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6), 41-47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6474    

文章引用: 汪桂妃. 大学生“搭子”社交的形成原因、内在隐患与引导策略[J].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6): 41-47.  
DOI: 10.12677/ass.2025.146474 

 
 

大学生“搭子”社交的形 成原因、 
内在隐患与引导策略 

汪桂妃 

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5年4月15日；录用日期：2025年6月2日；发布日期：2025年6月11日  

 
 

 
摘  要 

“搭子”社交是当代大学生社交的流行方式。本文通过对一手访谈资料与问卷调查结果的整理归纳，总

结出“搭子”社交的形成原因：互联网时代下的数字生活、快节奏生活中的压力释放和青年人心理上的

情感需要。进一步分析“搭子”社交的内在隐患：影响亲密关系的稳定建立、挑战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

隐藏不易识别的社交风险，并对此负面影响提供引导策略：加强主流价值引导，抓牢意识形态领域领导

权；提升主体认知能力，建立合理有效的社交模式；加强网络环境治理，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交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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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ddy” socializing has emerged as a popular mode of social interaction among contemporary col-
lege students. Through the collation and analysis of first-hand interview data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the rise of “buddy” socializing: the 
digital lifestyle in the internet era, the need for stress relief in a fast-paced life, and the emo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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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 of young people at a psychological level. Furthermore, it delves into the inherent pitfalls of 
“buddy” socializing: its potential to hinder the stable establishment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ts 
challenge to traditional societal values, and the concealed social risks that are not easily discernible. 
In response to these negative impacts, the paper proposes guiding strategies: 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of mainstream values and firmly grasping the leadership in the ideological sphere; en-
hancing individuals’ cognitive abilities to establish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social interaction pat-
terns; and intensifying the governance of the online environment to foster a positive and healthy 
social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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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1]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迭，人类进入信息技术时代，人的劳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

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其中，就人际关系层面而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进入

陌生的城市中寻求生活上的自立，打破传统以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为主导的社交网络，使中国正在逐

渐从传统的熟人社会过渡到当代的陌生人社会[2]。在此背景下，一方面，传统的人际联结纽带逐渐松弛

瓦解使人们难以维系长久且稳固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人的社交心态也随之发生变化，青年人不再局

限于传统人情往来的交往，而是以自我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试图在陌生人社会中建立一种新型社交

关系，“搭子”社交就是一种表现方式。“搭子”最初指“一起打牌的人，引申为合伙者”[3]，现经互

联网扩散传播和各大媒介平台的加工输出，主要指人们因共同兴趣或共同需求而结合的社交关系。如今，

“饭搭子”、“旅游搭子”、“考研搭子”，“可以不恋爱，不能没搭子”、“无搭子不社交”等标签和

口号表明“找搭子”成了青年日常又重要的社交方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注着中国青年的成长与发展，强调“青年是社会中最有生气、

最有闯劲、最少保守思想的群体，蕴含着改造客观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无穷力量。”[4]针对青年群体

社交新形态的研讨，其意义不仅体现在助力青年破解社会化进程里遭遇的多元成长难题，更关乎青年能

否锻造出坚韧的内心品质，以肩负起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对此，“搭子”社交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存

在哪些隐患？应该如何正确引导？将是本文研究重点。 

2.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考虑到“搭子”社交研究对象为青年群体，年龄跨度大、社会阅历和角色多样，社交心理存在较大

区别，故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大学生群体。该群体身处高校、正当青年，既有青年群体的共性，又有大学

生身份的特性，社交心理较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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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和观察法。 
访谈法方面，在查阅文献基础上自编访谈提纲。按照国家教育部对高校的划分标准，选取“双一流”

高校、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的大学生作为访谈对象。采用差异化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

方法，确保涵盖不同类型高校、不同性别、不同年级的大学生，最终选取 30 名大学生展开深度访谈，深

入了解大学生对“搭子”社交的形象描述、自身体验、风险预测等。 
问卷调查法方面，问卷旨在调查大学生对“搭子”社交的参与情况、对“搭子”社交的认知、态度、

需求等，主要内容如下：(1) 大学生基本信息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所在学校及其学校类别(“双一流”

高校、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年级等；(2) 对“搭子”社交的参与情况，包括参与次数、目的、

方式等；(3) 对“搭子”社交的认知与态度，包括是否了解“搭子”社交、是否愿意进行“搭子”社交、

认为“搭子”社交是否安全等。问卷在“双一流”高校、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等不同类型高校线

上与线下发放 50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 355 卷份)，有效率为 70.1%。 
观察法方面，选取小红书、抖音、知乎等具有社交性质的数字媒介和微博、豆瓣、贴吧等开放式社

交平台作为观察场域。详细记录用户话语表达，通过样本搜集和文本分析获取“搭子”社交的真实样貌。

除原文提及的话题和小组外，还广泛关注其他与“搭子”相关的讨论，全面深入分析“搭子”社交现象。 

3. 大学生“搭子”社交的形成原因 

3.1. 互联网时代下的数字生活 

网络包含万物互联网的高度普及与快速发展使得网络世界与虚拟世界高度重合，“搭子”社交能够

快速流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网络的快速发展，通过问卷调查可知，72.3%的大学生有“搭子”社交经

历。近年来，各大社交媒体层出不穷，其功能性、隐匿性、安全性也在不断提升。为了实现“社交拉动消

费”各大平台利用兴趣分区、算法推荐等方式强化社交，以社交闭环将用户方式留在平台上，让原本互

不相识的人连接起来形成关系链，这使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青年群体深受影响。“我们找搭子的主

要方式是去网络社交平台留言或者发帖，我和我的游戏搭子就是在小红书平台认识的。”(“双一流”高

校大一学生) 
从社会交换理论来看，人们在社交中追求利益最大化。互联网社交平台为大学生提供了便捷、高效

的社交渠道，降低了社交成本，增加了社交收益。以小红书 APP 为例，“新型社交关系搭子”话题阅读

量突破 3000 万[5]。小红书根据用户浏览记录，通过兴趣分区、精准定位和个性推送，为用户提供类似贴

文，吸引大学生们建立“搭子”关系。其他社交平台也采用类似方式，如知乎上可找“学习搭子”，陌陌

上能寻“聊天搭子”等。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让大学生能快速找到理想伴友，减少检

索信息的时间成本，实现“万物皆可搭”的浅社交。 

3.2. 快节奏生活中的压力释放 

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交互动和支持网络获得情感支持和认同感，有助于缓解社会压力和

适应新环境时的不安与焦虑[6]。在快节奏生活和激烈社会竞争下，大学生面临多种选择。部分选择“内卷”

的学生，在与同学竞争中获取价值利益的过程往往疲惫不堪；部分选择“躺平”以获得喘息机会；部分高

校学子倾向于借助社交媒介寻觅志趣相投的“搭子”，借此获取情感共鸣与价值归属感，纾解因学业关联

而维系的人际关系所衍生的心理负荷。 
“我和搭子平时会一起交流学习、分享信息、互相鼓励，这对我缓解焦虑起到很大的帮助。”(一般

本科高校大三学生)问卷中 68.7%的大学生认为找“搭子”是突破自我，寻找新型社交关系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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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们通过“搭子”社交，不仅能够结识来自不同背景、拥有不同兴趣和专长的人，还能够在这个过

程中建立起符合自身预期的有益的社交关系，并从中汲取新的资源，这种社交不仅能够满足大学生对于

社交的多样化需求，还能够在精神层面上为他们带来积极的影响，帮助他们在社交、情感以及精神层面

实现全面的成长和发展。 

3.3. 青年人心理上的情感需要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

个层次。“搭子”社交属于青年社交需要的一种，其实质是爱的需求或情感需求[7]。大学生有社交需求，

并期待在社交中获得理解与被爱的高层次尊重需要，但在现代流于表面的社交中难以获得深层次、高质

量的共鸣，且接触人员频繁变动，使得他们维系社交关系需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而“搭子”社交为个体

提供了适度社交空间，既尊重个人独立性和隐私性，又满足社交互动和陪伴需求，能解决社交难问题。 
“到大学读书之后，感觉自己越来越难交到真朋友了，很难有时间并且有耐心去交朋友。如果我想

干什么事情，我会在网上找搭子，既省事又能给我陪伴。”(高职高专院校大二学生)调查中 57.4%的大学

生认为这是一种高效便捷的社交方式，为了更加高效，大学生往往会设定“门槛”来选择“搭子”，例

如，有共同目标的“考研搭子”，有共同兴趣的“追星搭子”等等。这种社交在本质上是利己的，一方面

能节约时间成本和情感成本，另一方面能在短期内满足大学生的情感需求，提升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 

4. 大学生“搭子”社交的内在隐患 

4.1. 影响亲密关系的稳定建立 

在我国传统的社交文化中，人际关系以长期、稳定、和谐为要义[8]。这种社交文化往往需要长期、

频繁的人情往来维持人际关系的持续性、长期性、浓厚性。“搭子”社交则与之不同，由于“搭子”之间

的“浅社交”、短期、碎片化等特点，使得双方并不需要精心维护。如此，“搭子”社交便如“快餐”一

般，能反复多次、快速有效地填补大学生内心的空白，摆脱传统亲密关系的牵绊。但是长期吃“快餐”容

易危害健康，这种“搭子”社交的临时性友谊为后期的治理带来不可避免的挑战和困难，长此以往，会

导致大学生难以深入发展亲密关系，淡化和亲友之间的牵绊。 
“我经常在网上找搭子，但通常都是“一次性”的，在共同完成一次活动后，我和搭子便没有交集

了。”(一般本科高校大二学生)问卷中 49.2%的大学生认为习惯于“搭子”社交可能会使人缺乏建立亲密

关系的情感能力。从表面上看，“搭子”之间对于临时组建的关系缺乏了解和信任、关心和责任。从实质

上看，“搭子”关系本质上还是陌生人关系，虽然双方比陌生人多了一些交流，但是交流只停于表面。如

此，“搭子”关系脱离了特定场景就难以维持下去。一段健康稳定的关系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的发展，

帮助人建立正确的自我认识，而“搭子”关系生命力弱、存在时间短暂，如果大学生经常性的进入和脱

离这种浅层关系，可能会导致他们无法从社交舒适区中脱身，难以发展深度交流的能力，在心灵上更加

孤独和不信任他人。 

4.2. 挑战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 

传统社交方式下，人们的社交网络以地域为中心，沿亲疏关系向外拓展，以血缘、地缘和业缘关

系为纽带，形成紧密且持久的社交结构。在这种传统社交网络中，维系关系需投入大量时间、金钱和

精力，而终止关系则伴随着显著的心理和情感成本。因此，个体在建立新关系时表现出高度的审慎，

对陌生人普遍持怀疑态度。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媒体平台如微信、QQ 等成为现代社会交往的

核心节点，它们不仅渗透到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还影响了他们的社交方式、社交网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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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的态度等。 
“我认为搭子像‘情感快餐’，只有在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才会找搭子，平时和搭子没有交集，我也

不太愿意在搭子身上花太多时间。”(“双一流”高校大四学生)在问卷中只有 15.7%的大学生与“搭子”

发展为长期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正处于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

人虽然有了个体的相对独立性，但是人的发展依然受到社会关系的压抑，人的发展处在畸形、片面的发

展状态[9]。“搭子”文化也是这种畸形发展的表现，它与传统价值观念的主要冲突就在于“搭子”关系

是一种可以“个性化定制”的社交关系，这可能导致忽视社会规范价值，引发大学生的思想困惑、道德

困惑和责任困惑，使大学生的社会交往最终呈病状发展[10]。 

4.3. 隐藏不易识别的社交风险 

社交安全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网络具有隐匿性、复杂性等特征，借助于网络平台得以兴起的“搭

子”文化也具有网络隐藏的社交风险。2023 年 8 月 30 日，一篇名为《小红书“旅游搭子费用全包”涉黄

了》的网文引发了广泛关注。发帖者以寻找“旅游搭子”之名征集“床搭子”、“睡搭子”，回应者则同

样因“不花钱还能旅游”，将“旅游搭子”视为一种涉黄暗语，最终演化成违法的交易[11]。除此之外，

某些不法分子在借助“算法推荐”“精准定位”等方式对部分用户进行骗取钱财、“精准销售”。例如，

某些不法分子或者不良商家，会打着“搭子”的名义，对于有明确需求的“考研搭子”、“考公搭子”、

提供所谓的“葵花宝典”，以达到推销、甚至把对方拉入推销队伍的目的。还有以“相亲搭子”、“恋爱

搭子”为幌子的不法分子，借助“搭子”的名义套取对方的身份信息、家庭住址等，等到线下见面时，进

行拐卖人口、强奸绑架等违法行为。 
“搭子”社交除骗取钱财、诱惑犯罪、盗取隐私信息等风险外，还有一个隐藏的社交风险——因不

了解对方的脾气秉性而导致的“踩雷”的概率高。“我有一次找了几个旅游搭子，大家总是因为意见不

同耽误了旅行时间，还有人因为一些小事生气，给我留下了心理阴影，我下次再也不会找旅游搭子了。”

(高职高专院校大三学生)由于“搭子”社交具有临时性的特点，使得“搭子”关系对双方道德制约力低。

这种表层关系缺乏对对方性格、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了解，从而增加了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不和谐事件，

如爽约、价值观冲突或难以相处等问题，让原本是令人轻松的关系变成了磨炼性格和处理突发情况的“修

罗场”。这种陌生人之间可以随时约定的“搭子”关系因道德制约力不强、契约关系松散，也就提升了

“踩雷”的概率。 

5. 大学生“搭子”社交的引导对策 

5.1. 加强主流价值引导，抓牢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

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2]数字时代，各种碎片化信息充斥着大学生的生

活，对大学生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大学生又是最容易受到思想侵蚀的群体，如果不加强意识形态领

域的管理，那么“颜色革命”“分裂思想”很有可能反复重现，威胁国家安全。“搭子”文化是青年亚文

化的一种，反映了大学生的生活状态、社会态度，社会管理者要加强主流价值引导，抓牢意识形态领域

领导权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层层递进。首先，国家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在大方向上不能

出错，制定相关政策鼓励青年积极创新，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结合起来，与大学生的实际生

活结合起来。其次，政府要发挥服务者作用，推动就业，借助“搭子”文化之力，丰富大学生的课余休闲

生活。最后，思想政治教育者要用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坚持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搭子”文化

进行正向引导，促使“搭子”文化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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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提升主体认知能力，建立合理有效的社交模式 

“搭子”社交是大学生面对现实环境中“社恐”“过度功利化”等普遍的社会焦虑心理提出的应对

方式，是对社交的一次勇敢尝试。但是，网络与现实始终存在着一层无法超越的界限，网络社交存在“人

设”崩塌的危险，应分三个主体帮助大学生提升自我认知能力。思想政治教育者作为教育主体，要在利

用智媒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辨别智媒体和大学生自我价值形成的关系。大学生作为受教育主体，

要正视自我和智媒体的主客体关系，不能沦为网络的奴隶。智媒体技术的设计者应当注意智媒体中的价

值观引导，确保内容积极向上。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内心世界由本我、自我和超我所构成，“搭子”社交

是大学生根据自我需要个性化定制的交往关系，既出于个人欲望，又受道德的制约，处于自我阶段。但

是“搭子”文化不应只停留于此，而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向超我的方向发展，成长为合理

有效的社交模式。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首先，引导大学生增强交往自信。引导大学生增强交往自

信，成为自信、自立、自强的时代大学生，有利于大学生获得社会资本，建立高质量“朋友圈”。其次，

倡导诚信交往，关注大学生的内在情感需要。诚信是任何正常关系建立的基石，“搭子”社交也应当以

诚信为本，惩治不法行为，加强道德规范。同时要真正了解大学生的内在想法，制定相关政策来丰富大

学生休闲生活，满足大学生情感需求。最后，激发大学生的创造潜能。要激发大学生的创造潜能，积极

采纳大学生的合理建议，引导青年建立喜欢、合适、可持续的社交模式。 

5.3. 加强网络环境治理，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交氛围 

网络是“搭子”文化兴起的场地，是大学生社交的主要阵地，要克服“搭子”社交的内在隐患，就应

当内外结合。“内”主要是指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外”主要是指网络环境治理。加强网络环境治理，

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交氛围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立法部门要完善网络治安法，听取民众意见，根据现实

情况，前瞻未来发展，建立维护民众利益。执法部门要借助现代科技，利用算法推荐将法律法规、主流

价值观融入大学生的数字生活中，运用大数据精准打击罪犯，建立网民网络生活有序体系，清理网络垃

圾，让网络为人民服务。司法部门要公正司法，对于有警醒作用的典型案例向民众公开，利用数字建模、

3D 还原等方式对民众进行数字化教育。加强网络环境治理，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交氛围也需要思想政治教

育者的努力。对于大学生群体中新兴的“搭子”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理

性思维。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者“精准设计教育内容”。以“搭子”社交为例，可以鼓励老师和学生设计

有关大学生社会交往的微思政课。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只停留在理论教育层面，一些生活安全知识、

网络安全知识也应当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中来。最后，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面对“搭子”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引导大学生注重网络素质，进行自我反思与自我净化，成为

新时代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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