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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wave, Gen Z youth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ynamic and influential groups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gital “native” group of young college students of Generation Z, and explores the logical path of their 
belief generation and its challenges. By analyzing the value characteristics of Generation Z youth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pluralism,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they face in the process of shaping their beliefs, such as media 
dependence, information coco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Marxist concept of youth with the modern social 
situation, and trie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lief discourse system that not 
only ha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outh, and strengthens the atten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to the 
belief shaping of young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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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Z世代青年已成为全球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群体之一。本文聚焦Z世代青年大学生这一数字“原住
民”群体，探讨其信仰生成的逻辑理路及其问题挑战。通过分析Z世代青年在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形成
的价值观特征，以及其信仰塑造过程中面临的媒介依赖、信息茧房、社会转型等现实挑战，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与现代社
会情境相结合，尝试为构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体现青年特质的信仰话语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强化全社会对青
年大学生信仰塑造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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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Z 世代，即出生在 1995 年至 2010 年之间的年轻人，

他们与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共同成长，他们的价值

观和信仰体系在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形成

了独特的特征。“Z 世代”青年群体思想尚未成熟，社会资

历尚浅，对于多元社会思潮和文化的判断经验不足，容易被

其同化进而成为此类思潮和文化的推手。[1]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青年信

仰问题的重要讲话。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更是强调“要把青

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鼓励广大青年要“立志做有

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Z 世

代”是一个与“90 后”“00 后”既有交叉重合又有区别的

特殊代际青年群体，其中高校大学生是主力军。因此，研究

Z 世代青年大学生信仰塑造的逻辑理路，具有十分重大的

意义。

2 信仰的特征与生成机制

2.1 信仰的特征
信仰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核心范畴，本质上是主体对

终极意义的追寻与价值秩序的锚定，其核心特征体现为以下

三种属性。

一是信仰具有超越性。信仰的存在就是为了对抗日常

生活的平淡和虚无感，并在人们遇到挫折时提供必要的精神

支撑。有的人信仰共产主义则是为了实现解放全人类的远

大理想，这是个体借助信仰的力量来超越现实限制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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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信仰具有统摄性。全社会不同个体和不同集体的价值观

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些差异。而信仰就能够把不同个体或集

体的不同价值观从宏观上整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稳固的可

以适应全社会不同群体的价值信念体系。三是信仰具有导向

性。信仰并不是静止的存在，而是一种推动人们思考和行动

的动态力量。面对个体存在的偏差行为，信仰能够及时矫正

并将其确定为个体未来发展的目标。例如，在社会上传播爱

国主义就可以通过引导社会大众广泛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服

务活动来实现，其关键就在于引导人们在宣传与实践中体悟

和认同某种情感。

2.2 信仰的生成机制
信仰是文化符号、制度规约与技术媒介共同塑造的

产物。

在文化符号方面，现实生活与网络平台上多样化的符

号深刻影响着个体对社会价值的认知和认同。在这个时代，

市场经济的高歌猛进和网络消费的无界限延伸，共同塑造了

符号消费这一整体性的文化语境。例如，《长津湖》通过展

现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士的英勇事迹，将爱国主义和英

雄主义解码为能够激发观众情感价值共鸣的文化符号。又如

“青马工程”的开展则是希望通过学校针对青年大学生的理

论教学和实践引导，来有效地帮助青年大学生们树立起正确

的价值观和家国情怀，从文化符号出发促使青年大学生实现

信仰的转变与巩固。

在制度规约方面，大学内会通过因地制宜、因人而异

的制度设计来激励青年大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例

如，大学的青年志愿者协会将志愿服务时长和无偿献血次数

等可量化的指标作为大学评优评先的依据。但是，这种制度

安排也可能会诱发一些消极问题。例如，一部分人为了达到

某种加分目的而表现出“表演性信仰”，这会导致原本用以

展现青年大学生精神风貌的实践活动被异化为功利的表演

活动，反而不利于青年大学生信仰的构建与强化。

在技术媒介方面，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人们可以更容

易更方便更及时地掌握关乎自己日常生活的各类信息。但从

消极的角度来看，算法推荐机制也容易造成信息茧房等价值

固化现象。数字媒介平台由于算法推荐机制的底层设计，会

对个体过分强化某些内容，从而导致个体价值观的固化。例

如，抖音上的“正能量”内容推荐会让用户在反复接触某类

信息的过程中加强对某些价值观念的认同。

3 信仰塑造的目标定位与现实挑战

3.1 目标定位
Z 世代的青年大学生信仰塑造的目标应该兼顾国家意

识形态安全和青年自身的合理发展权利。这就意味着，对

于青年大学生的信仰教育以主流价值观为基础，引导他们主

动承担起社会责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和建

设者。

因此，在信仰塑造的过程中应该抓住三个主要的原则，

一是激活青年的主体性，二是与他人不同价值观念和谐相处

的协调性，三是面对未来职场竞争的稳定性。针对青年大学

生的信仰教育应当摒弃传统的灌输教育方式，而是要为青年

构建起表达自己观点的平台，让他们在价值构建上从被动接

受变为主动参与。除了学校的教育方式的改变，大学生信仰

构建还依赖一个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在内的全方位教育体

系。只有这样，针对青年大学生信仰教育才能形成一个完整

的有体系的逻辑闭环，从而真正将主流价值与 Z 世代青年

的认知习惯相结合，使信仰塑造潜移默化地融入他们的日常

学习生活之中。

3.2 信仰塑造的现实挑战
青年大学生作为互联网平台和社交媒体的主要用户，

其信仰塑造的过程自然也会遭遇前所未有的现实挑战。这些

挑战既源于外部社会环境的复杂变化，也与青年群体自身独

有的行为特征密切相关。

首先，当前青年大学生信仰塑造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来

自数字平台的算法依赖与信息茧房的价值桎梏。随着数字技

术的迅猛发展，青年大学生主要通过网络平台来获取信息，

并通过这些平台来建立起日常社交关系。这种依赖带来了明

显的信息固化和消费主义危机。数字平台由于算法机制的存

在，其推送的信息往往只是为了满足用户的兴趣偏好。信

息茧房现象的存在削弱了青年大学生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

强化了个体原子化的趋势，最终将会导致对信仰的冷漠与

忽视。

其次，青年大学生信仰的塑造过程会受到私人生活透

明化与人际交往阻滞的影响。在数字时代，青年群体的私人

生活空间逐渐透明化，基于数字媒介的交往交流成为其日常

交流交往的重要方式。但这种透明化便捷化的交往方式也会

使得青年信仰的稳定性受到威胁。私人生活中原本深刻的情

感表达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交往通常会被媒介的表面性交流

所替代，进而导致青年大学生群体信仰的稳定性与认同感受

到削弱。

最后，青年大学生信仰的塑造还受到了社会转型阶段

的各方面竞争压力的冲击。当下青年大学生群体正面临着来

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其中包括学业竞争压力和就业焦虑等

不可避免的现实困境。这些压力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

们的心理健康，也削弱了他们对主流信仰的信任感和归属

感。青年大学生对于未来的迷茫无措会导致他们忽视或放弃

信仰，进而脱离实际社会生活，使自己陷入自我封闭的牢笼

之中。

4 信仰塑造的对策思考

4.1 外生环境优化策略
社会各方面需要协同构建一个“文化熏陶 - 制度支撑 -

技术助力 - 教育创新”的四位一体支持体系，从而有效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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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信仰塑造的外部环境。

在文化层面，转变社会对亚文化的防御性管理是改变

信仰生成外部环境的关键突破口。这就需要全社会转变对亚

文化的歧视性观念，创新亚文化的表达形式，使其更加符合

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需要。比如，官方公众号的文章推送可

以将网络热词融入主流叙事，从而更有效地传播意识形态。

高校也可以设立“亚文化创作坊”，鼓励学生通过说唱、街

舞等形式重新演绎红色经典作品。例如，将《觉醒年代》转

化为“陈独秀手办”等文化产品，以此实现价值观念的多样

化传递。

在制度层面，改变外在教学环境的关键是要打破思政

课在各个学段的孤立状态，建立起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

教育框架，并逐步构建常态化的跨学段教研机制。“大思政”

是综合性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是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

方位育人的新型育人体系和工作格局，它的构建事关党和国

家的事业能否后继有人，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对高

校青年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 在当前的思政课教

学安排中，各个阶段仍然处于孤立状态，互相之间缺乏交流

互通。因此，大中小学的思政课需要创新教育方式，建立起

常态化的一体教学制度。例如，小学阶段通过“道德故事

会”“节日微剧场”等活动培养价值感知；中学阶段采用议

题式教学，如“全球气候治理模拟”，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

大学阶段则可以通过“行走的思政课”让学生在乡村振兴中

真正走入实践。

在技术层面，当下的媒介平台只有超越单纯的技术应

用，重塑起“以人为中心”的技术伦理，才能真正发挥出技

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例如，青年大

学生可以开发“元宇宙红色纪念馆”，利用虚拟现实技术重

现历史场景，并以虚拟身份体验历史事件，从而创建出一个

可参与、可互动、可共创的意义空间，并在这一空间中强化

信仰教育的实效性。

在教育创新方面，大学教师可以借助以问题为导向的

PBL 方法重塑信仰教育逻辑。例如，针对毕业生就业焦虑

的问题，教师可以让学生访谈一些可接触到的从业者或者创

业者，制作“职业信仰地图”，并在其中挖掘“工匠精神”“创

新创业”的时代意义。这些项目的成果同样可以通过短视频

等热门且通俗易懂的形式传播开来，从而形成教育 - 内容 -

社会影响的实践闭环。大学的课堂教学应当是多样化的，教

师不仅需要使用先进的数字技术赋能教学，还需要加强跨学

段教研活动，强化大中小学思政课的共通性与实效性，构筑

起贯通各个学段的连续性强的教学新模式。

4.2 内生动力激活路径
在内生动力层面上，针对青年群体的信仰重塑需要打

造一个“认知 - 情感 - 实践”三者合一的循环体系。这个过

程以认知结构的重塑、情感联系的维护以及实践活动的维持

为核心，促使青年大学生们从自觉信仰转变为自发信仰。

在认知层面，针对碎片化信息导致的思考浅显化问题，

青年大学生应着重培养起批判性思维，打造“认知冲突 - 意

义明确 - 框架重塑”的循环路径。以科学的思想理论、崇高

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价值观念武装其头脑，是重振 Z 世代

青年奋斗动力的基本途径。[3] 例如，在大学通识课程中加入

“辩证思维教育课程”，引导学生在分析现实生活中的某一

现象或者解构消费主义的过程中，建立起对抗虚无价值论的

认知防线。同时，大学课程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还可以通过

哲学对话、跨学科交流等方式帮助学生整合起零散的价值

观，认清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而超越内卷与躺平的简单

对立。

在情感层面，教师可以通过挖掘 Z 世代亚文化的积极

成分，将价值观教学从抽象且表面化的叙事转为具体可感的

亲身体验。教师可以选择那些将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国风

音乐”“红色动漫”等青年喜爱的形式的教学素材。例如，

B 站的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就通过赋予历史人物生命，

让爱国主义情感在弹幕互动中自然流露。同时，其他网络平

台还可以创建“青年说”“价值观辩论赛”等互动展演节目

或者线下活动，鼓励青年用他们的“圈层语言”重新解读传

统价值观，通过二次创作促使青年大学生实现从接受者到传

播者的转变。

在实践层面，改善青年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现状

的关键在于让抽象的信仰内涵在具体实践活动的参与中得

到认同与强化。青年大学生可以通过“志愿服务学分制”“大

学生创新挑战赛”等制度和赛事在乡村振兴和社区治理等实

践活动中体验“共同富裕”和“全过程民主”等制度与当地

传统文化。除此之外，青年大学生还可以通过元宇宙技术打

造的“虚拟长征”“数字红色展馆”等体验场景，在互动中

亲身体验历史和其中的爱国主义情感，进而实现“在实践中

领悟道理、以行动证明信仰”的全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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