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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年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必须要着

力培养其奋斗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储备青春力量。然而，青年的奋斗精神正遭受着青年亚文化

的冲击，出现了渐行渐弱的趋势，形成了“伪奋斗”的现象，动摇了奋斗精神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

重要地位。因此，深入理解和甄别青年亚文化，深刻感知和领会奋斗精神的内涵和时代意义，从而找到

青年亚文化背景下奋斗精神教育面临的困境并做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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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of socialism, young people shoulder the historical miss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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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ility of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cultivate their spirit of striving and reserve youthful strength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ism. 
However, the spirit of striving among young people is being challenged by youth subculture, show-
ing a weakening trend and giving rise to the phenomenon of “pseudo-striving”, which has shaken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striving spirit educ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u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deeply understand and distinguish youth subculture, profoundly perceive 
and comprehend the connotation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the spirit of striving, and 
thereby identify the predicaments faced by striving spirit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youth subcul-
ture and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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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时代发展，青年亚文化正以灵活多变的姿态，与不同社会思潮深度融合，形成复杂多元的文化

现象，持续影响着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选择，并为青年奋斗精神教育工作带来新的挑

战。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广大青年要培养奋斗精神，做到理想坚定，信念执着，不怕困难，勇于开拓，

顽强拼搏，永不气馁。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1]青年群体作为青年亚文化的

最主要的群体，在青年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重视起对青年群体的认知和观

念、情绪和情感，思维桎梏的关注，可以为培育青年群体奋斗精神提供支持和保障，从而逐渐减少青年

亚文化对奋斗精神的削弱以及对奋斗精神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 

2. 青年亚文化与奋斗精神概述 

2.1. 青年亚文化的内涵、特征与发展规律 

2.1.1. 青年亚文化的内涵 
“亚文化”是社会成员为缓解阶层结构性矛盾，所形成的具有差异化、风格化特征的文化现象与集

体认同[2]，它“与较小的参与群体、与年轻创新文化相关联，偶尔具有政治抵抗性和激进性并呈现自身

的独立性”[3]。基于此，青年亚文化则是指，在特定文化环境下，青年群体借多元开放方式，以或消极

或张扬的态度，展现独特思想、观念与行为风格，用以应对现实矛盾的文化形态[4]，是青年群体创造性

表达自我的文化实践，鲜活展现了他们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 

2.1.2. 青年亚文化的特征 
青年亚文化所代表的是青年群体的利益，消费性、娱乐性和颠覆性是其最突出的特点。首先，青年

亚文化具有消费性。在经济与科技推动的网络化时代，青年群体高度依赖网络进行自我表达。他们热衷

于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为网络达人打榜集资，还不惜动用有限生活费支持偶像明星。这类狂热追星、盲

目攀比以实现自我满足的行为，本质上是非理性消费。其次，青年亚文化具有娱乐性。网络时代下，青

年群体形成专属交流模式，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网络语言等元素不断影响其尚不稳定的主流思维。比

如，部分青年深陷网络游戏对战难以自控，追捧网络文学中女主光环设定，热衷“凡尔赛”“葛优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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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热词。随着网络空间持续扩张，青年获得了更广阔的娱乐空间与话语主动权，网络不仅充实其闲暇

生活，更成为他们缓解压力、展现个性的重要渠道，助力青年群体构建起独特的文化认同。最后，青年

亚文化具有颠覆性。青年亚文化的颠覆性主要表现在与主流文化所提倡的思想和理念有着截然相反的理

念。比如“佛系文化”“饭圈文化”，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迅速在青年群体内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认同。

这很容易使毫无涉世经验或涉世尚浅的青年对主流文化形成错误认知，从而不加辨别地将青年亚文化的

所有内容全盘接受。 

2.1.3. 青年亚文化的发展规律 
青年亚文化的发展遵循从“仪式性抵抗”主流文化到与之共生融合的规律，这一演变受个体心理、

社会压力、媒介技术和多元思潮的共同作用[5]。在抵抗期，作为边缘群体的青年以伯明翰学派理论为依

据，通过创造独特的符号、仪式和习惯去表达对主流文化的批判和不满，像“朋克文化”、“嘻哈文化”

便是对阶级压迫的反抗。到了调适期，面对社会压力，“佛系青年”用消极态度进行心理防御，此时网络

媒介削弱了对抗性，“摆烂文化”、“饭圈文化”成为青年自我宣泄和情感寄托的出口。如今的融合期，

亚文化为主流文化注入创新活力，修补文化裂隙，例如 2021 年春节晚会上的虚拟歌手、弹幕互动等就体

现了青年亚文化宇主流文化的相互影响。在社会竞争压力与个体心理需求的驱使下，青年借亚文化获

得群体认同与心灵慰藉，而数字媒介技术和多元价值观的影响，更是加速了亚文化的传播与圈层化，

催生新形态。总之，青年亚文化在“抵抗–调适–融合”的螺旋轨迹中持续发展，推动社会主流文化不

断繁荣。 

2.2. 奋斗精神的内涵与时代意义 

2.2.1. 奋斗精神的内涵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党无精神不兴[6]。奋斗精神是个人为实现目标而不懈努力、积极进

取的精神状态和行为品质，是不辱使命的精神气概和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在个人成长成才的过程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反映了个人积极的价值态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奋斗精神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青年作

为新时代的担当者，其奋斗精神内在地体现为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内在动力，坚忍不拔、奋勇争先的

意志品质，敢于担当、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以及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执着品格[7]。 

2.2.2. 奋斗精神的时代意义 
发扬奋斗精神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不仅能够促进青年自由全面发展，还有利于塑造社会向上发展

的积极氛围，更有助于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首先，奋斗精神是促进青年自由全面发展

的重要精神品质和优良传统。对青年进行奋斗精神教育，可以健全青年的品格，满足青年的主体需求，

帮助青年实现人生价值。青年群体应在奋斗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和超越自我，从而坚定

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磨砺意志品质、强化责任担当[8]。其次，奋斗精神是塑造社会向上发展的积

极氛围的精神力量。青年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以自身的发展履行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

甘于奋斗、敢于奋斗、勇于奋斗，带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奋斗之风。最后，奋斗精神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支撑。青年作为勇立潮头的奋进者、攻坚克难的开拓者，要在新征程上接续奋

斗，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与祖国繁荣昌盛同向而行，担起青年责任，完成青年使命，以奋斗之姿书写

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注入磅礴的青春力量。 

2.3. 青年亚文化与奋斗精神的关系 

青年亚文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与奋斗精神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消极的青年亚文化对奋斗精神具有一定的消解作用。例如，“丧文化”所传达的消极情绪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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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态度，“饭圈文化”所展现的过度狂热等，都是青年的自我否定与价值消解，这容易削弱其奋斗动力

和意志，影响其对奋斗目标的追求。另一方面，积极的青年亚文化能够与奋斗精神相契合，助推奋斗精

神的养成。比如，在“二次元文化”中，部分优秀作品借勇敢、坚持、团结等正能量价值观引发青年情感

共鸣，激励其在现实生活中践行这些品质，努力奋斗。然而，总体而言，当前青年亚文化的复杂性对奋

斗精神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并加以应对。 

3. 青年亚文化背景下奋斗精神教育面临的困境 

3.1. 认知和观念偏差，抵制奋斗精神培育 

青年亚文化背景下，青年群体倾向于寻找支持他们观点的证据，而忽视反对观点的证据，从而出现认

知和观念的偏差。其主要根源在于，青年群体构建起的社会现实，是基于自身主观感受，而非客观资讯。

有些人之所以奋斗主要是怀揣着获得虚假成就感的目的,而非为了实现真正有意义的目标，这种虚假奋斗不

仅是对内心中困难的逃避,同时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道德和文化风貌。青年群体认知和观念偏差必然导致

个人发展受阻、心理问题滋生、社会适应不良等问题，也必然会使他们认为奋斗并不是所求，“躺平”才

是当今社会的主流，从而认不清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地位，抵制奋斗精神培育。 

3.2. 情绪和情感不稳，冲击奋斗精神培育 

青年群体中不良亚文化的产生来自青年的情绪和情感失衡。随着外来文化不断传播渗透，社会结构逐

步变迁，价值观念持续更迭，青年人的情绪和情感愈发不稳定，这必然给青年心理带来极大影响[9]。青年

群体的心理由于难以适应社会压力所带来的焦虑与障碍，很多人在面对现实中则表现出情绪低迷，精神不

振，忽略了奋斗精神的重要性，这无疑冲击了奋斗精神教育。在青年不良亚文化背景下，初入职场的青年

人，在复杂人际关系网中挣扎的青年人，尤其是没有背景和资源靠自己双手打拼的青年人，肯定会遭遇很

多的不公，憋屈，挫折。即使意志再坚强，内心再强大，人毕竟是血肉之躯，是情感动物，很容易出现情

绪崩溃，这种情绪崩溃必然使奋斗精神意识在青年群体中慢慢淡化，冲击奋斗精神教育。 

3.3. 思维模式桎梏，阻碍奋斗精神培育 

思维桎梏是由先前的活动或经验造成的，对后续的活动或思考产生一种特殊的心理准备状态或倾向

性。过度的依赖这种定势会在环境发生变化时，限制人们的思维，阻碍人们从新的角度或用新的方法思

考问题。青年不良亚文化的出现，使青年群体对急速变革的社会不太适应或消极适应，致使他们持有偏

激、固执和极度偏见，边缘化思维方式严重阻碍了奋斗精神的传播，进而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奋斗

精神教育。思维桎梏者通常对其他观点缺乏容忍性，将自己的观点视为唯一正确的真理，拒绝接受其他

人的意见和批评，常常导致争议和冲突，所以一些青年群体视奋斗为困苦，宁愿选择躺平。 

4. 青年亚文化背景下奋斗精神教育破解困境的对策 

4.1. 认知和观念修正，立足马克思主义奋斗观 

“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追求真理，改造世界

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奋斗观强调，奋斗目标不应该局限于个人利益的实现，而应该将个人目

标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社会创造价值，摆脱认知偏差。青年群体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自身实

践，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知行合一，将个人奋斗融入集体奋斗，从而成为堪当实现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奋斗精神培育的关键在于使青年群体能够以主流文化为导向，坚定自身信念，深知奋斗的意义，

做到脚踏实地，才能在青年亚文化的冲击下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修正认知和观念，保持坚强定力，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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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群体的奋斗精神培育注入一剂强心针，激发其奋斗精神，把握奋斗精神教育的主方向。 

4.2. 优化情绪自控，树立积极向上的青年奋斗观 

情绪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通过找自己的情绪解压方

式；适当放缓脚步给自己放松的时间和空间；学会有效的情绪管理技巧；给自己设定目标，找到人生的

动力和方向等措施优化情绪自控。青年群体情绪多变，面对外界压力，应剖析自身情绪产生根源，以理

性思维审视，及时调整自身的情绪，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因为积极心态是青年奋斗观的核心燃料，

所以作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青年应当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中始终保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斗争信

念与坚定精神，以自信自强、临难不避的精气神直面困难挑战，涵养正确的青年奋斗观，摒弃“躺平”

“佛系”的青年不良亚文化，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实现自我理想与国家发展的同频共振，为人

生的画板渲染出灿烂的色彩。 

4.3. 突破思维桎梏，寻找青年亚文化与奋斗精神教育结合的机会 

青年亚文化背景下，青年群体应当突破思维桎梏，培养批判性思维，寻找亚文化与奋斗精神教育结

合的机会，做到善于思考问题的多面性，放下固定观念，树立积极正确的奋斗观，从多个角度思考奋斗

精神教育的重要性；培养启发式思维，运用各种启发式方法，来解决思维桎梏带来的影响奋斗精神教育

的问题并做出决策。寻找青年亚文化与奋斗精神教育的结合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第一，打破刻板印象，

深入剖析青年亚文化，发现其与奋斗精神教育在本质上的深层关联；第二，创新教育载体，融入亚文化

元素，使奋斗精神教育摆脱枯燥乏味，以更鲜活、生动的形象走进青年群体；第三，构建青年亚文化群

体与奋斗精神教育者之间的互动平台，在群体内部形成积极的奋斗文化氛围，实现亚文化与奋斗精神教

育的双向促进与共同发展。 

5. 结语 

总之，青年亚文化正冲击着青年群体的奋斗精神，由此带来的认知和观念偏差、情绪和情感不稳和

思维模式桎梏也正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奋斗力量和精神劲头。要深刻思考青年亚文化给

奋斗精神教育带来的现实困境，从修正认知和观念偏差、优化情绪自控和突破思维桎梏，寻找青年亚文

化与奋斗精神教育结合的机会的对策中，充分发掘奋斗精神，从而使青年群体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脚踏

实地，勇毅前行，全身心地继续投身于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事业之中，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绽放青春光彩，

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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