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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积极废人”是一个网络流行词,它指那些爱给自己树目标,立标签,但却永远做不到的人。这个词汇的产生和使用主

要表现在 80 后、90 后、甚至是 00 后的年轻人身上。这个现象中的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心态积极向上,行动却颓废不为。这个

组合词生动形象地概括了大学生某个群体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的矛盾作用下产生的结果,传递着他们的自嘲信息,鲜明地反

映了当代大学生的性格特点,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景观。 

[关键词] “积极废人”；网络热词；心态积极；行为颓废 

 

1 网络热词的传播现象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和新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热

词应运而生。独特的意思表达和生动的现实映射使这类语言

名词获得群众的迅速关注,引起众多年轻人共鸣,更是在生

活随处可见,渗透在人和人的交流和广告营销的信息传递

里。这类热词来源广泛,形式多元,传播速度极快,覆盖面遍

及社会各个行业的不同角落。它们的诞生“取材”于社会新

闻报道、电视节目综艺、地方方言“译音”或者舶来词的改

造等等；构造形式丰富多样,把纠结反差的两对词语组成新

的四字词组,正如“积极废人”“邋遢洁癖”等或者以图片配

文的方式生成经典流行语句,比如“在作死的边缘试探”“葛

优瘫”。同时,正是因为这类热词简短精炼、极具创新、繁衍

性强,一针见血地反映人们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模式,在网络

世界得到高速传播。在这类网络词的传播路上,公众号、微

博大 V 和网民们的转发和点赞使之以不可阻挡之势发展为

热词。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突破了时间和空间、容量的限制,

承载了大量信息,突破传统媒介的限制,实现了发布者和受

众的实时互动交流,使得这种现象甚至改变了人们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尽管网络热词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产

物,但由于它传播过程的不可控性以及语言本身容易导致理

解偏差的特点,使得网络“积极废人”“隐形贫困人口”这类

热词的传播形成的效果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看,这类热词有

助于公众情绪的表达,承载了民意和反映了社会现象；同时

有利于凝聚公众视线到某一热点事件上,起到了一定的社会

监督效果。另一方面,这类热词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语言的

规范化发展,导致语言系统的严肃性受破坏；对广大受众而

言也可能产生错误的思想引导。 

继 2017 年“丧文化”和“佛系”的网络流行词在青年

人群中盛行后,2018 年微信公众号“一条”的一篇标题为“那

么爱立 flag,你一定是积极废人吧！”的文章引起了年轻网

民的广泛关注。“积极废人”就此出现,它指那些喜欢给自己

定目标、却永远做不到的年轻人。他们看起来很积极乐观,

但骨子里却缺乏行动力,一旦实现不了梦想,就唉声叹气,同

时他们往往在间歇性享乐后,对自己的懈怠和懒惰后悔自

责。当今,绝大部分 80、90、00 后都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深

受网络热词的影响,言行举止中无不有着这些词汇的烙印。

年轻网民尤其是大学生纷纷借用改词来解读他们日常生活

的事件,形成了一系列“积极废人”现象,“积极废人式读书”

“积极废人式早睡””等积极废人式样的行为现象在各高校

中随处可见。一时间,原本作为社会中阳光代名词的青年人

群夹在夹在“积极”与“颓废”之间,他们既不是彻底的积

极,也不是彻底的丧,它反映的是年轻人一种矛盾而复杂的

生存状态。社会大众对这种青年亚文化的不理解与青年大学

生群体的狂热追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产生了激烈的观点

交锋和碰撞。解读“积极废人”文化,剖析其生成原因,探讨

应对措施,对于把握当下青年的思想动态,从而做好青年思

想引领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 积极的心态：个体对社会发展与个体成长充满积极态

度,表现着青年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和多元需求 

积极废人,即为“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这个

具有纠结反差特征的词语中的“积极”,是指心态上是积极

的。在大学生中,表现出“积极废人”现象的群体的人生认

识和价值观方面是积极的。他们对人生目标有着正面的认识

和理解,他们认同主流意识的观点,一个合格的大学生应是

一个认真上课、热心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积极练就好的体魄、

规律作息、并在顺利完成毕业论文的受教育者。他们对于一

名大学生的责任、义务和担当了然于心,内心对于“应为”

和“不应为”有着明确是非判断,肯定高尚的科学的人生观。

在做行动之前制定一个个美好计划,积极主动收集很多有助

于达成目标的信息、数据等有关资料,比如,按照参考书单到

图书馆抢借一堆原著文献；在论文截止日期即将到来之时,

率先修改字体和排版；快到夏天了定下运动减肥任务,关注

无数个公众号等等。他们热衷于做“无关痛痒”或“本末倒

置”的实践前准备,为接下来的准备开展工作做好大量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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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己的目标能够更加有效、快速、完美地得到实现。 

从这个意义上看,“积极废人”群体会为了既定的目标

而不懈奋斗。只是当事情的发展不能达到自己的预期时,他

们会通过“废人”这种看消极态度来平息内心的焦虑。因此,

“废人”并不是青年人的真实生活状态,而仅仅是青年人社

交网络上的符号表演,通过“废人”这一符号弥补现实和理

想的差距。而“佛系”不是消极,而是一种豁达的态度,是青

年在经历就业难、高房价、高物价等生活的艰辛和“心累”

后,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一切随缘的心态,而这种心态仅仅是

表象,背后依然是青年不屈不挠的斗战胜佛般的意志和决

心。当然,也有另一种状态,部分青年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要上进,但由于受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制约而

缺乏具体的行动路径,或者害怕实现目标的过程太过于艰辛,

而选择了无所谓的“佛系”态度,这是少数情况。 

3 颓废的行为：个体在社会发展中长期遭遇挫败导致的

结果,是学生群体具有的一种消极防卫性 

相对而言,大学生中的“积极废人”群体在行为上则要

远逊色于他们事先所立下的目标和所做的铺垫。虽然他们在

心态上是积极正面的,但当落到实践的时候,行为确是懒惰、

消极的,行动上充满了无力感和颓丧。即便制定了无数科学、

完美的计划,他们在行动上却放任自己为侏儒。这个群体的

大学生意志不坚定,生活不自律,实施步骤没有规划,面对外

界诱惑极容易投降,最终只能导致目标的无法完成,前期准

备都成了无效努力。尽管抢到了图书馆的最后一本原著,到

归还期的那天还是会一页未动；面对毫无进展的论文正文,

却还是优先选择排版和美化字体；那一个个排着队响起的闹

铃吵醒了全部舍友,唯独自己昏睡到中午。他们对长期舒适、

安逸的生活状态形成了依赖,产生了惰性。正当他们需要打

破这种习惯和惰性时,却选择了以消极的态度应对,行为颓

废怠惰,无法走出困局,这样的行为模式导致了他们失败的

结果——立下的目标永远无法实现。 

为什么“积极废人”要做废人呢？其实,许多年轻人不

是不愿意积极,而是积极并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长期的挫

败感导致他们被动地、根本上地丧失了积极追求的欲望。在

“积极废人”走红中文互联网之前,这一生存状态在日本年

轻人群体中就普遍存在了,日本社会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

照。 

“因为不想受伤,所以学着伪装”。作为群体表达情感诉

求与促进价值认同的文化表征,青年亚文化现象既是了解大

学生群体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观景窗,也有助于直观地感

受大学生主体性的彰显和社会心态的弥散。“积极废人”外

显为对现实社会的消极颓废,其内隐的社会心态却源自对骨

感现实的无奈接受,一定意义上也是其面对风险时的自我保

护行为,与世无争仅是一种表象。其实,它是当前部分学生目

标缺失时的自我掩饰,是处在心理断乳期无法完全自立时的

迷茫,是努力了却未达到预期目标时的失望,是对大学生活

不满意时的无奈,是在人生转折时期未能得到科学合理引导

时的失落。其“颓废”的背后隐藏学生复杂的心理状态和多

元化的真实需求。 

当代青年大学生生活在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社会里,同

时面临着来自社会、学校和父母等各方面的压力,而他们又

无力去承受这样现实,从而导致挫败的出现。所以当预感到

失败无法避免时,有一定尊严感地体面失败就是退而求其次

的无奈之选。“积极废人”通常会主动预先设置可以为未来

可能预见的失败找到貌似合理归因的消极因素,以达到维护

体面和尊严的目的。面对大学的适应性困境,它确实可以起

到一定的安全阀和稳定器的作用,使其在遭遇挫折时可以较

为轻松但又充满无奈地找到看似很体面的自圆其说的借口。

这种借口虽不一定出自真心,很可能是自我解嘲,但却可使

其在遭遇挫折时进入缓冲地带而不走向极端,从而获得自尊

软着陆的客观效果,体现出一种消极防卫性。 

4 总结 

“积极废人”这个自嘲型的网络热词的兴起和传播,激

起了广大网民的共鸣,让一群大学生纷纷对号入座,把自己

归入“队伍”。从心理层面分析,它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满足了

大学生们释放和互诉压力的需求,戳中了他们的痛点,同时

让他们获得了群体归属感。从另一角度看,这个群体大学生

在归类时帮自己塑造了一把保护伞,通过降低自我对他人评

价的期许,缓解泛滥的焦虑和自责感,尽可能保存自己的脸

面。 

一方面,“积极废人”是社会问题的一种反映,年轻人以

一种类似于撒娇和抱怨的方式,向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和世界

提出温和的抗议,我们的确该花更大的力气解决其背后折射

出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这也离不开年轻人心态的调整和

自我的改变。其实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到,“积极废人”现象

它并不是一种病,它反映的是当下大学生身上的惰性。作为

一名教育者,想要帮助学生克服这种矛盾的现象,协助他们

摆脱“积极废人”的标签,不仅要在行为实施上给这个群体

予以具体、可行的建议,更重要的是指导他们转变思维,从根

本上认清自己矛盾行为背后的本质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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