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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

用周恩来精神处理大学生“宅一族”问题
⒇

万 茹1 查苏倩2

( 1 淮阴师范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1; 2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200083)

［摘 要］ 面对近几年流行起来的大学生“宅一族”，笔者从它的产生与现状谈起，浅析了它的特点、产生后果与形成原因，

最后从周恩来精神为切入点提出了应对策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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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宅一族”的产生与现状

当“宅男”、“宅女”、“宅青”、“我很宅”等这些词语流行

于网络的时候，“宅”的一种生活状态被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

所关注、接纳甚至推崇，“宅一族”渐渐成为生活中又一时尚

族群。这里“宅”的意思大致是指整天呆在家里，依赖电脑和

网络，不参加社交活动，讨厌面对现实世界，只局限在自己的

有限空间里活动。因为“宅一族”特殊的生活模式，许多人都

认为他们 沟 通 能 力 会 逐 渐 退 化、社 交 能 力 差，迷 恋 网 络。
2008 年 3 月《南方都市报》一篇报道中说:“广州出现＇御宅族＇
……专家担心他们成为隐蔽青年”。中国青年报和新浪网合

作的调查显示( 4610 人参与) ，59． 6% 的人认为自己身边存

在宅男宅女。在这次调查中，48． 5%的人认为“宅”会让年轻

人失去动力、活力，应该引起高度重视，47． 1% 的人为宅男宅

女们感到担忧，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更

有专家建议，宅男宅女应该接受心理辅导。其实，宅的方式

是多样的，涉及的人群也是多样的。“宅”的生活方式确实对

某些人来说是必要的，比如自由职业者、家庭主妇等等，但是

也有一些人选择“宅”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

是有自我封闭、逃避现实的倾向，这类人特别是其中的青年

大学生就是本文所关注的人群。
大学校园里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明确

的规划，总是处于迷茫的状态。他们平时很少参加学校活

动，与其他同学、老师的交流沟通也很少，他们喜欢宅在宿

舍。在宿舍这样一个很小的活动范围内，他们无外乎是睡

觉、上网、看小说。他们认为暂时脱离老师、家长的管教，局

限在自己的世界里的生活状态非常舒服，并且，他们认为自

己有权利选择生活方式，别人无权干涉。在宿舍里，他们聊

天、逛论坛、看网页、打游戏、写博客、看视频，即使没事做也

要挂在网上。他们饮食很不规律，经常吃面包、泡面，或者让

同学带饭。这种宅的状态不仅在学校，还延续到家中，很多

大学生寒暑假也宅在家里，讨厌外出活动，也讨厌家中来客

来打扰他们，他们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少与父母交流。
大学生“宅”的生活方式会带来许多不良后果: 生理上，长期

待在一个地方不活动，缺乏体育锻炼，身体素质必然下降; 心

理上，长期一个人“自娱自乐”不和别人交流，或者只在虚拟

空间里与人交流，容易产生自闭、厌世等心理问题。这对学

业的发展、个人的健康成长都构成威胁。
二、大学生“宅一族”产生的原因
( 一) 家庭因素

在许多学生未步入大学校园之前，他们的生活就是三点

一线: 家—学校—辅导班。家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迫

切心态，将许多学生的活动局限在很窄的范围之内。家长们

对孩子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成绩好”就行。这样一种错误的

生活目标的传输让孩子们将学习成绩看的太重，而淡化了责

任意识。当他们进入校园后，没有人帮他们包办“学习成绩”
以外的一切事宜，他们就会产生迷茫、脆弱、恐惧的心理，不

愿意积极主动地与人沟通，怕受到伤害，也怕承担责任，他们

还是愿意宅在自己的空间里，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享受所谓

无拘无束的生活。
( 二) 学校因素

尽管教育改革了很多年，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打破智育第

一、德育其次的模式。在大学校园里，学生的自主性较强，课

余时间较多，学校如果不加以引导，让学生缺乏足够的实践

活动支撑从而制约了他们内化知识、感知社会、承担社会责

任、提升沟通交流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过程，只是被动的

安居在学校，很容易产生“宅”的思想。许多同学喜欢宅在宿

舍里不愿意接触外界，没有负担，也没有追求。
( 三) 社会因素

首先社会的迅速发展，让网络成为主体媒介之一，年轻

人对网上娱乐、购物、交易等非常热衷，不用出门也能满足日

常生活的需要，生活上的便捷为自己宅的生活方式找到理

由。其次，伴随着大学扩招、企业改革，大学生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就业压力，加之社会关系日益错综复杂，让许多大学生

认为，进入好的岗位只能靠关系，没有关系能力再强也是徒

劳，这会使他们产生消极思想，不愿面对社会残酷的现实，害

怕碰壁，害怕被拒绝，而逃避现实的最好方法就是宅居在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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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在网上虚拟的世界中寻求满足感、安全感。
( 四) 大学生自身因素

大学校园里，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出类拔萃，十分优秀，

有这样一群普通学生，他们没有担任学生干部，性格相对内

向不爱交流沟通，没有参加社团活动，在学生中默默无闻，他

们不犯错误但对许多事情也不积极，老师对他们也很少关

注。这些学生本来交际能力就较弱，并且对自己的定位也没

有十分准确的把握，加上缺乏引导与鼓励，没有动力，很容易

产生懒散、享乐的思想，对自己放任自流，在激烈的竞争面

前，在学业、工作、以及情感面前，丧失积极进取的精神，从而

选择宅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
三、用周恩来精神处理大学生“宅一族”问题

周恩来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崇高的共产

主义精神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突出展

示，是中国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其精神内涵极为丰富。胡

锦涛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高度概括了

周恩来的六大精神: 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现为他

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 始终热爱人民、勤政为民，集中

表现为他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 始终顾全大局、光明磊落，

集中表现为他高度珍视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精神; 始

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集中表现为他求真务实的精神; 始终

虚怀若谷、戒骄戒躁，集中表现为他谦虚谨慎的精神; 始终严

以律己、廉洁奉公，集中表现为他无私奉献的精神。
针对大学生中“宅一族”的特质与现状，笔者认为在处理

“宅一族”问题时，周恩来精神中的积极进取精神、严以律己

精神、团结协作精神和为人民服务需要重点宣传、弘扬。
( 一) 积极进取精神提供动力保证

周恩来一生崇尚理想、自强不息，少年即地表达了“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从此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

斗终生，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绝不退缩。但是，现在很多

大学生遇事则退、遇事便躲、对自己没有要求，他们的生活中

缺乏一种动力来激励他们前进。在高校德育工作中，应该将

周恩来的积极进取精神贯穿教育工作始终，充分利用各种舆

论力量让同学们认识到积极进取的重要性，明确学习的目

标，不断努力，不断争取进步。老师们要特别注意引导“宅一

族”大学生，让他们参与到各项活动中来，激发他们的潜力，

让更多的同学投入到实践中去，并对自身有一个较为准确的

认识，鼓励他们用积极进取的心寻找自己的未来，激励他们

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对自己充满自信，对生活充满希

望，对学习抱有兴趣，学会在逆境中历练，在挫折中成长，在

现实的社会中寻求积极进取过程中的成就感。同时，老师还

要引导学生对自己的未来进行合理规划，帮助学生找准方

向，让学生不再处于长期迷茫的状态，从而积极的规划自己

的人生。
( 二) 严以律己精神重塑人格魅力

周恩来一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勇于自我改造、自

我批评，自我约束。当代大学生，正是缺少一种自律精神，不

愿意自我约束，躲在宿舍里，放任自我，上网、打游戏，表面上

脱离了来自老师、家长、以及社会各方的压力，但实际上却真

正是虚度光阴，自身得不到进步，将来到社会中难以适应现

实。高校教育中因提倡大学生学习周恩来的自律精神，用周

恩来精神来感召学生，只有出于内心的自律，才能自我管理，

自我反省，不断进步，重塑人格魅力，脱离宅居时的一种放任

自流的生活状态。
( 三) 团结协作精神培养交际能力

周恩来胸怀广阔，善于结交朋友，他告诫青年要改变观

念，不要画地为牢成为孤家寡人。而大学生的“个人本位主

义”和“利己主义”意识较强，对于学校、班级活动漠不关心，

对于他人的困难毫不在意，甚至与人交往缺乏安全感，不相

信团结协作的力量，不愿意花时间与精力与人交往，只希望

蜗居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与人交流都通过网络，但是虚拟空

间与现实空间有很多差距，久而久之他们语言表达能力减

弱，社交能力也会退化。所以，在新生刚入学开始，就要向他

们开展系列周恩来精神教育，而学习周恩来的团结协作精神

就是关键。从一开就培养他们团结协作意识，有利于激励他

们以真诚、包容、信任等正确态度来看待他人与社会，学会尊

重他人、宽以待人，与人为善、广交朋友。育人期间，采用课

堂为第一阵地，让更多的同学参与到课堂分组讨论中来，锻

炼他们的组织能力、表达能力; 采用课外活动为第二阵地，通

过素质训练、文艺晚会、辩论赛、演讲比赛、创业大赛等活动

来锻炼同学们的协作能力。两者相结合，使同学们认识到团

结协作精神给他们生活带来的愉悦感，从而摆脱宅居生活的

诱惑。
( 四) 为人民服务精神引领和谐生活

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精神的核心。周恩来急人民之所

急，想人民之所想，忧人民之所忧，喜人民之所喜，把人民的

疾苦时刻放在心上，把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作为自

己人生的追求。他是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大学生宅居原因

之一，就是他们缺乏一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认为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甚至有些同学认为做学生干部为同学服务是浪费

自己的时间与精力。高校育人要用周恩来为人民服务的事

迹来启迪心智，要通过各种义务劳动让更多的学生投入到为

人民服务的行列中，来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让大学生“宅

一族”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实际的服务行动中，同时

开展各项教育活动，让学生从心底能够领略为人民服务的真

谛，创建和谐健康的校园生活。
周恩来精神是中华民族一切优秀品质和美德的历史传

承和完美再现，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利益无私奉献精神的真

实写照。针对大学生“宅一族”的现状，迫切需要周恩来精神

融入育人全程中来。通过大力弘扬周恩来进取、自律、团结、
为人民服务等优秀品质，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健康的成长与

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川．“我很宅!”———浅析都市“宅男宅女”的心理

诉求． 中国青年研［J］． 2008． 02
2 王艳． 小议青少年“御宅族”的道德危机、成因和出宅

之道． 天津教育［J］． 2008． 11
3 韩同友 王德勋 将周恩来精神贯穿大学生思想教育

全过程． 觉悟［J］． 2007． 03
4 耿春亮 李会勤． 近二十年来周恩来研究述评． 高校

社科动态［J］． 2008． 05
［责任编辑: 李丹］

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