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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后 成 长 的 社 会 环 境 和 前 几 代 人 相

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在许多方面表

现出了与其他年龄段群体不同的特点。本

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

网 （wenjuan.com）， 对 2072 名 受 访 者 进

行的一项关于 00 后的调查显示，00 后眼

中 的 自 己 ， 乐 观 （67.8% ）、 自 信

（66.7%）、开放 （64.6%） 的获选率均超过

六成。什么是 00 后渴望的幸福？排在前

两位的是家庭和睦 （73.1%） 和有知心朋

友 （70.3%）。93.5%的受访 00 后相信“奋

斗是青春的底色”。

有理想和自信是受访 00后
希望自己具备的素质

来 自 浙 江 的 90 后 宁 晓 （化名）， 有

个 比 自 己 小 10 岁 的 00 后 妹 妹 。 宁 晓 觉

得 妹 妹 和 自 己 有 挺 大 的 不 同 ，“ 比 较 直

观 的 感 受 是 ， 她 们 这 一 代 人 更 加 自 信 ，

更有自己的想法”。宁晓说，“自信”“独

立”“乐观”“开放”是自己 对 00 后的主

要印象。

宁晓说，虽然在成长过程中，妹妹也

有 叛 逆 的 时 候 ， 也 会 像 自 己 青 春 期 时 一

样，耍点小脾气，但她有时很佩服妹妹的

勇 气 ， 觉 得 她 对 未 来 的 规 划 很 有 想 法 。

“就拿选专业来说，家长可能觉得女孩子

更适合学会计、师范这一类的，但是她喜

欢对外汉语专业，想以后从事中国文化推

广相关的工作。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她要

比我厉害，因为我以前报志愿时，完全不

知道想学什么，基本是听父母的意见，选

热门专业”。

河北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雷天倚前不

久获得支教保研资格，即将开始为期一年

的教学工作。他觉得，00 后身上的标签

通常有追求自我、个性等，蕴藏着年轻人

的活力。“我是即将步入社会的第一批 00
后，正在经历身份的转变。一方面，在不

断 调 整 自 己 ， 适 应 社 会 的 需 要 。 另 一 方

面，也倾向于‘以不变应万变’”。

人们对于 00 后有哪些印象？数据显

示，自信 （53.3%） 和开放 （53.2%） 是获

选 率 比 较 高 的 词 汇 ， 接 下 来 还 有 乐 观

（48.6% ） 、 自 我 （46.9% ） 、 热 血

（37.4%）、创新 （32.1%） 等。

而 00 后 眼 中 的 自 己 ， 乐 观

（67.8%）、 自 信 （66.7%）、 开 放 （64.6%）

的 获 选 率 超 过 了 六 成 ， 然 后 是 热 血

（49.9% ） 、 创 新 （42.3% ） 、 自 我

（41.7%）、 奋 进 （37.4%）、 独 立 （37.4%）

和有干劲 （37.1%） 等。

河南某高校应届毕业生李荛娟说，自

己 是 一 名 普 通 的 00 后 ， 没 有 很 高 的 学

历、耀眼的履历，但是敢想敢做。“作为

出生在新世纪的 00 后，我们总是被寄予

很多期望，其实也不是完全无忧无虑，也

有自己的烦恼和压力”。

数据显示，有理想 （67.6%） 和自信

（62.9%） 是受访 00 后普遍希望自己具备

的 素 质 。然 后 是 勇 敢（58.5% ）、奋 斗

（55.3%）、独 立（53.7%）。其 他 还 有 ：善 良

（51.3%）、创新（50.1%）、担当（46.9%）等。

调查中，80.9%的受访 00 后感到自己

奋 斗 精 神 强 。 同 时 在 全 体 受 访 者 中 ，

65.8%的人评价 00 后奋斗精神强。

广西某高校大三学生柳羽 （化名） 觉

得，00 后通常会给大家留下“独立”“想

法多”的印象，这也与 00 后成长的环境

有很大关系，00 后一代在成长过程中接

触到了 更 加 丰 富 的 信 息 ， 对 外 部 世 界 也

表 现 出 了 更 多 好 奇 ，“ 从 想 法 多 、 爱 折

腾 到 真 正 把 想 法 变成现实，这个过程需

要 脚 踏 实 地 。 只 有 志 存 高 远 ， 才 能 不 负

韶华”。

93.5% 受 访 00 后 坚 信
“奋斗是青春的底色”

柳羽说，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很看重

父母和朋友的作用。“我们这代人之所以

能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 有 父 母 的 支 持 ， 他 们 提 供 了 坚 实 的 基

础。朋友是可以分享喜怒哀乐的，在他们

面前不用刻意掩饰，可以做真实的自己”。

什 么 是 00 后 渴 望 的 幸 福 ？ 调 查 显

示 ， 排 在 第 一 位 的 是 家 庭 和 睦

（73.1%）， 其 次 是 有 知 心 朋 友 （70.3%），

两 者 获 选 率 均 超 过 七 成 。 之 后是事业有

成 （67.0%）、身体健康 （58.1%）、婚姻美

满 （55.1%） 等。

“如果现在不奋斗，没有敢拼敢闯的

劲头，何谈实现理想？” 河北师范大学大

四学生寇津昊认为，不能辜负短暂而宝贵

的青春，要抓住机遇，勇往直前。

今年 9 月即将到西北大学读研究生的

梁一萌觉得，00 后是自我意识更加强烈

的一代人，不喜欢被束缚。“我们目前还

能获得来自家庭的支持，但又不用承担太

多来自家庭或其他方面的压力，有更多的

时间可以做喜欢的事情。因此要好好利用

这段时间，多做尝试，为未来努力打拼。

无论这些努力带来的是经验还是教训，都

是对未来人生的帮助”。

数据显示，88.2%的受访者相信“奋

斗是青春的底色”。在 00 后受访者中，这

一比例达到了 93.5%。

“我们要为今后的幸福人生，闯荡出

一片天地。在年轻最富有活力的时候，为

人生打好基础。但很多人还没有完全规划

好未来的人生路线。”雷天倚觉得，“怎么

走、往哪里走”这些问题也很重要。

“他们所处的时代更加丰富了，但从

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意味着诱惑和挑战更

多了，这些都对他们的定力、自我认知等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宁晓觉得，00 后一

代正处在成长的关键时期，家长、老师需

要多给予一些引导。

“首批大学毕业的 00 后，很多人和我

一样也是 22 岁，正在走向社会，准备施展

拳脚、大干一场。”李荛娟觉得，这正是拥有

满腔热血的时候，“未来是属于奋斗者的时

代，青年的奋斗不仅创

造自己的未来，也必将

会创造国家的未来”。

本 次 调 查 的 受 访

者 中 ， 00 后 占 30.6% ，

90 后占 38.5%，80 后占

23.7%。

超九成受访00后相信“奋斗是青春的底色”
什么是00后渴望的幸福？排在前两位的是家庭和睦、有知心朋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实习生 金 文

职业选择与未来生活息息相关。近

日，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实施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办公室对外公布全国青年发展

型城市建设试点和青年发展型县域试点

名单。本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 合 问 卷 网（wenjuan.com），对 2072 名

受访者进行的一项关于 00 后的调查显

示 ，90.5% 的 受 访 00 后 表 示 就 业/创 业

时，会优先选择青年发展型城市。就业机

会（67.0%）和 生 活 成 本（65.4%）是 00 后

选择定居城市时主要看重的因素。

李荛娟是河南某高校应届毕业生，

她之前也曾考虑到大城市发展，但现在

她感觉，离家近一点的地方，是更加务实

的选择，“更方便照顾父母。同时也考虑

到这几年的就业形势以及城市的发展机

会、房价等”。

数据显示，在选择未来定居城市时，

00 后 受 访 者 会 优 先 考 虑 就 业 机 会

（67.0%），其次是生活成本（65.4%），第三

是经济发展（64.8%）。接下来还有：生态

环 境（48.2%）、房 价（38.6%）、公 共 交 通

（38.2%）、休闲娱乐（37.8%）和教育水平

（36.8%）等。

本科应届毕业生梁一萌，今年 9 月

即将到西北大学读研究生。对于未来城

市群的发展，梁一萌比较看好川渝地区

以及杭州等城市，“这些都是我比较向往

的地方，环境宜居、就业机会多、交通便

利、人才引进政策友好”。梁一萌觉得，整

体氛围年轻的城市，适合作为奋斗的起

点，“虽然可能面临不小的竞争压力，但

对我的吸引力还是很大”。

来自河北师范大学的应届毕业生雷

天 倚 ，非 常 看 好 京 津 冀 城 市 群 的 发 展 ，

“以后我也会选择回河北老家发展”。

数据显示，长三角城市群（41.9%）、

长江中游城市群（40.8%）是受访 00 后比

较看好的城市群。接下来还有成渝城市

群（38.9%）、京津冀城市群（37.8%）、粤港

澳大湾区（36.0%）、中原城市群（21.5%）、

哈长城市群（19.1%）和关中平原城市群

（16.1%）等。

“我们这代人长在红旗下，也很愿意

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奉献青春。”梁一萌表

示，非常愿意到基层工作，通过自己的努

力来帮助基层实现更好地发展。

广西某高校大三学生柳羽（化名）表

示，在选择未来定居城市时，会优先选择

就业发展空间大的城市，同时会兼顾基

础设施、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建设情况。

“我身边有学长学姐毕业后回家乡的城

市工作，觉得各方面更容易适应，也不像

大城市节奏那么快。但如果家乡城市工

作机会不多，或者对年轻人吸引力不足，

也会影响大家的返乡意愿”。

“年轻人普遍喜欢在朋友多的地方

生活。”柳羽表示，自己会把青年发展

型城市作为以后生活定居的城市。“青

年发展型城市是对青年友好的城市。生

活成本、文化生活、医疗、教育，都是

我 在 选 择 未 来 生 活 城 市 时 会 考 虑 的 方

面。感到能够健康幸福，才会更愿意奔赴

这座城市”。

调查中，90.5%的受访 00后表示就业/
创业时，会优先选择青年发展型城市。

90.5%受访00后
会优先奔赴青年发展型城市
受访00后选择定居城市主要
看重就业机会和生活成本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实习生 金 文

六月毕业季，首批 00 后告别校园，步

入职场。他们的职业选择也成为人们关注

的焦点。本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 合 问 卷 网（wenjuan.com），对 2072 名 受

访者进行的一项关于 00 后的调查显示，在

选择工作时，受访 00 后主要考虑薪资待遇

（73.5%）和行业前景（61.1%）。92.7%的受访

00 后对新职业有兴趣。

受访 00 后找工作主要看
重薪资待遇和行业前景

李荛娟是河南某高校应届毕业生，目

前找到的工作和专业不太对口，她表示自

己愿意积累经验，不断调整职业规划 。李

荛 娟 说 ， 在 找 工 作 的 过 程 中 ， 自 己 比 较

看重成长空间，“希望选择的职业跟专业

相 符 ， 或 者 契 合 未 来 的 职 业 规 划 。 现 在

没有那么迫切想要赚大钱，也希望工作氛

围是轻松的”。

本科应届毕业生梁一萌，今年 9 月即

将到西北大学读研究生，对于未来的职业

选择，梁一萌比较看重薪资和成长空间。

“ 我 更 愿 意 选 择 一 份 压 力 不 太 大 的 工 作 ，

薪资不用很高，但要有成长空间”。

河北师范大学大四学生寇津昊表示，

在选择工作时首先会考虑薪酬问题，“要

能够满足正常生活。但薪酬高代表对人才

的要求也高，所以会不断提升自己”。

数 据 显 示 ， 在 选 择 工 作 时 ，00 后 受

访者主要考虑的是薪资待遇 （73.5%）、行

业 前 景 （61.1%）。 然 后 是 有 发 展 空 间

（58.8%）、符合兴趣爱好 （53.9%）。其他

还 有 ： 稳 定 性 （48.8%）、 专 业 匹 配 度

（41.9%）、 自 由 度 （36.7%）、 所 在 城 市

（36.5%）、 团 队 氛 围 （33.8%） 和 有 双 休

（33.5%） 等。

柳 羽 （化名） 是 广 西 某 高 校 大 三 学

生，她表示对于工作，会更看重个人的发

展空间，“我觉得在工作中体现个人价值

很 重 要 ， 如 果 能 和 兴 趣 结 合 起 来 就 更 好

了。虽然可能很难一步到位，但会逐渐向

目标靠近”。

李 荛 娟 表 示 ， 自 己 很 愿 意 从 基 层 做

起 。“ 做 基 层 工 作 要 能 吃 苦 ， 但 成 长 更

快，学到的更多，会成为促进未来发展的

无形财富”。

92.7%受访00后对新职业
有兴趣

随着社会的发展，职业选择也越来越

多。今年 6 月，人社部公布了 18 项新职业。

本次调查显示，92.7%的受访 00 后对新职

业有兴趣，其中 37.4%的受访 00 后非常有

兴趣。

“很多新职业的出现，是因为人们将

爱 好 融 入 了 职 业 ， 这 也 符 合 00 后 的 特

点，有个性、敢创新，在工作中提高自己

的生活幸福感。”河北师范大学应届毕业

生雷天倚觉得，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多的

就业岗位和机会也应运而生。灵活就业在

鼓励年轻人创造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在推动

社会发展，“一些伴随互联网发展而出现

的新职业，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慢

慢变得像传统职业一样常见了”。

“感觉近些年灵活就业人员越来越多

了。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灵活就业的岗位

也多了。”梁一萌认为，新职业的出现体

现了社会发展的新需求，“灵活就业对我

们年轻人来说也是一种新机遇”。

“最近刷短视频时，总会看到‘00 后

整顿职场’的话题，但我觉得没有这么夸

张。”李荛娟说，作为首批毕业的 00 后中

的一员，自己找工作时虽然会看重双休、

五险一金等，但不会过度挑剔工作内容和

工作氛围。

反向背调、准点下班、拒绝团建⋯⋯

对 于 现 在 一 些 所 谓 “00 后 整 顿 职 场 ” 的

现象，调查中，48.2%的受访者觉得年轻

人有魄力，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47.7%
的受访者坦言有些不良职场规则是该改改

了。与此同时，46.0%的受访者表示应该

理性表达诉求，不要变成“杠精”，29.4%
的受访者认为这些行为太过偏激了，弊大

于利。

来自浙江的 90 后宁晓 （化名），有个

比自己小 10 岁的 00 后妹妹，她感觉现在

00 后 在 职 场 中 的 表 现 ， 是 一 种 “ 冲 劲

儿 ” 的 体 现 ，“ 也 许 当 初 90 后 初 入 职 场

时，前辈们看我们也会觉得有许多跟职场

格格不入的特点，但现在我们也在适应职

场环境”。

宁晓觉得，职场需要年轻人的活力和

创造力，与此同时，学

会倾听来自年轻人的声

音也很重要，“需要采

用合理的方式，让年轻

人发挥出他们的优势，

实现青年和社会的共同

发展”。

92.7%受访00后对新职业感兴趣
受访00后找工作主要看重薪资待遇和行业前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品芝
实习生 肖平华

爱美是孩子的天性，美育教育在青少

年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日，中

国 青 年 报 社 社 会 调 查 中 心 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对 1024 名受访家长进行

的一项调查显示，75.0%的受访家长觉得

青少年的美育重要。受访家长认为现在的

美 育 教 育 存 在 盲 目 报 名 艺 术 培 训 课 程

（58.5%）、 注 重 外 表 美 而 忽 视 内 在 美

（55.2%）、 将 知 识 与 技 能 当 作 审 美 能 力

（54.0%） 等误区。64.9%的受访家长建议

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等公共场所免费

向青少年开放。

受访家长中，孩子的年龄在 0-6 岁的

占 32.2%， 6-12 岁 的 占 43.5%， 12-18 岁

的占 14.9%，18 岁以上的占 9.4%。

75.0% 受 访 家 长 觉 得
青 少年的美育重要

“小学有次班级聚会，一名同学的父

亲是钢琴老师，在聚会上弹了钢琴曲，我

很喜欢。我从初三开始学习声乐和乐器，

自从开始学音乐后，我就感觉性格越来越

开朗了。思维不一样，看待事物的眼光也

不一样了，往往能够发现事物美好的一面，

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好与坏。”00 后音乐专

业大四学生袁洁（化名）学的乐器是小号，

“有一些负面情绪时，我就去练我的小号，

心情会好很多，可以让自己静下来”。

调查中，75.0%的受访家长觉得青少

年的美育重要，其中 29.7%的家长觉得非

常重要。

毕 业 于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壁 画 系 的 钟 琳

说，现在很多人对美的认知很局限，比如

网红脸的流行，呆板、统一的广告牌，没

有灵魂。这是一种对美的病态认知，这就

是所谓的“美盲”。

钟琳认为，青少年的美育非常重要，

“通过美育可以让他们有一双发现美的眼

睛 ， 知 道 什 么 是 美 ， 增 强 想 象 力 、 理 解

力，提高感知力、创造力”。

美育教育可以带来哪些益处？67.7%
的受访家长认为有助于培养对美的感知能

力，提高审美趣味，63.6%的受访家长认

为有助于完善人格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47.3%的受访家长觉得会给

人好印象，提升人际关系质量，46.5%的

受 访 家 长 认 为 能 增 强 孩 子 的 自 信 心 ，

39.5%的受访家长觉得会丰富精神世界。

江西省某初中美术老师杨鑫 （化名）

认为，美育能塑造孩子健康向上的性格，

养成美好善良的品质。可以让孩子释放自

然天性，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还可以让

孩子们更热爱生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58.5%受访家长认为目前
存在盲目报名艺术培训课程的
误区

“ 现 在 的 家 长 给 孩 子 报 那 么 多 辅 导

班 ， 在 学 校 上 完 课 ， 下 课 后 还 得 去 书 法

班、美术班，搞得他们根本没时间去探索

喜欢的东西。”袁洁认为美育教育不应该

像对待文化课那样，让孩子从小就非常系

统、严格地学习。美育应该是家长带着孩

子开拓视野，多听、多看、多感受。可以带

着 孩 子 去 听 音 乐 会、看 音 乐 剧 ，看 各 种 演

出、展览，让孩子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

杨 鑫 指 出 ， 当 下 的 美 育 教 育 ， 一 方

面，很多家长不知道如何尊重儿童的独创

性，用成人的审美来评价儿童艺术作品。

不了解孩子的画，也不了解孩子的内心世

界。另一方面，总是批评多于表扬，每当

孩子表现不佳，总是被不断指责和批评。

我们要做的是尊重孩子，尊重他们的思想

和选择，懂他们的内心世界，不以成人的

思维方式评价孩子的绘画作品，多一些表

扬，少一些批评。好孩子、好作品是在表

扬与鼓励中产生的。

调查中，受访家长认为现在的美育教

育存在盲目报名艺术培训课程 （58.5%）、

注重外表美而忽视内在美 （55.2%）、将知

识与技能当作审美能力 （54.0%）、重技能

而轻素质 （44.8%） 等误区。

“我觉得最好是引导孩子去感受，音

乐、书法、创意课程、艺术涂鸦等，都属

于美育。如果孩子不喜欢，就不要强迫他

学。”90 后宝妈凌琳 （化名） 说，在选择

这些课程的时候，家长也要鉴别，根据课

程体系、课程内容来分析，要能激发孩子

的 创 意 和 想 象 力 ， 而 不 是 限 制 孩 子 的 思

维 。 孩 子 的 画 跟 成 人 的 画 是 完 全 不 一 样

的，不能过早地给他们设限。

钟琳认为，要从我国传统古典美学和

西方的大师作品中学习和感受什么是真正

的美。“建议家长们多带孩子参观博物馆

和美术馆的展览，进行艺术熏陶，同时多

听多看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去现场感受

舞台艺术，参加一些艺术活动”。

对于美育教育，64.9%的受访家长建议

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等公共场所免费向

青少年开放，59.0%的家长期待校园加大投

入改善软硬件设施，保障美育培养，57.2%
的家长建议根据不同年龄孩子特点，有针

对性地设计美育项目，39.8%的家长希望将

艺术培养纳入学生日常学习，35.4%的家长

建 议 科 学 定 位 各 级 各 类 学 校 美 育 课 程 目

标，33.8%的家长期待设计以审美体验与审

美表现为核心的科学评测指标体系。

凌琳希望社会上多一些针对青少年和

儿童的免费主题展览。学校也可以多给孩

子们创造这样的环境，比如请一些知名艺

术家进校园，培养孩子的兴趣。“我希望

通过美育，培养孩子们自律、做自己、敢

于表达等品质”。

“小时候的美术课、音乐课经常会被

其 他 课 程 占 用 。 希 望 学 校 重 视 艺 术 类 课

程，提升师资水平，保证课时。”袁洁说。

杨鑫说，学校可以通过日常的教学活

动、课外活动，还有优美的环境、教师高

雅的言谈举止和良好素质，来潜移默化地

影响孩子。此外，还要提高全社会的审美

水平，营造一个和谐优美的生活秩序和环

境，间接提高孩子们的审美。

75.0%受访家长感到青少年美育重要
64.9%受访家长期待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等免费向青少年开放

播客是一种依赖互联网传播的音频

内 容 ，也 可 以 理 解 为 网 络 电 台 。在 近 几

年，播客发展迅速，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不仅有许多年轻人从事内容创作，也有

很多青年听众。特别是在居家的过程中，

播客兼具了解压、陪伴的属性。你听过播

客节目吗？你觉得相比于视频和图文，播

客对你有哪些吸引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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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重视邻里关系吗？”二维码扫码

调查获奖名单

139××××3099 189××××4387

134××××8610 182××××3053

159××××3987 137××××4630

137××××6501 199××××1791

150××××1935 136××××8452

扫二维码 填答问卷 发表意见

你喜欢听播客吗

扫一扫 看视频

扫一扫 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