象之后，“躺平”现象已成为大学校园中具有较大影响

力的亚文化现象。“躺平”现象反映了当代大学生的功利主义倾向，是其忽视自我价值

和人生意义、缺乏进取精神和责任担当意识的表现。“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

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应深刻认识西迁精神的时代价

值，通过教育和实践有机结合的方式，引领当代大学生涵养并重塑其价值观，培养出更

多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优秀青年。

近年来，“躺平”现象日益成为需要引起关注的

大学生群体中的青年亚文化现象。“躺平”是

指社会个体在面对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时，表现出无欲

无求，安于现状的现象。“躺平”现象反映了青年大学生

群体中出现的价值观问题。“西迁精神”是在1956年以

交通大学为代表的院校内迁西安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宝

贵精神财富，主要内容是“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

统、艰苦创业”。西迁精神中蕴含的爱国、奉献、奋斗和

创新精神，对改善和治愈大学生“躺平”现象是一剂“良

方”，对涵养和重塑大学生价值观也有重要作用。

大学校园中的“躺平”现象

及其反映的价值观问题

近年来，继“丧”“佛系”等流行现象之后，“躺

平”成为大学校园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亚文化现象。“躺

平”是指个体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选择逃避压力，放弃努力和拼搏，仅维持最基本生活需求

的社会现象。青年低欲望现象表现为：对物质的需求减

弱，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活动有限，以及对未来发展持消

极看法和缺乏改变意愿等。[1]“躺平”是一种消极的生活

态度，如不积极参与课程学习、不主动规划未来、缺乏社

交活动等。“躺平”现象表面看是对繁重学习工作生活的

一种消极逃遁，但深究背后原因，发现其折射出大学生中

存在的价值观问题。

（一）功利主义倾向

全球化带来文化交流和信息技术发展，让青年接触到

更多元的价值观和社会思潮，特别是个人本位和追求自我

价值的观念最为显著。加之文化消费主义中追求个人兴趣

和自我满足的倾向，使得青年群体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

价值取向，他们更专注于个人爱好和自我表达，而较少考

虑对国家、社会和群体的责任，这种价值观显示出自我中

心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简言之，大学生中的功利主义倾

向是指在学习和生活中过分追求个人利益和短期目标，忽

视集体利益、长远发展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现象。功利主义

倾向可能导致个体在面对无法实现的功利目标时感到失望

和无力，从而选择“躺平”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

（二）忽视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

“躺平”现象反映了一些大学生对于个人奋斗的淡漠

态度。在现代社会，尽管物质生活条件有了显著提升，但

竞争压力也随之增大，一些大学生可能感到迷茫和无力，

选择逃避现实，不愿意为实现个人价值而努力。躺平主义

者往往认为自己的存在没有意义，不能为社会带来积极作

用。他们忽视了自己的潜力和能力，不愿意去追求更高的

目标和更广阔的人生境界。这种心态容易导致他们陷入自

我否定和自我放弃的困境中，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缺乏积极进取精神

“躺平”现象也与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多元化有关。

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影响下，一些消极的、逃避现实的

思想和行为模式容易在年轻人中传播，如“佛系”“丧文

化”等，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青年的价值观，导致他们对传

统成功观念产生质疑，较易选择一种更为消极的生活态

度。躺平主义者往往对生活充满了消极情绪，缺乏积极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