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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转型加速与现代化演进，“内卷化”已成为当代大学生应对激烈竞争、争取优质资源

的行为模式与话语实践。将“内卷化”现象放置于高校社区治理场域内重新审视，对转变高校评价

机制、革新高校育人模式、健全高校社区治理体系具有积极意义。研究发现：“内卷化”所生成的现

实影响存在积极和消极的双重面向，呈现出不同心态支撑下“适者生存”与“亦步亦趋”兼具、差异

行动导向下“个体自觉”与“舍本逐末”同进、实践结果浮现中“卷王之誉”与“躺平摆烂”并存等多

重效应。究其原因，其与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与高校道德教育悬浮化、经济下行压力与高校人才竞争

加剧、高校社区治理缺位与焦虑情绪泛滥等现实情形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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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数字化的迅猛发展与

高效驱动，社会结构加速转型、社会风险日渐激

增、社会心态因时而变，整个社会话语体系持续

重构。以“内卷”为核心的青年亚文化的异军

突起，既折射出青年群体乃至整体社会心态、价

值取向的转变，也促使我们在推动高等教育普

及的同时增加对教育功能及其体制机制的深思

厘定。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已全面进

入普及化发展阶段［１］；但在取得显著教育成果

的同时，“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

高”已成为大多数人尤其是基层民众实现向上

流动、改变命运的惯性思维，“小镇做题家”

“‘失败者’挤满县城自习室”等一系列社会现

象的出现也进一步拷问着当前高等教育的现实

功能与运作机制、高校社区治理实践的恰适性

与有效性。

对于大学生“内卷化”现象的已有研究主

要从社会心态、青年亚文化、话语分析等视角来

分析大学生“内卷化”的表征、归因，较多揭示

出其对大学生生理、心理等层面带来的消极影

响，但忽视了“内卷化”的本质意涵与大学生

“内卷化”实践效应的多面性。鉴于此，本文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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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内卷化”概念及其演进的回溯反思，将

“内卷化”现象放置于高校社区这一实践场域

中，重新审视高校社区治理视域下大学生“内

卷化”的双重影响及其生成机制，全面揭示大

学生“内卷化”所带来的多重效应和高校社区

治理实践中何以破解“内卷化”困局，以期为加

强青年学生思想引领、提升高校社区治理能力

提供借鉴。为此，本研究选取河南省３所高校

与外省市６所高校的共计３０名在校大学生（本

科生１０名、硕士生１５名、博士生５名，涉及文

科、理科、工科、商科等学科），采用半结构式访

谈的方法进行资料收集，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内

卷化”现象表现、大学生对“内卷化”现象的认识

与理解、“内卷化”对其自身所带来的影响。

　　一、大学生“内卷化”与高校社区

治理

　　“内卷”作为一个学术名词，常以“内卷化”

之意来描述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但却难

以达到更高水平、跨入更高阶段的过程。随着

这一概念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领域的

广泛应用，其更多用于解释某种社会或文化模

式无法转化为更高级模式的一种停滞现象［２］。

而在高校学生中，“内卷化”多用以形容大学生

的盲目竞争、无效内耗，因其根植于大学生的主

体实践而成为限制学生高质量发展、影响高校

培育高素质人才的陷阱。因此，应将“内卷”带

回至高校社区这一场域，在对“内卷化”进行研

究回溯的基础上，基于高校社区治理视域对学

生“生活共同体”的重塑来寻求大学生“内卷”

困局的破解之道。

１．“内卷化”本质及其泛化式应用

“内卷化”一词源于拉丁语 ｉｎｖｏｌｕｔｕｍ，英文

为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又译为“过密化”，原意为“转或卷

起来”。该词源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对人类

社会演化过程中的“内卷理论”，美国人类学家

戈登威泽用“内卷化”来描述一类文化模式达

到最终状态后既无法稳定下来也无法转变至新

形态，进而不断使内部变得更加复杂的状态［３］。

而后，格尔茨在此基础上借用“内卷化”这一分

析概念，即某个既有形态因其内部细节过分精

细而使得形态本身获得刚性［４］，用以描述印度

尼西亚爪哇地区水稻产业发展中“由于土地数

量有限以及行政性障碍，无法将农业向外延扩

展，使得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

的过程［５］，由此形成了一种劳动力填充型的农

业发展模式，体现出农业内部的“一个自我战

胜的过程”。由此可见，农业“内卷化”所揭示

的是一种因外部条件限制而实现的农业发展模

式的创新。随后，黄宗智借用“内卷化”概念对

中国的小农经济问题展开研究，发现劳动生产

率并未因劳动力的增加而得到提高，故将“内

卷化”理解为“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这

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与批评。有学者认为

其以边际收益递减来理解格尔茨的“内卷化”

概念存在一定误解［６］。相较于上述对经济领域

“内卷化”现象的探讨，美国学者杜赞奇［７］进一

步将其引入政治领域问题的分析，结合２０世纪

前半期中国的国家政权扩张及其现代化过程的

研究提出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概念，进而揭

示出“国家机构依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或

社会系统来扩张其行政职能权力”的过程。近

年来，随着“内卷化”概念在政治、经济、社会等

不同领域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

用“内卷化”来分析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国有企

业运作、制度创新、社会福利供给、城市基层治

理、乡村治理等社会现象，所展开的“内卷化”

分析及其阐释较多与黄宗智所理解的“内卷

化”（即无增长的发展）存在一致性。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内卷化”概念的理解

逐步形成了两种分析导向：一是指系统在外部

扩张条件受限下内部不断精细化、复杂化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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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３］，是小农经济内在稳定性的一种可能机

制［４］，更多彰显出“内卷化”所带来的自我调适

与革新；二是指单位上劳动投入的高度密集和

单位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８］，即持续投入

并未获得成效型增长，形成一种“内卷型增长”

特质。进一步来讲，这两种导向也恰恰揭示了

不同语境下“内卷化”发展所生成的正向与负

向双重潜在影响，而非仅仅表明学术界普遍理

解的“无发展的增长”。总体来看，“内卷化”作

为一个分析性学术概念，其对不同领域现象与

问题的分析，既在差别化情境下进一步丰富和

拓展了既有“内卷化”的范畴和理论内涵，同时

也使得“内卷化”概念的分析及其应用逐步走

向一种泛化的趋势。

２．大学生“内卷化”现象的研究解析

面对高信息流社会下有限的高等教育资

源、白热化的个体职业竞争，大学生群体主动或

被动地进入社会劳动的“内卷化”之中，并在激

烈的资源争夺中，呈现出一种脱实务虚、离本趋

末、舍心逐物的假性学习逻辑［９］。但在这场

“精疲力竭的突围”中，大学生个体持续的自我

重复、自我内耗、争抢式的努力却并未获得进步

的样态。这折射出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青

年大学生进取与焦虑共生、追求与逃避交织的

精神状态和价值取向［１０］，也反映了转变应试教

育下高校评价机制、革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

式、完善高校社区治理体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在这样一个“万物皆可卷”的竞争时代，大

学生“内卷化”更多被理解为在有限的高校资

源下，为争取优质资源的大学生对单位资源的

投入不断精细化、复杂化进而形成非理性竞争

下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１１］，反映出大学生群体

重复内耗但并未真正实现自我发展的非理性且

低效竞争样态［１２］。“内卷化”作为青年亚文化

语境中的话语实践，是大学生群体乃至青年一

代对社会环境、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种表

达［１３］，在实践中呈现出虚假的全面发展、徒劳

的时间投入、变味的人际交往等现实表征［１４］，

造成大学生身心健康受损、高校育人质量堪忧

等现实问题。而这一“内卷化”现象的产生，与

个体心理、教育机制、社会根源、时代特质等多

重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既有研究多数

趋向于从不同视角揭示“内卷化”对大学生群

体、高校育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即更多将“内

卷化”理解为非理性竞争下的精力内耗———

“无发展的增长”，却忽视了“内卷化”所带来的

自我战胜与革新空间，即“内卷化”也是促使大

学生创新竞争模式的一种激励［１５］方法。这种

“非理性竞争下个体内耗”与“理性奋斗下自我

调适”并存的现实结果，既体现了社会个体在

激烈竞争中普遍存在的现代性焦虑，也揭示出

剧烈变迁时代下“卷”所产生的理性自我认知

与阶层跨越的可能空间。而作为大学生生活、

学习、社交的实践场域，如何有效发挥高校社区

的共同体特质，重塑“内卷化”的创新机理及其

改变空间，乃是当前破解“内卷化”现象、提升

高校社区治理效能、完善高等教育育人体系的

关键。

３．高校社区的独特性及其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高质量高等教育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民族复

兴的重要意义，培养高素质人才、打造高水平人

才培养体系、实现高等教育治理能力提升始终

是我国推进人才强国战略、坚定中国特色高等

教育自信的核心目标。党的二十大更是进一步

将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上升到现代化国家建设

的战略高度，彰显出党和政府对高等教育体系

建设、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与深切厚望。

高校作为集人口、地域、环境、文化等要素

为一体的特定区域［１６］，既是落实高质量教育体

系建设、实施知识教育与素质教育、培养新时代

高素质人才队伍的主要机构，也是青年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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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悟科学精神、提升创新能力、强化批判性思维

的重要场域。然而，被赋予新时代高素质人才

培养重任的高校，在实践中往往被视作一种推

行知识教育的“规训”之所，较少发挥其对学生

健康心理引导、理性奋斗精神培养、互动支持网

络建构等方面的功能，这也进一步导致了当前

大学生群体普遍陷入重重“内卷化”的困局而

难以自拔。从根本上讲，高校教育本应是知识

教育与道德教育二者互相结合的教育体系，以

知识教育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以道德教育促

进个体与社会的内在和谐。然而，面对国内外

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转型或调整，

高校社区内道德教育的“悬空化”“缺位化”，再

加之基层教育治理体系日趋呈现的“内卷化”

特征，大学生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迎合高校

评价机制、人才市场需求和社会文化期望，个体

主体性意识日渐式微，进而造成了资源条件有

限下大学生普遍积极参与竞争（理性竞争）抑

或陷入内耗（非理性竞争）。

从本质上来讲，当前大学生“内卷化”具有

积极导向下的“理性调适”与消极导向下的“恶

性内耗”这一双重特质，并在认知心态、主体行

动、实践结果三个层面分别呈现出“适者生存”

与“亦步亦趋”兼具、“个体自觉”与“舍本逐末”

同进、“卷王之誉”与“躺平摆烂”并存等多重效

应。因此，对于大学生“内卷化”现象的分析，

有必要将其带回高校社区场域之中，从教育资

源有限与高校道德教育悬浮、经济下行压力引

发的高校人才竞争、高校社区治理缺位与焦虑

情绪泛滥等方面重新探讨“内卷化”的生成机

制，进而为推动“内卷”积极效应最大化寻求可

能的突围路径。

　　二、调适与内耗：大学生“内卷化”

效应的双面性分析

　　“内卷化”作为一种大学生群体亚文化现

象，已成为当前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话语模式

和生存哲学。在现代互联网语境下“内卷化”

概念日趋泛化［１７］，既模糊了“内卷”与“努力”

“竞争”的边界，也使得“内卷”之意被无限放

大，越发走向一种消极导向。而无论是从“内

卷化”本质意涵来看，还是回归到“内卷化”现

象本身，其所生成的现实影响存在积极和消极

的双重面向，即“良性竞争”与“盲目竞争”

共存。

１．适者生存下“主动型内卷”

作为当前大学生群体复杂心态的一种符号

语言，“内卷化”既折射出社会加速转型和变革

下群体心理文化的一种宣泄，也体现着新时代

大学生筑梦青春过程中的成长诉求与焦虑心

理。相较于“丧文化”“佛系”所内含的消极面

向，“内卷”参与者在不同心态下却形成了迥然

不同的社会心理与行动思考。“主动型内卷”

大学生基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心态，在

激烈的竞争状态下奋斗，并从中获得回报所带

来的成就感，因此不自觉地成为驱动竞争的行

动者。面对“卷上再卷”的同辈竞争，更多保持

一种理性的自我认知与奋斗主义的行动导向，

在“表面竞争”与“无形竞争”中以良好的心态

和努力向上的信念来主动参与竞争、接受挑战，

避免被“内卷绞肉机”所拖垮，进而使得“内卷

化”成为大学生个体创新竞争、实现自我的一

种激励机制，以“内卷”提升个体适应能力［１８］。

正如一位备考公务员的大三文科学生 Ｌ

所言：

“‘卷’是说明我们不甘落后、努

力奋斗。就算竞争不过，也不用焦虑，

因为除表面竞争外还有种看不见的竞

争，比的是谁放松、谁稳定、谁能不被

‘内卷的绞肉机’给拖垮的良好心态。

没有人逼我们成为世界之王，按照自

己设定的目标，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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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就好。”（访谈编号２０２２０４２８ＬＭ）

一位在读工科博士生Ｂ对此也有同感：

“这个世界不存在没有竞争的地

方，带着积极的心态主动参与竞争、接受

挑战就好了，即便我做不了最好，但也绝

对不会最差。”（访谈编号２０２２０１２４ＢＷ）

在“内卷化”泛滥且成为同辈间共存压力

的情形下，良好的自我认知、理性的生涯规划和

较强的抗压能力则成为激发大学生个体竞争意

识、挖掘自身内在潜能、实现自我能力提升的关

键要素，部分学生通过明确目标、学业规划、自

主学习等方法来提升专业能力，在既定理性认

知与规划下筑梦青春、实现理想。譬如，一位成

功“上岸”某“９８５”院校工科研究生的学生 Ｑ

表示：

“我一直都有比较明确的目标，

也给学业做了短期规划，我每天上课、

泡图书馆、读书、看论文都是服务于我

的未来追求，而非跟风，不管别人说我

‘卷’也好、‘拼’也好，我并不关心，因

为在这样一个竞争社会，不进则退、慢

进也是退，我乐于享受这样忙碌充实

的生活。”（访谈编码２０２１１０２０ＱＴ）

这一部分群体处于高校社区竞争规则下的

优势地位，敢于直面竞争并发起竞争，能够与他

人形成良性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也能够在竞争

中占据优势地位。因此，所谓“卷”，已成为一

部分大学生积极有效提升自我的动力而非焦虑

因素，从而在个体的行动自觉中使自己避免陷

入“内卷化”所带来的低效内耗式的实践困局。

２．差异行动导向下“裹挟型内卷”

正是受制于对“内卷化”现实的不同认知

与理解，大学生群体之间所展开的“内卷化”行

动实践也呈现出一种差别化、区隔化甚至两极

化的特征。一部分大学生受到同辈群体的压力

的影响，在焦虑驱动下被动或非自愿地卷入

“内卷”浪潮，缺失对自身专业的明确定位和对

自我发展的理性认知，更多是在“亦步亦趋”思

维下盲目跟风、失去自我、舍心逐物，一味在他

人行动刺激中“人云亦云”，不断消耗时间与精

力，呈现出一种“虚假忙碌”之态，实则“碌碌无

为”。一位计算机专业的学生 Ｘ基于对身边

“内卷”现象的观察表示：

“我身边有同学平时都凌晨２点

才回宿舍，早上８点继续学习，不管适

合自己与否，每天都不顾一切学写代

码，虽然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却没

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收获。每天回宿舍

时都可焦虑，一度都想退学了，他这种

非理性的盲目学习很容易将身体搞垮

的。”（访谈编号２０２２０４１０ＸＮ）

因此，在这种低水平的重复投入下，这类大

学生即便个体身心俱疲也未能带来预期回报，

反而进一步被群体“内卷”所裹挟，或“艰难求

卷”或“自我放弃”。

还有一部分大学生却因囿于自我认知不

足、学习动机偏弱、自主意识欠缺等原因而日趋

走向一种“舍心逐物、终日驰求于外”的状态，

“焦虑”“迷茫”“无奈”“自我否定”等是描述这

类群体“自我状态认知”的惯用词。当耗时耗

力的付出得不到回报时，他们的内心将受到极

大打击，挫败感重重，甚至出现幻觉、抑郁等心

理障碍，同时也进一步致使其情绪跌宕，缺乏自

我认同感，对未来越发迷茫无助。一位刚刚进

入大二的工科学生Ｍ谈及自身状态时说：

“我每天都很焦虑，因为这和我

所想象中的大学生活完全不一致，我

和室友天天泡实验室，就连周末和节

假日都不给自己放假。有天凌晨有风

吹报纸的声音，我出现幻觉了，以为是

对面室友在看书翻书的声音。处在这

种状态下，我很被动，也很无奈，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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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开心不起来，感觉自己这也不是、那

也不是。”（访谈编码２０２１１２０３ＭＧ）

３．实践结果浮现中“无奈式躺平和悲愤

摆烂”

在“内卷化”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事

实时，有人选择在“内卷”漩涡中理性参与、自

我超越、突破重围，在激烈竞争中形成一种积极

向上的动力，避免出现大学生涯“玩四载”的情

况，实现边际效率明显递增的效果；同时，受高

校竞争环境影响小且参与程度低，无论是学习

或活动参与都处于一种无所谓的状态。这一类

群体往往选择“无奈式躺平和悲愤摆烂”。这

也恰恰揭示了“内卷化”冲击下不同特质与心

态的大学生之间所形成的差别化实践结果。对

于那些在自我认知及其行动中保持自主与理性

的大学生而言，“内卷”所形成的刺激使其对未

来的学业规划、职业生涯、人生发展等有了更多

深度思考，也督促其更积极努力地完成既定的

发展目标。被同学调侃为“卷王”的一位在读

研究生Ｌ表示：

“我真觉得生活在这一时代，比

他人付出更多一点，就有机会获取想

达到的目标，并比他人更有优势得到

社会中那一块稀缺资源。所以，我觉

得‘内卷’是促使我完成目标的一个

动力，我并不认为‘内卷’对我起消极

作用，相反，我还会欣然接受同学给我

起的 ‘卷王’绰号。”（访谈 编 码

２０２２０６２５ＣＰＸ）

因此，理性参与“内卷”的大学生会在奢求

“天上掉馅饼”与“随波逐流”中作出决择，将

“内卷”作为动力支撑，并在“卷王”的标签美誉

下继续奋斗、筑梦青春。

而“躺平”作为“内卷”参与者降低欲望、退

出竞争的一种解决路径，或是一种主动顺从与

迎合、实现舒适社会生活的迂回战略，抑或是一

种以“不合作”来表达愤懑的消极抵抗［１９］。一

位对“内卷”很是反感的同学Ｗ谈道：

“真不理解那些天天往图书馆跑

的人都在学什么，何必在那儿你追我

赶、拼死拼活呢？他们要去图书馆就

去吧，我反正不会去的，我就在寝室躺

平了。”（访谈编码２０２２０７１５ＷＪ）

因此，面对快节奏、强压力的“内卷化”社

会，部分大学生在理性参与竞争中成为别人眼

中的“卷王”，也有部分大学生以低欲望和相对

超脱的态度远离竞争，在“躺平”或“佛系”状态

下与自我和现实困境达成和解；还有一部分群

体更是选择自我放弃式的“摆烂”，看似表面潇

洒退出竞争，实则是对现代性危机下多重压力

与心理焦虑的一种软性对抗。正如一位即将毕

业的大四学生Ｑ表示：

“像我一样废物的人除了我应该

没了吧？校园生活跟想象中根本不一

样，什么东西也没学到，就考个（英

语）四级，论文自己也看不懂写了些

什么。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很久了，别

人都在做研究、写论文、找工作、备考，

而我每天浑浑噩噩过日子、摆大烂，我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毕业（叹气）。”（访

谈编码２０２２０８１７ＱＹ）

可见，相较于“躺平”，处于“摆烂”中的大

学生更多呈现出一种“烂泥扶不上墙、破罐子

破摔”的自我放弃状态，他们连付出少量努力

的基本工作都不做，整日迷茫恍惚，沉溺在技术

营造的虚拟世界中，以此逃避现实世界里的重

重压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大学生群体

亚文化背后的一种自我宣泄心理。

　　三、何以生成：大学生“内卷化”现

象的发生机理

　　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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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理想、志存高远，但却在向往的高校社区里

陷入“内卷化”浪潮，或突破重围或无效内耗，

这映射出当代大学生进取与焦虑、追求与逃避

并存的时代特征。究其根源，这与教育资源的

有限性与高校道德教育悬浮化、经济下行压力

与高校人才竞争加剧、高校社区治理缺位与焦

虑情绪泛滥等有着密切关联。

１．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与高校道德教育悬浮化

在２０１８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明确指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

化知识教育等各个环节，引导学生成为有大爱

大德大情怀的人。党的二十大更是进一步强调

要落实立德树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

展素质教育等教育方针。可见，“德育为先、立

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乃是深化教育

改革、推动精准育人、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所

在。虽然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

系，但仍然面临着民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要

与优质教育资源短缺的现实矛盾，这也进一步

引发了大学生对当下乃至未来各类优质资源的

争夺。

与此同时，受社会结构急剧转型、多元文化

碰撞冲突、网络新媒体迅速崛起等诸多影响，大

学生的主体认知与价值观念随之发生变迁。利

己主义、功利主义攀升，再加之高校社区德育工

作的形式固化（灌输为主）、现行的人才培养模

式虚有化、评价体系过于高度一体化和实践平

台缺失等，削弱了道德教育对大学生习得良好

道德修养、内化价值规范、实现社会与个体内在

和谐等方面的重要引导与支持作用，致使大学

生群体日趋沦为知识的“容器”、迎合市场需求

的“学习机器”。因此，在面对既有教育评价体

系和个体间激烈竞争时，部分大学生在既定规

划与目标下理性参与、奋发进取，也有大学生在

被同辈压力裹挟下被动参与、盲目竞争、自我缺

失，使得高校社区“内卷化”现象成为一种时代

导向，并日益演变为当代大学生的日常自嘲与

生存哲学。

２．经济下行压力与校内外竞争加剧

近年来，虽然我国经济形势整体走向回升，

但经济层面新的下行压力依然存在，也进一步

使得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与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的稳步推进更为艰巨。

疫情冲击以来，虽然我国政府实施了一系

列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策，但以大学生为代表

的青年就业问题仍然突出［２０］。而从外部就业

形势来看，在经济形势的持续影响下，用人单位

招聘需求萎缩或是停招，甚至面临裁员、破产等

危机，更使得就业人数持续递增的大学生群体

寻找工作途径受限、工作机会骤减，呈现出一种

“路径惰性”下就业内卷化之势［２１］。受激烈社

会竞争环境影响，部分大学生属于被迫或者

“包夹式内卷”参与，这类群体往往缺乏生涯规

划，学习目标不够明确，学习准备状态不充分，

学习动机较弱。他们虽不满于“内卷化”倾向

的环境和现状，但面对群体裹挟与既不自信又

不甘于平庸的心态，在社会竞争的驱动下“卷

心式”卷入这场非理性竞争。基于此，为追求

一份高质量的稳定工作，大学生群体普遍以

“绩点至上”为原则拼命学习、避免“掉队”，基

于从众心理而盲目考证、考研、考公，以美化简

历、寻求新出路。这种无休止的“内卷”，是大

学生之间的良性竞争还是低效内耗，值得深思。

３．高校社区治理缺位与焦虑情绪泛滥

高校社区作为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和休

息的核心场所，既是学习课堂的延伸、外部社会

的缩影，也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基地和获取信

息、沟通情感、社会交往的窗口，更是他们步入

社会前锻炼自我、完善自我的演练场和实习地。

面对来自不同社会系统中不确定因素的日益增

多，以及在学习、生活、情感等多重压力的持续

加持，大学生群体逐步陷入重复性无效投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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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义的内耗，越发导致多重焦虑与自我危机。

他们以牺牲娱乐时间或身体健康为代价的非理

性奋斗观，引发了一边主动或被动“内卷”、一

边无奈式“躺平”或成为“淡人”的矛盾现象。

然而，在现有高等教育体制与实践模式下，学校

高度重视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教授与传

播，以满足国家和市场对专业人才、技术人才的

强烈需求，较多追求学校利益与对外声誉。正

是基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高校更多将社区（校

园）视为学生休息、学习的场所进行打造，未能

重视高校社区的学生生活共同体属性，缺乏对

高校大学生之间人际网络构建、组织互动沟通、

社团活动创新等方面的关注，致使原子化的大

学生个体一旦出现危机或风险，只能随波逐流、

裹挟其中、难以自拔。

可见，既有高校社区治理实践，仍较多以自

上而下的管控思维为核心原则，表现出课程知

识化、信息传递单一化、教学硬性灌输化等特

点，社区共同体属性缺失，且较少关注高校社区

作为大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这一

实践主体的应然特质，尤其是忽视了对大学生

本身主体性意识的塑造与培养，较大程度上束

缚了大学生的批判与创新思维，他们自主意识

薄弱、极易随波逐流、深陷盲从境地，逐步沦为

“单向度的人”［２２］，难以有效承担新时代青年群

体的责任与担当。也正是由于高校社区治理实

践中对大学生主体意识重视与培植的匮乏，越

来越多的大学生仍较多停留在应试教育和市场

惯性的思维下。当面对来自社会、家庭、同辈等

多重压力的侵袭时，他们较多陷入不同程度的

焦虑状态，且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迎合高等教

育工具主义评价机制，选修“水”课、“字数”竞

争、假性学习、追求高绩点等，抑或是“躺平”

“摆烂”，这显然偏离了高等教育的本质与新时

代人才培养的目标。

　　四、结语

　　近年来，“内卷化”现象作为社会加速转型

下所生成的一种青年亚文化形态，既反映了当

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的成长诉求与行为模式，也

折射出现代性焦虑刺激下社会大众整体心理状

态的演变与话语体系的重构。“内卷化”本是

指代事物内部不断精细化、复杂化的“一个自

我战胜”过程，但随着不同学科对这一分析性

概念的广泛应用，其含义日趋呈现出泛化、消极

化、情绪化导向，完全淹没了“内卷化”所带来

的实质创新，而“万物皆可卷”也成为展示社会

大众尤其是青年群体日常生活的一种戏谑式

话语。

而生逢盛世的青年大学生理应肩负历史使

命、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

大任，但却在教育资源有限、多元文化碰撞、社

会竞争激烈等多种因素影响下，自愿或非自愿

地陷入“内卷化”浪潮，呈现出理性竞争下自我

调适与盲目竞争下自我内耗的不同现实效应，

并在心态、行动及实践结果上彰显出差别化样

态：一部分大学生在“适者生存论”心态下挑战

自我、寻求突破，实现边际效率明显递增；也有

一部分大学生则在“亦步亦趋”中身心俱疲、舍

本逐末，导致陷入低效内耗与自我危机；还有一

部分大学生则在“佛系”或“反卷”心态下自动

“躺平”、放弃挣扎，或是自我“摆烂”、无欲无

求。究其原因，除外部严峻的经济形势、社会结

构转型引发的青年心态变迁外，国家整体教育

资源的有限性与高校道德教育悬浮化、经济下

行压力与校内外竞争加剧、高校社区治理缺位

与焦虑情绪泛滥等均进一步激发了大学生群体

普遍陷入“内卷化”漩涡，高校社区应然具备的

共同体特质日渐式微，沦为知识“容器”的大学

生日渐演变成迎合教育评估体系和市场经济需

求的“学习机器”，如何在“卷卷更健康”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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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突破重围、占据制高点则成为青年适应

当前社会的关键一步。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大学生“内卷”现已成

为一种持续存在的现实，且伴随着“佛系”“躺

平”“摆烂”甚至“淡人”等一系列新的说辞，这

既揭示出大学生群体在面临高等教育体系制

约、高校人才竞争加剧和高校社区治理缺位下

焦虑情绪激增等多重现实而形成的一系列“反

抗”与“尝试”，也进一步反映了数字时代下青

年亚文化的多元复杂性。与此同时，基于原有

的理性或非理性的“内卷”，部分学生在行为策

略上也日趋呈现出一种“去内卷”的选择趋势，

如考取公务员的地区选择开始由大城市转向县

乡，考研选择逐步由重点名校转向“双非”院

校，“逆向”考研的情形也日渐发生，“内卷”是否

已成为“过去式”？大学生群体所展开“去内卷”

的行动举措是否又折射出一种新的心态演变或

话语体系？尚待未来进一步深入跟踪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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