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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作为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

年轻人，从他们踏入大学的校门那一刻起，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因为特殊背景下成长起来的90后，注定将成为现代社会的中流砥柱和

主流人群。社会变革的思潮在这一代年轻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各

种思潮通过学校、家庭、社会、媒体等渠道向90后大学生渗透延伸。

面对变革的社会，90后的大学生价值观也随之不断变化着。由于价值

观在大学生社会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大学生的价值观

变迁和内涵，研究大学生的各种行为，对90后大学生今后的成长起着

非同凡响的意义，对社会稳定与和谐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书从四个方面出发，通过调查问卷和文献研究的方式，对90后

大学生的价值观及呈现出来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和概括。第一部分主

要针对90后大学生的成长背景进行分析，对90后的成长环境和文化、

社会背景进行了详细研究；第二部分从理论角度阐述了价值观的基本

内涵和重要意义；第三部分从90后的行为特征入手分析了90后大学生

的价值观现状及90后大学生在社会现实问题面前所呈现出的价值观危

机；第四部分在分析90后大学生价值观现状的基础上，从教育工作者

的角度谈论了提升90后价值观的方法和对策，为90后的发展方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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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础。

胡锦涛同志曾经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需要青年

们奋勇承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需要青年们奋力开创。”

因此，90后大学生的思想和价值观及成长体系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发展

方向和民族的前途。而目前90后的价值观存在多元化的情况，作为教

育工作者深入了解和思考90后大学生的价值观和发展方向就非常任重

而道远了。本书借鉴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成果，在全书的章节中，涉及

典型案例、相关知识以及调查问卷等内容，提高了趣味性的同时也提

高了实用性和有效性，为广大学者、教育工作者抑或是家长提供参

考，还可作为90后大学生了解自身潜能和问题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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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90后的成长背景及研究意义

第一节　90后的成长背景

所谓90后，是指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人群。2008年，随着这部

分人群进入大学校园，成为了大学生的主力人群，90后的一言一行逐

步成为了社会广为关注的焦点。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社会大环境发

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计划经济转入市

场经济、中国加入WTO的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的思想和

心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不同社

会文化相互激荡，各种思想相互影响。关于这一个富有特殊意义的群

体，研究他们成长的社会环境和背景，将会对今后高校有针对性地开

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重要的依据。

一、90后成长的社会背景

社会环境、社会意识、社会风气、社会舆论四方面对90后大学生

的影响较大。

首先，社会环境方面。人是社会化的动物，各种行为均依赖于

社会，社会的环境影响着人的行为和思想。上世纪90年代，90后诞生

之际，恰逢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这种经济转型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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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价值的多元化，使得整个社会体系急剧变

化，人民的思想空间也得到急速开放。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大大

提高，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国际交流的广度逐渐增强。且在那

个阶段，没有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动荡，开放性和交互性逐渐成了当时

社会环境的主要特征。上世纪90年代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迅猛发展

的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在政策的支持下，我国旅

游文化、连锁经营、交通住宅等各种商业形态日益发达。人们的生活

水平从解决了温饱逐步朝小康型过渡发展。衣食住行等消费形态不断

演化，奢侈品的出现以及大件商品如商品房、轿车等迈入市场，使人

们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同时，一部分富裕人群先享受到了改革开放所

带来的丰硕成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维日渐活跃，市场氛围逐

步自由，社会发展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因此相较于其他年代，

90后的物质生活是相对优越的。

90后的青少年时期是我国网络文化快速发展和形成的时期，另外

手机迅速进入大学生的生活之中，进入大学校园可见大学生几乎人手

一部手机。利用计算机网络和手机网络，去各种论坛灌水和发帖成为

了大学生常见的消遣方式。2012年，在上海举办的第十届中国国际数

码互动娱乐展览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管理局公布数据，截止到

2012年6月，我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手机成为中国网民的第一上

网终端，而在其中青年网民占网民总数的55.7%。从数据可以看出，

90后大学生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于以前任何一代，他们成长于网络信

息的时代，他们的生活与网络、信息息息相关。网络上，视频、交友

网站、论坛、微博、购物网站等随处可见90后大学生的影像。90后大

学生是网络的活跃分子，是信息时代的受益者，是虚拟世界的生力

军。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大学生思维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一定的负面

效应。网络中充斥着大量的资源，鱼龙混杂。90后大学生辨别是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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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尚在发展阶段，大量的信息冲击，形成了90后大学生的价值多元

化，这些因素制约和影响着大学生的发展，除此之外互联网的隐蔽性

是造成90后大学生各种犯罪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

其次，社会意识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必然伴随着价值观念的转换。在社会的变迁过程中，人们的心理态

度、思想行为会重新定位和更新。受市场经济的影响，90后相对更加

务实和现实。相对于飘渺不见的精神生活，他们关注更多的是物质和

现实。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市场经济带给了社会经济性和物质的满

足，但同时产生了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拜金主义和个人

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在90后的成长过程中，逐渐发展并壮大。因此，

90后受这两种意识影响相对明显。同时，享乐主义、投机主义等极端

的个性价值观在社会上也初见端倪，90后面对种种价值观，存在选择

盲从性。他们对社会事物的判断不再是单一性，而是存在矛盾性和辩

证性。因此，在种种社会意识的影响下，90后，往往性格率真，具有

鲜明的性格特征，很多学生有着强烈的自我优越感，喜欢以自我为中

心，喜欢享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普遍具有民

主意识和环保意识，感情冲动且叛逆。他们张扬个性，摒弃主流文

化，喜欢特立独行的事物。社会本位逐步向个人本位转移，集体主义

感和社会责任感大大减弱。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实现自我的最大价值

成为了90后大学生普遍认可的一种意识。

在社会意识层面，除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及多方面社会意识形态的

并存之外，西方社会意识的流入也对90后大学生产生一定影响。90后

大学生在青少年成长阶段，受互联网和各种媒体的流入冲击，接触到

了与我国文化意识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这些文化意识形态随着科学

技术一同流入我国，并在我国逐步发展起来。在现今市场中，无论是

影视资源还是图书资源，反映西方社会文化的资料比比皆是。这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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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大学生价值观 4

方社会文化资料一方面打开了90后的视野，一方面对90后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产生影响。

再次，社会风气和社会舆论。社会舆论是一种具有隐蔽性的强制

性力量，对大学生的思想动态有着重要的影响。正确的舆论有利于大

学生的价值观的树立，不正确的舆论和风气会对90后大学生的心理产

生不良的投射效应。当前社会舆论的主要载体是网络、影视和纸媒。

在当前教育环境下，大学生相对集中在一个圈子内，形成群体规模较

大，相互之间的影响较大。社会舆论对个体的影响并不明显，突出影

响则是群体性影响。正因为这种群体性和密集性效应，社会舆论对大

学生的影响很强烈，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容易使大学生在

各种事件中出现一种从众心理。曾经有学者针对这种从众心理进行调

查，其中有一道问题：“当周围人都支持或都反对某一观点时，他们

的态度对你的影响？”超过半数的90后大学生选择了“有一定影响”

这一答案。可见社会舆论对90后大学生的影响具有鲜明的群体性特征。

除此之外，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变和组织机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利益

上的重新调整，影响到了普通百姓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贫富

差距的拉大和竞争压力的加剧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使得部分民众

的心理和情绪出现了失衡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90后大学生作为社

会的特殊群体，在面对社会舆论时，常常表现出一种非理性的行为，

看问题容易流于表面，社会经验欠缺容易出现从众现象。在社会舆论

环境中，舆论的源头来自于各个思想领域，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从

政治、文化、经济到娱乐、八卦、爱情等五花八门。社会舆论信息的

丰富和广泛，社会舆论涉及的地域范围之广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年

代。故而，不同层面、不同地域、不同水平、不同价值取向的思想言

论随处可见，这对处于新鲜好奇阶段的90后大学生群体影响无疑是十

分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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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尽管90后成长所经历的社会背景较为复杂，但经过调

查比较，社会环境、社会意识、社会风气、社会舆论这四方面对90后

大学生的影响占据绝大因素。本书共发放问卷100份，收回97份，有

效率97%。经过调查分析，这四方面因素所占比例略有不同，大致如

下图：

图1　影响90后成长的社会背景因素比例图

二、90后的家庭环境

家庭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也是大学生走向社会，开始构建

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起点。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把儿童比喻成为

天然的大理石，认为由六位雕塑家把作品来完成，这六位雕塑家分别

是：家庭、社会、儿童团体、儿童、书籍以及偶然因素。其中家庭被

这位教育学家列为第一位，可见家庭环境在青少年成长中的作用何其

重要。家庭环境包含很多因素，家庭的经济情况、文化程度、成员关

系等等均是其中的要素。由于计划生育的影响，独生子女家庭是90后

大学生所在家庭结构的主要形式。90后大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

女，在家中深受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宠爱，容易导致自我本位

现象的出现。同时，90后的父母大多是60后。60后在青年时代时，恰

逢我国经济转型时期，遇到了社会的变革，故而90后的家长大多比较

开明，对孩子的教育也相对开放。由于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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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有企业改革的冲击以及市场经济环境的影响，身为60后担负着各

行各业的重任，可谓社会的中流砥柱，故而大部分家长忙于工作，对

孩子的管理和教育相对较少。他们将精力往往侧重于追求事业的成功

和高质量的生活上。对于孩子的物质要求，他们会努力去满足，孩子

的精神世界却疏于关注。另外，随着社会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社会

贫富差距逐步加大，城乡收入水平出现分层。因此，谈家庭环境对90

后的影响，可从富裕家庭和普通家庭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富裕家庭对孩子的影响

首先，富裕家庭教育投入加大，教育意识增强，这对90后子女教

育影响颇大。在全球化引起的社会变迁的时代，物质条件日益丰富，

部分家庭有了相对富裕的生活环境。参考恩格尔系数和人均收入情

况，大多数城镇家庭已经实现了物质基础的基本满足，部分家庭相对

富裕。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富裕家庭的90后群体，所承载的教育投入

也相对更大。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教育意识也得到了提升。富裕家

庭90后成为了社会上一种群体而出现。这个群体有自身的优势，也有

自身独特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他们的行为、观念和个性有着鲜明

的特征。富裕家庭90后的家庭教育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富裕

家庭的教育意识普遍较强，许多家庭都将孩子的教育放到家庭生活的

第一位来抓；第二，在教育方式上，往往受父母观念和家庭环境的影

响；第三，教育投入较大，教育意识较强；第四，与普通家庭的教育

方式有所区别，愿意让子女进入硬件条件更好的学校，或者给子女提

供出国留学的机会。

其次，富裕家庭对物质的看重对90后子女影响较大。我国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使得富裕家庭先行一步体会到了物质层面上的满足，不

仅居住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在衣、食、行等方面均得到了较大改观。

这一点与90后的家长们所处的环境分不开。处在富裕家庭的90后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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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们，大多在经济转型期，通过自己的努力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他们

工作一般较为繁忙，他们与子女交流时间较少。由于这部分群体均是

凭自己努力，一步一步打拼出来的，因此他们不愿意让子女再尝自己

曾经走过的艰辛。所以他们对子女的吃穿住行等要求均较为宽容，基

本上能满足的尽量满足，而一旦遇到冲突，这部分家长总能运用自己

的社会关系或者金钱进行解决。正是这些家长的行为造成了富裕家庭

90后群体的奢侈和攀比心理。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分家长虽然

溺爱孩子，但也能够意识到溺爱所带来的坏处，他们比普通人对子女

有更多的担忧，他们希望子女能够守住自己的财产，他们担忧“富不

过三代”的言论，但同时他们更加注重自己的面子，担心孩子有“暴

发户”心态，他们一方面希望孩子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另一方面又

希望孩子能够有坚韧、豁达的优良品质。所以富裕家庭群体对于孩子

的投入往往远远超过一般家庭。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富裕家庭90后由

于有丰厚的物质基础作为教育背景，他们成功的概率要比普通家庭的

子女大得多。因此富裕家庭90后群体和普通家庭90后群体，根本就不

是在一个起跑线上。优异的教育资源和优质的物质手段，使得富裕家

庭90后群体的整体文化素质较高。

富裕家庭成功案例：

蒋某某，国内某知名奶茶公司的董事长，身家过亿。上世纪80

年代后期辞职下海经商，创办小型食品企业，后经过艰苦创业，一步

步发展壮大。其女儿19岁，中学就读于杭州知名贵族学校，后赴美留

学。留学期间曾多次报考美著名音乐学院，最终如愿以偿。通过采访

报道，可以得知虽然由于蒋某某工作忙，对女儿的关注一直欠缺，但

却从未忘记对女儿优良品质的培养，使得蒋某某的女儿有着很强烈的

独立意识和自主意识，再加上丰厚的物质基础，使其小小年纪得以留

学美国，并通过自身努力考取了美国一所著名的音乐学院。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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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通过自身努力，女儿赢得了央视某综艺比赛的一致好评。

富裕家庭失败案例：

90后少年李某某的父母均是著名歌星。李某某从出生起就得到了

父亲无比的溺爱。小小年纪就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但父母无节制的溺

爱，造成了李某某的攀比、炫富、无视社会规则等行为，多次爆出丑

闻。先是2011年与人斗殴被劳教一年；2012年又涉嫌轮奸罪被判刑。

李某某的案例成为了90后富裕家庭，教育失败的典型案例。长期过于

溺爱，过于满足孩子的虚荣心，对孩子的内心世界不了解，不注意培

养优秀的品质，尽管教育投入很高，孩子的文化素质和艺术素质也很

高，但却缺少了必要的道德修养，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二）普通家庭对子女的影响

90后普通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具有普遍意义。本书通过对近50户家

庭的走访和600余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结合访谈，探讨大部分普通家

庭对孩子生活、心理和行为方式方面的影响。

首先，贫富差距加大、自由度提升、重组家庭比例上升，对孩

子影响较大。由于时代变迁，国家经济转型，90后的父母们刚刚成家

立业就遇到了与他们从小早已习惯的生活模式大相径庭的体制改革

——多年沿袭的“铁饭碗”被打破了。他们需要重新选择职业，需要

靠自己奋斗，许多人被卷入了下海的大潮，巨大的压力使他们绝大部

分时间都放在了工作上。与此同时，社会贫富差距现象出现，公平和

社会效率失衡问题出现，这些现象无不冲击着90后的视野和心灵。与

此同时社会化自由度的提升，带来了思想上的解放和活跃，同时也带

来了一些负面社会现象。离婚率也出现了上升的趋势，相较于80后和

70后，90后生长于单亲家庭的比例显著提高。单亲家庭的出现对90后

的价值观影响也非常大。同时，90后的很多家庭都有过拆散重组的现

象，这样无疑带给他们情感上和心理上的创痕，使他们变得冷漠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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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缺乏应有的温暖感与亲切感。

其次，父母对子女抱有过高的期望。相较富裕家庭，90后所成长

的普通家庭亦比80后、70后家庭教育投入增加。很多家长在孩子的培

养上，往往不顾孩子是否愿意，强迫孩子学舞蹈、学钢琴、学画画、

学英语等。他们忽略了孩子的兴趣爱好，要么是基于随波逐流，要么

是出于家长满足自我心理的需求。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社会失衡

现象的出现，使得90后的家长对于子女往往抱有更高的期望。他们往

往把孩子的业余时间排得满满的，扼杀了孩子的天性，使得90后群体

的叛逆行为成为了各年代最高的。

第三，把梦想强加于孩子。有很多家长，年轻时为生活而奔波，

不得不放弃梦想，或是当时没有条件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梦想的没完

成造成了他们的遗憾。因此，表现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很多家长在潜

移默化中将自己的梦想灌输到了孩子的身上，希望通过孩子去完成自

己当年未完成的梦想，具体一点就是希望孩子成为歌唱家或是音乐家

等等，从而不顾孩子的意愿，强加给孩子一些额外的课程或是学习班

等。

三、90后的教育环境

90后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经历了多次教育改革，虽然体验过“减

负”、“素质教育”，但这个时代的孩子承受更多的还是学习压力、

升学压力。因为，在素质教育呼声中成长起来的90后，一方面需要在

素质教育呼声中探索自我，发展自我；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以应试

教育为目的的填鸭式灌输课程。面对社会对他们的双方面的要求，很

多90后形成了双面的性格。到了高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的改革也对

90后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高等教育观念

的转变，高等教育逐步适应市场，专业拓宽，学校扩招。另外一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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