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1

【时文选粹】不成功就“躺平”？激活“蹲族”需教育，也需环境

编者按：

近日，半月谈刊发文章《城市“蹲族”：明明拿着一手“好牌”，为何却选择“就地躺平”？》，
聚焦高学历低欲望、逃避工作甘愿“家里蹲”的社会群体——城市“蹲族”，关注他们的自身
生活方式和背后反映出的群体性社会焦虑问题。其实，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投身“蹲族”生活，
不能简单归因于年轻人自身，而是内卷化社会环境、学校和家庭教育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让城市“蹲族” “站”起来，不仅需要年轻人自身坚定目标和方向，更重要的是
全社会应形成合力，为年轻人的奋斗创造更健康友好的环境。只有年轻人心中的焦虑和纠结被
抚平，整个社会的发展才能更具动力和活力。

不成功就“躺平”？激活“蹲族”需教育，也需环境
题目即观点，设问句
式引发思考，彰显内
容。

①“蹲族”，作为一个新近在网络上传播开来的词汇，指来自
中产家庭，受过高等教育，在城市中生活，每年只工作一段时间，
维持低欲望生活，只保证基本的营养需求，找最便宜的出租屋，其
余时间用来吃、睡、打游戏的一类年轻人。在年轻人聚集的网络社
区，也能看见诸如“考研失败，我决定当个废物”，“底层废物，
上班好像捡钱”之类的发言。

开篇阐释“蹲族”一
词的含义，进入话题。

②缺乏意义感，做某种程度上的“空心人”，是某些“蹲族”
的典型特征。从教育的角度分析，这与他们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和家
庭教育有关。如果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过度关注知识，学生除学习
之外的一切都被家长包办代替，人生长时间需要依靠老师和家长代
为规划、管理，就容易在脱离学校和家庭的搀扶后，变得迷茫，不
清楚学习、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有的年轻人能够通过自我教
育，重新认识自我、确定人生发展目标；有的在大学期间沉迷别业、
浑浑噩噩；有的离开校园步入社会，却无法清晰规划自己的人生，
适应不了社会竞争，就“啃老”。“蹲族”相对于“啃老”，好歹
还能养活自己，但离家庭和社会对“人才”的期待则相距甚远。选
择做“蹲族”的青年人多了，社会就会缺乏发展活力。

分析“蹲族”的典型
特征及形成原因。

③让青年人有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需要加
强责任和理想教育。但责任和理想教育不能是说教式的灌输教育，
而应是关注学生个性、兴趣的生涯教育，引导学生认识社会、认识
自我，确定人生发展目标。需要重视对学生的生活教育、生存教育、
生命教育，由此培养发展学生的兴趣，增强学生的独立性和责任心。

解决“蹲族”现象的
建议一：需要加强责
任和理想教育。

④与此同时，还需给人才平等的竞争与发展机会。调查显示，
不少大学毕业生的人生观，受就业中的“关系就业”“学历歧视”
影响。有部分学生认为自己家庭条件不好，再怎么努力也没用；自
己的学历低，改变社会对自己的认识太难，与其做无谓的抗争还是
做不了“人上人”，不如就此认命。让每一个青年都有朝气与活力，
需要给年轻人出彩的机会，以此调整教育资源配置与改革人才评价
体系，形成新的教育观和人才观。

建议二：需给人才平
等的竞争与发展机
会。

来源：2021-11-24《环球时报》作者：熊丙奇

【时代警语】
让每一个青年都有朝气与活力，需要给年轻人出彩的机会，以此调整教育资源配置与改革

人才评价体系，形成新的教育观和人才观。

【思维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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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精练】
1.下列填入下文横线处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 ）

与此同时，还需给人才平等的竞争与发展机会。
A.据调查显示，不少大学毕业生的人生观，受就业中的“关系就业”“学历歧视”影响。
B.调查显示，不少大学毕业生的人生观，与就业中的“关系就业”“学历歧视”有影响。
C.调查显示，不少大学毕业生的人生观， “关系就业”“学历歧视”影响较大 。
D.调查显示，不少大学毕业生的人生观，受就业中的“关系就业”“学历歧视”影响。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近段时间，“蹲族”一词在网络上火爆起来。不同于“啃老族”“蛰居族”，城市“蹲族”
特指拥有一手“好牌”、被人寄予厚望，却放弃自我、甘当社会“隐形人”的年轻人，他们往
往以“现实低欲望、网上多冲浪”的方式闲散度日。针对这种现象，你有什么认识？结合自己
的体会，写一篇不少于 500 字的短文。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巩义市第一高级中学 张晓燕）

【相关链接】

城镇青年“蹲族”现象分析及对策建议

“蹲族”，网络流行词，指在城市中生活，受过大学教育，来自中产家庭，但依旧没有逃

过丧文化的侵袭，毕业后躲在大城市的阴暗犄角出租屋，过着吃、睡、打游戏的隐居生活的一

类人。这是一种很难被理解的生活，但是他们很少站出来说话，被人理解为“懒”“堕落”。

不能因为整个国家在跑步前进就忽略了那些被撞倒的人，“蹲族”现象导致人才浪费的现象亟

待重视。

一、没有合理的人生规划。差学校，冷专业，选专业前毫无规划和预见性，从没为职业生

涯做准备，眼高手低，在毕业后对自己的期望值太高，现实和理想产生巨大落差等一系列原因，

最终沦为毕业即失业的处境。宅在家里，看着一个又一个同龄或岁数相近的“创业神话”被刷

屏，听着亲朋故旧嘴里一个又一个的相似创富成功故事，眼看寻找工作四处碰壁，考研考公失

败而归，被同龄人抛弃等等的焦虑所塞满。最终选择逃避现实，成为了“蹲族”的一员。

二、人的惰性导致。网文作者“豆子惹的祸”在事业正当红火的时候，选择休息一段时间。

等重新回归写作最开始的时候想静下心来阅读写作，一个月后变成了只阅读不写作，两个月后

变成不阅读不写作，到最后干脆不想掩饰自己什么都不想做的本质了。不知不觉中，当他穿着

短袖出门，才发现外面已经是冬天。人一旦安逸惯了，就不再相信自己还有工作的能力，即使

下了决心再找工作，大概率会碰壁。因为你休息的时候，别人在奔跑，只要一年，新一批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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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就会按时走出校园。于是在激烈的竞争中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受挫多了，不相信自己还

会成功。这是一种“习得性无助”。诠释了放弃总比奋斗容易，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真

的舒服。

建议：

一、脚踏实地，做好人生规划。台阶是一层一层筑起的，目前的现实是将来理想的基础。

只想将来，不从近处现实着手，就没有基础，就会流于幻想。上班是为别人做事，而工作是为

自己。虽然我们有权利选择不去努力，去奋斗，但赚一份不给别人、父母添麻烦的体面钱还是

必要的。比如写稿做自媒体，还有插画师、摄影师、编剧、手工手艺人、糕点师，也可以出去

帮人跑腿等。

二、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勤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岗敬业是我们的

社会公德。“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扶贫亦为先扶志。可见“志”的重要性。若

想真正的解决“蹲族”的现象，还需要“授人以渔”，打破思想上的“贫困枷锁”，树立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来源：2020-11-27 中国青年网 作者：王宇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