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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 易

中秋节是家庭团圆的节日。前段时间

居家防疫，很多人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变

长，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温暖。今年中秋

节你会和家人团聚吗？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

过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对 1018 名 受

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今年中秋节，

92.9%的受访者会和家人团聚。82.1%的受

访者把组建属于自己的小家庭当作人生中

必须要做的事，88.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

是一个重视家庭的人。对于当下热播的家

斗剧和离婚剧，46.3%的受访者认为反映

了确实存在的家庭矛盾，43.1%的受访者

认为过度强调矛盾，忽略了爱。

92.9%受访者中秋节会和
家人团聚

27 岁 的 房 佳 慧 （化 名） 在 北 京 一 家

律所工作，老家在河北。为了买到今年十

一长假回家的火车票，她专门设了早上的

闹钟提醒自己抢票。在房佳慧看来，中秋

节是仅次于春节的重要节日，应该尽量回

家陪陪父母。

郑奕宽是一名 90 后，今年刚刚入职

杭州的一家设计公司。因为工作太忙，郑

奕宽中秋节不打算回家。“上半年我一直

在老家，陪伴家人的同时也在为找工作发

愁。现在终于找到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

我想利用假期整理一下手头的事情，尽快

适应工作节奏”。

调查显示，今年中秋节，92.9%的受

访者会和家人团聚。已婚未育的受访者这

一比例最高 （98.2%），未婚未育受访者这

一比例最低 （65.9%）。

张晨 （化名） 在成都一家地产公司工

作，家人都在江西老家。张晨坦言，他既希

望节日能回家，也有点担心。“我父母和爱

人在老家照顾小孩、料理家务很辛苦，因为

聚少离多，我和家人之间缺乏沟通，难免有

些矛盾。每次我回家，都要被家人抱怨，我

挺理解他们的，就是有点心累”。

对于过节回家，不少人和张晨有一样

的心态。前段时间居家防疫，也有不少人

一边感叹家庭生活的美好，一边表示自己

被各种家庭矛盾困扰。

本次调查显示，39.8%的受访者在为

一些家庭矛盾烦恼。男性受访者这一比例

（40.9%） 略高于女性受访者 （38.8%）。已

婚已育受访者这一比例 （42.4%） 高于其

他人群。

夫 妻 矛 盾 （47.7%） 和 婆 媳 矛 盾

（46.7%） 是受访者面临的主要家庭矛盾，

其他还有亲子矛盾 （38.3%）、兄弟姐妹之

间的矛盾 （37.0%） 等。

张晨坦言，有孩子之后，他面对的家

庭矛盾变多了。“带孩子确实很累，尤其

是刚开始的那一两年，我爱人和父母在育

儿观念上也有一些分歧。虽然没什么大问

题，但这些鸡毛蒜皮有时会让家庭气氛变

得很紧张。我在外地，帮不上什么忙，担

心又内疚”。

遇 到 家 庭 矛 盾 ，41.2% 受
访者会努力沟通

受 访 者 如 何 应 对 家 庭 矛 盾 ？ 调 查 显

示 ，41.2%的 受 访 者 会 努 力 沟 通 ， 不 回

避，29.6%的受访者会包容退让，能忍则

忍，18.3%的受访者会采取放着不管的冷

处理方式，10.1%的受访者会作出谩骂指

责、发泄情绪的行为。

“居家过日子，勺子难免碰锅沿，解

决 家 庭 矛 盾 还 是 要 多 沟 通 。” 房 佳 慧 认

为，家人之间刻意回避矛盾容易让彼此埋

下心结，“很多家庭矛盾，当事人作出主

动沟通的姿态，就已经化解大半了”。

张晨则认为，家不是讲理的地方，还

是要彼此多包容。“之前一些家斗剧特别

火，还有一些离婚剧也在热播。这类电视

剧 里 的 家 庭 成 员 往 往 针 锋 相 对 、 水 火 不

容。我爱人和我妈有时还拿剧情给我举例

子，我觉得她们自我代入太深了”。

调查显示，对于家斗剧和离婚剧，部

分受访者持肯定态度，包括：反映了确实

存在的家庭矛盾 （46.3%），为处理家庭矛

盾提供了参考 （39.3%），能呼吁家庭成员

关注彼此 （38.1%）。

部分受访者持负面看法，包括：过度

强 调 矛 盾 ， 忽 略 了 爱 （43.1%）， 剧 情 离

谱，过于夸张 （40.4%），导致观众过度代

入，对家人猜忌疏离 （36.2%） 等。

男性和女性对这类电视剧的看法略有

差异。男性受访者更多认为这种剧过度强

调矛盾，忽略了爱，女性受访者则更认同

反映了确实存在的家庭矛盾。

未婚未育受访者对这类电视剧更多持

正面看法，56.5%的未婚未育受访者认为

反映了确实存在的家庭矛盾，比例高于已

婚已育的受访者。

郑奕宽告诉记者，虽然他不爱看家斗

剧，但经常听到身边的年轻人讨论。“有

的剧可能确实说出了一些人在家庭生活中

的 处 境 。 我 对 家 庭 代 际 矛 盾 就 挺 有 感 触

的，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但是

作为观众，我更容易被温馨的东西打动，

不太喜欢‘宫斗’一样的家庭剧剧情”。

82.1%受访者把组建小家
庭当作人生必做的事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工作 4 年来，房

佳慧每年中秋节都要回家看望父母。她认

为 父 母 重 视 家 庭 的 观 念 深 深 地 影 响 了 自

己：“我 25 岁就结婚了，一方面是因为幸

运地遇到了对的人，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对

婚姻和家庭生活比较期待，我父母就过得

挺幸福的”。

调查显示，82.1%的受访者把组建属

于 自 己 的 小 家 庭 当 作 人 生 中 必 须 要 做 的

事，13.9%的受访者表示说不好，仅 4.0%
的受访者回答不是。

88.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一个重视

家 庭 的 人 ，7.9%的 受 访 者 表 示 说 不 好 ，

3.9%的 受 访 者 回 答 不 是 。 进 一 步 分 析 发

现，90.7%的已婚已育受访者确认自己重

视家庭，比例高于其他受访者。

虽然时常被家庭琐事烦恼，但张晨始终

把家庭当作温暖的港湾和坚强的后盾。“如

果没有家人的付出，我就不能在外地好好工

作。给家人更好的生活是我工作的动力”。

郑 奕 宽 坦 言 ， 家 斗 剧 和 “ 天 价 彩

礼 ”“ 闪 婚 闪 离 ” 等 现 象 会 打 击 他 对 婚

姻 和 家 庭 的 信 心 ，“ 有 时 面 对 父 母 催

婚 ， 我 会 觉 得 现 在 的 单 身 状 态 比 较 自

在 ， 但 我 心 里 其 实 很 期 待 甜 甜 的 爱 情 和

温暖的家庭”。

进一步分析发现，女性受访者中把组

建 家 庭 作 为 人 生 必 做 的 事 的 比 例

（81.4%）， 略 低 于 男 性 受 访 者 （82.9%），

但 认 为 自 己 重 视 家 庭 的 女 性 受 访 者

（90.4%） 明显高于男性受访者 （85.7%）。

张晨认为，人的家庭观念会随着年龄

而变化，“我小时候总想着离开父母去看

更大的世界，一个人到社会打拼、尝到了

艰辛之后，就特别希望有家人在自己疲惫

失落的时候给予支持和安慰。我也希望有

更多的时间享受家庭生活，和家人多一些

团聚的机会”。

参 与 本 次 调 查 的 受 访 者 中 ， 男 性 占

46.1%， 女 性 占 53.9%。00 后 占 1.6%，90
后占 34.7%，80 后占 53.0%，其他年龄段

占 10.7%。 已 婚 已 育 的 受 访 者 占 72.7%，

已 婚 未 育 的 占 16.3% ， 未 婚 未 育 的 占

8.3%，单身有孩子的占 2.7%。

今年中秋节 超九成受访者会和家人团聚
88.2%受访者确认自己重视家庭

中青报官方微博投票：
这个十一长假你打算怎么过

41.3% 受 访 者 选 择 待 在 家 ，
26.0%受访者会出门旅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今 年 的 中 秋 节 和 国 庆 节 “ 二 合

一”，8 天超长假期即将开启。疫情发

生 以 来 ，“ 原 地 待 机 ” 成 了 生 活 常 态 ，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稳定向好，也有很多

人想趁着今年最后的长假出门放放风，

但注重防护仍是重中之重。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在中青报官方微博发起一项“今年十一

长假，你打算怎么过”的投票，有 2016 名

微 博 用 户 参 与 。结 果 显 示 ，这 个 十 一 长

假，41.3%的受访者选择待在家里。

河北石家庄的赵嘉佳（化名）调侃，

自己今年十一假期主题为“家里蹲”，“复

工以来，工作上的事情一直很多，想趁着

这个假期好好休息放松一下，每天睡到

自然醒”。她说，今年一年都没有出行计

划，“一是平时工作忙，想利用假期‘回回

血’。二是考虑到疫情，仍有境外输入病

例的风险。我和老公近期打算备孕，特别

要防范风险。”赵嘉佳说。

“十一假期商场应该有优惠活动，到

时去逛逛，买买家居用品。闷了就在市内

公园和景点转转。父母家离我们也不远，

我们再回父母家住两天，帮他们做做家

务，假期也就过去了。”赵嘉佳说。

数据显示，有 26.0%的受访者十一

假期会出门旅行，其中 13.6%选择周边

游，12.4%选择跨省游。

王晓娜 （化名） 是北京某事业单位

职员，今年国庆假期她和家人报了一个

去山西平遥古城和五台山的旅行团，“今

年一直没怎么出门，想趁着放假陪爸妈

出门散散心，考虑到老人体力，计划假期

一半在外，一半在家，劳逸结合”。

她说，北京今年十一假期还会举办

车展，爸爸和老公兴致都非常高，如果

还有精力，一家人准备去逛逛车展。

上海一家食品企业员工张文承 （化

名） 对记者说，他几个月前就买好了和

女友去乌鲁木齐游玩的往返机票，“当

时也不确定到底能不能成行，只盼着疫

情 快 点 过 去 ， 能 有 机 会 出 门 。 不 负 期

待，果然成行了”。

他也特意去了解了当地的防疫工作

要求，“我查询到，非来自或途经疫情中高

风险等级地区的旅客不需提供核酸检测

结果，持健康通行码‘绿码’和体温监测正

常即可。女友也准备了必备的防疫物品，

比如口罩、小瓶装免洗消毒液、便携餐具

等，出去玩儿也会特别注意做好防护”。

因为疫情的暴发，很多在外的人一

直没有机会回家探望亲人。本次调查显

示 ，20.8%的 受 访 者 打 算 趁 这 次 长 假 ，

回老家探望亲友。

从事科研工作的钟志阳 （化名） 前

阵子用信用卡积分兑换了往返老家的机

票，“父母年纪大了，端午节的时候就想

回家看望二老，结果临时加班出差，没回

成。这次正好多回去几天，陪陪父母”。

北京某国企员工刘晴（化名）去年刚

结婚，她和老公打算这个十一假期回老

家看望她的父母，“起初是打算让老人来

北京，考虑到假期火车站人流量大，老人

身体弱，还是我俩回去更方便”。

刘晴说，父母已和老家的姑姑舅舅

们约好，在中秋节这天一起吃个团圆饭。

“有两三年没在家过中秋节了，特别怀念

以前和爸妈一起看中秋晚会、吃月饼的

感觉，正是吃螃蟹的季节，节日餐桌上总

有管够的大螃蟹。今年两个假期赶一块

儿，能回家好好过个中秋了。”刘晴这两

天一直在忙着购置中秋节礼品。

扫二维码 填答问卷 发表意见

你在坚持每天打卡吗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打卡悄然走进了

我们的生活，朋友圈更是成为各种花式打

卡的聚集地。早起打卡、运动打卡、单词打

卡、阅读打卡、口语打卡⋯⋯各式各样，只

有想不到，没有见不到的。你在坚持每天

打卡吗？扫一扫二维码，一起来说说吧。

你也可以关注“青年调查”微信公众

号（微 信 号 ：zqbsdzx），点 击“有 奖 调 查 ”

栏目参与调查。填答案有惊喜哦！

奖 励 说 明 ： 我 们 会 在 所 有 答 题 者

中，抽出 10 名移动幸运读者，每人赠

送 30 元手机充值卡。

“你会时常与父母交流吗？”二维

码扫码调查获奖名单

189××××4387 130××××9709
159××××3987 180××××8373
151××××2678 139××××3099
139××××3566 137××××4086
136××××7385 150××××5170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 易

网络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越来越

多年轻人通过自主、长期、系统的学习，

在某些领域成为技术高手、意见领袖等达

人。但也有人抱怨，自己抱着学知识的心

情，上了不少网课，关注了不少博主，最

后却感觉没什么收获。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

过问卷网 （wenjuan.com） 对 1007 名受访

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兴趣和好奇心是

受访者学习的最大动机。看教学视频是受

访者使用最多的学习途径。53.7%受访者

坦言自己的学习长期但不系统。

兴 趣 和 好 奇 心 是 受 访 者
学习的最大动机

林菁今年 31 岁，是一家护肤和彩妆

网店的店长，同时也是一名美妆达人。她

回忆，刚进网店工作时，自己连化妆品的

牌子都认不得几个，“越是不懂我就越好

奇，而且我之前也喜欢关注美妆和时尚博

主。为了迅速熟悉产品，我仔细整理货架

和阅读各种说明书，一有时间就刷各种平

台上的美妆产品测评，很快就掌握了基本

知识，能从容应对顾客的提问，越来越精

通这个领域”。

北京某高校大三学生赵博韬 （化名）

学的是理科，但对社会学和时事新闻很感

兴趣，在短视频平台关注了几个解说社会

热 点 的 主 播 。“ 这 些 主 播 不 是 那 种 靠 搞

笑、发低俗内容吸引眼球的，他们每周才

开播一两次，输出的内容比较优质，有参

考价值，比如会讲人工智能的影响，以后

什么职业可能被取代。虽然不是直接和我

的专业相关，但会给我很多启发”。

调查显示，从学习动机上看，出于兴趣

和 好 奇 心 去 学 习 的 受 访 者 最 多 ，比 例 为

58.5%。接下来是工作需要（43.0%）、个人信

念（40.0%）和证明自己（38.2%）。受访者的

其他学习动机还有：追赶流行（30.8%）、拿

证书（26.4%）、生活所迫（26.2%）等。仅 1.5%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不学习。

“达人、自媒体要想持续地输出优质

内容，必须坚持学习，而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要真的热爱所研究的领域。”26 岁的

李雅文在河北石家庄工作，她直言不喜欢

一味圈粉赚钱的自媒体。“我经常能分出哪

些博主是纯粹营销，哪些是真的对所做的

事情感兴趣。作为希望学到东西的粉丝，看

到博主满怀热情地钻研自己的领域、认真

制作内容，我的学习热情也会提高”。

当下，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丰

富，学习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本次调查显

示 ， 从 学 习 途 径 上 看 ， 看 教 学 视 频

（48.5%） 是受访者使用最多的途径，然后

是看书 （47.0%）。受访者还在广泛利用平

台和工具学习，如搜索引擎 （39.5%）、微

信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 （39.2%）、短视频

（39.1%）、贴吧和兴趣社区 （31.9%） 等。

其他学习渠道还有：报纸、杂志、门

户 网 站 等 大 众 媒 体 （27.8%）， 报 班

（26.3%），上学 （20.9%） 等。

赵博韬表示，学习软件使用时，他一

般会在视频网站搜教程看，而想要深入了

解社会学方面的知识，他更愿意买这方面

的书来读。

李雅文坦言自己很少看书，“我对网络

热点感兴趣时，会看一些博主的帖子。如果

有不懂的词语和知识点，会去搜索和了解”。

53.7%受访者坦言自己的
学习长期但不系统

“ 我 专 注 力 不 够 ， 平 时 工 作 比 较 忙 ，

主要通过关注博主和达人、看短视频学东

西。”李雅文坦言，她一方面觉得这种碎

片化学习比较方便，另一方面也时常感觉

收获不大，没有显著提升能力。

“学习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

学习可以包括一些带有休闲娱乐性质的活

动。狭义的学习，本质上是一种有计划、

有目的的活动，也是一个需要付出努力的

艰苦过程，而不是简单的、被动的娱乐活

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李立

国指出，网络学习也要符合学习的本质和

规律。如果缺乏明确目的，只学习碎片化

的东西，不关注知识体系完整性和专业能

力的提升，不能持之以恒，就容易浪费大

量时间，却感觉没有收获。

调查显示，91.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

正 在 某 些 领 域 进 行 长 期 的 学 习 ， 其 中 ，

53.7%的受访者坦言自己的学习长期但不

系统，37.5%的受访者是长期而系统的。

林菁希望能成为一个有更多粉丝的美

妆达人，“怎么起步我已经知道了，比如

在不同的平台建立账号，坚持更新内容。

但光这样还不够，还要去了解粉丝究竟需

要什么样的信息。对于怎么优化自己的内

容和传播渠道，我感觉还没有头绪，可能

得专门学一下运营知识。我报了这方面的

网课，放了半年还没看”。

李立国向记者介绍，哈佛、斯坦福等

名校有很多对外开放的课程，给更多人提

供 了 系 统 学 习 的 机 会 。 但 能 坚 持 学 到 最

后，通过严格的考核、拿到证书的学员比

例非常低，大部分人只能成为“围观者”。

“利用业余时间，看看小说和文史哲

读物、学学插花，也不失为一种提高人文

素养、思维能力的方式。不过，想要进行

有效的学习，就要树立明确目的，比如提

升工作能力、考研、学习某种技能。然后

要付出努力，不能半途而废。另外，还要

讲究方法，选择符合学习内容和自身情况

的方法去学习。”他提醒。

过半受访者坦言学习长期但不系统 看视频是最常用方式
兴趣和好奇心是受访者学习的最大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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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品芝

9 月 22 日 是 世 界 无 车 日 。 如 今 ， 骑

行、步行等慢行方式受到人们的青睐，城

市公园、步行绿道、公共自行车等慢行系

统建设上，各城市都在逐渐完善。日常生

活中，你的骑行、步行体验如何？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

网 （wenjuan.com），在世界无车日前夕进

行 的 一 项 调 查 显 示 （2003 人 参 加 ），

80.0%的 受 访 者 日 常 出 行 会 尽 量 选 择 骑

行、步行等慢行方式。75.6%的受访者认

为 道 路 被 停 车 占 用 等 问 题 影 响 了 慢 行 体

验。提升慢行体验，62.8%的受访者建议

严格停车位设置规则，60.8%的受访者希

望拓宽非机动车道。

75.6%受访者认为道路被
停 车 占 用 等 问 题 影 响 了 慢 行
体验

北京某事业单位员工金凌（化名）很喜

欢骑自行车出行，“有段时间，我骑自行车

上下班，不用挤公交车还很锻炼身体”。

日常出行，80.0%的受访者会尽量选择

骑行、步行等慢行方式，4.4%的受访者不会，

15.6%的受访者会依据季节等情况决定。

“太原的自行车挺多的，市民可以刷

公 交 卡 骑 自 行 车 ， 非 常 便 宜 ， 只 需 要 押

金，1 小时以上才收费。虽然是固定停车

点，但点很多，所以也比较方便。”在太

原生活的杨洋 （化名） 说。

日常生活中，88.1%的受访者表示慢

行体验好，9.9%的受访者感觉一般，2.0%
的受访者觉得不好。

在 北 京 的 肖 静 （化 名） 住 在 三 环 边

上，一出门就要上一个天桥，这对于刚学

会骑自行车的她来说太难了。“骑行出门

最怕的就是碰到大立交桥和环路交叉口，

有时候等 10 分钟都不敢骑过去，因为一

直有车辆穿梭，非常担心”。

调查中，75.6%的受访者认为道路被

停车占用等问题影响了骑行、步行等慢行

的体验，60.3%的受访者表示时常被机动

车侵扰，56.0%的受访者觉得非机动车道

较窄，35.7%的受访者指出有些道路没有

设置非机动车道。

“骑行在马路上，不仅过十字路口时

需要注意，一路上都需要特别小心，因为

不时有停在路边的机动车辆阻挡视线，你

根本不知道机动车前面什么时候会走出一

个行人，或者驶出另一辆车。有时逼不得

已只能去人行道上骑，自己被颠得难受，

还得一路跟人说抱歉。”肖静说，上下班

高 峰 时 段 ， 机 动 车 道 堵 ， 非 机 动 车 道 也

堵，自己想绿色出行，却堵在一堆机动车

里难以通过，非常无语。

杨洋说，现在自行车道经常和电动车

道混在一起，骑自行车很不安全，希望有

关部门能够合理设计。

肖 静 还 指 出 ， 有 的 非 机 动 车 道 非 常

窄，“窄有窄的好处，机动车进不来，但

自行车骑起来也非常不方便。我骑行过一

段路，自行车必须得完完全全骑成直线才

能穿行，稍有偏离就会撞到栏杆，还不能

停不能回头，骑下来手心全是汗”。

如何提升慢行体验

提升慢行体验，62.8%的受访者建议严

格停车位设置规则，60.8%的受访者建议拓

宽非机动车道，53.0%的受访者提出机动车

应该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辆，44.1%的受访

者建议打通非机动车道“断头路”，42.8%的

受访者认为要保障好非机动车路权。

“有些自行车道本来挺宽的，但都让

机动车占了，骑行的人反而没处骑。司机

在礼让行人方面做得也不好，有一次我在

绿灯时过马路，居然差点被右拐的车辆撞

倒， 司 机 一 点 都 没 有 减 速 让 人 的 意 思 。”

金凌认为，相应的处罚、管理要跟上，这

些问题不治理，单纯拓宽自行车道是没用

的，绿色出行还是不安全不放心。

“太原近年来在公园绿道等慢行系统

的建设方面进步很大，汾河周边都是绿道

可以跑步，礼让行人方面做得也很好，但

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大家要去

绿道跑步，需要走很远，期待以后的生活

更 加 方 便 ， 能 随 时 随 地 绿 色 出 行 、 健

身。”杨洋说。

调查中，69.5%的受访者希望所在城

市加强绿地、亲水空间方面的建设。受访

者 期 待 的 其 他 设 施 还 有 ： 城 市 公 园

（63.2%）、城市绿道 （60.9%）、户外运动

设施 （51.0%） 和休闲小镇 （26.4%） 等。

肖静希望有关部门在城市设计方面有

更多作为，北京有的公园里，绿道和自行车

道并行，周末大家可以悠闲地步行和骑行，

非常舒适，这样的人性化设计越多越好。

受访者中，一线城市的占 31.8%，二

线 城 市 的 占 55.2% ， 三 四 线 城 市 的 占

12.4%。

世界无车日：超七成受访者直言道路被停车占用影响慢行体验
62.8%受访者期待严格停车位设置规则，60.8%受访者建议拓宽非机动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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