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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躺平”现象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的再定位

陈 楠1

（1南京林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18）

摘要：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青年“躺平”现象日益凸显，成为影响青年价值观塑造的重要社会现象。随着

社会竞争加剧、阶层固化与经济压力增大，部分青年通过降低生活期望、拒绝过度竞争等方式应对结构性

困境，这一现象反映了传统成功观与现实能力的矛盾，以及青年对个体价值实现路径的重新思考。当前思

想政治教育传统客体认知模式面临挑战，需适应青年主体性增强、价值观多元化的现实需求。“躺平”本质是

青年在高压环境下的心理调适与社会抗争策略，其对青年成长路径的双向影响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

紧迫性。通过分析“躺平”现象，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促进青年健康成长与社会发展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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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躺平"一词在中国青年群体中迅速流行，成为一种广受关注的社会现象。"躺平"作为一种新兴
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反映了当代青年在面对社会压力时所采取的一种生活态度和应对策略。当前中国正处
于经济发展转型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 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当
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时代总是把历史责任赋予青年。青年担当历史使命，也承载
民族梦想，在时代脉搏之中，青年思想是青年精神面貌的风向标。因此，研究青年"躺平"现象与思想政治教
育客体认知的关系，对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基于此背景，本研究旨在探讨青年"躺平"现象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之间的关系，分析"躺平"现象对
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的影响，并提出基于"躺平"现象的客体认知再定位策略。试图站在教育工作者的角度
更好地理解和应对青年"躺平"现象，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促进青年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二、青年"躺平"现象的多维度解析

（一）"躺平"概念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躺平"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生活态度，其概念内涵随着社会讨论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躺平"作为
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态度，其内涵随着社会发展不断丰富和演变。从词源学角度看，"躺平"一词最初只是描
述一种身体姿态，即身体平躺、放松休息的状态。

从历史发展来看，"躺平"一词最初源于网络社区的讨论，随后迅速在青年群体中传播并引起广泛共鸣。
李英华（2021）在研究青年亚文化流行语时指出，"躺平"作为一种网络流行语，其传播速度之快、影响范围
之广，反映了这一概念与当代青年的生活体验和心理需求的高度契合[1]。"躺平"从最初的个人生活选择，逐
渐演变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价值观表达，成为青年群体对主流成功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思和质疑。

然而，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和网络传播的推动，这一词汇逐渐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高
山和吴金煌（2022）将"躺平"定义为青年群体主动选择降低生活期望值，拒绝社会竞争压力的生活态度和行
为方式。这一定义强调了"躺平"的主动选择性和对主流竞争文化的抵抗性[2]。林龙飞和高延雷（2021）则从
社会学角度将"躺平"解读为青年对当前社会结构性困境的一种应对策略，认为"躺平"既是一种生活态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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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社会抗议的表达方式[3]。
杨宜音和牧石玲（2021）通过对大学生"躺平"心态的剖析发现，高强度竞争环境下的心理压力积累是导

致青年选择"躺平"的重要因素[4]。长期处于高压环境中，青年群体容易产生心理疲惫和价值迷失，而"躺平"
则成为缓解压力、寻求心理平衡的一种方式。此外，李英华（2021）指出，"躺平"现象也反映了物质主义价
值观与个人实现能力之间的矛盾[1]。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环境中，青年群体一方面受到物质成功标准的强
烈影响，另一方面又面临实现这些标准的现实困难，这种矛盾心理促使部分青年通过"躺平"来重新定义个人
成功与幸福的标准，进而选择"躺平"作为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二)青年群体中的"躺平"表现形式及成因探讨

"躺平"现象在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领域的青年群体中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式。
肖翔尹（2022）通过研究发现，大学生"躺平"主要表现为学业上的消极应对，如逃避课业挑战、满足于

及格线，这种现象是对高压教育环境和就业不确定性的反应，折射出对教育体系的质疑[5]。
杨宜音和牧石铃（2021）进一步将大学生"躺平"细分为学业躺平（学习动力丧失）、就业躺平（降低竞

争预期）和生活躺平（简化社交），揭示了该现象的复杂性及不同群体的心理调适策略[4]。
职场青年的"躺平"则体现为工作态度的消极转变。高山和吴金煌（2022）指出，这一群体拒绝加班、不

追求晋升，通过最低限度完成任务表达对工作压力过大、付出与回报失衡的反抗，实质是对职场文化的消
极抵抗[2]。

"躺平"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多种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社会"内卷"加剧是重要诱因。"内卷"一词现指非理性内部竞争，其根源在于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

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特征。林龙飞和高延雷（2021）认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与就业市场竞争加剧是核
心因素[3]。高等教育扩张使青年教育期望提升，但就业岗位增长滞后导致供需失衡，大量高学历者面临职业
发展瓶颈，部分青年选择"躺平"以缓解压力。

其次，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强化了青年的消极选择。传统"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强化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而经济新常态下社会流动幅度减弱、贫富差距扩大，使得青年感到难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这种结构性困
境削弱了奋斗动力，促使部分群体主动选择低压力生活。

再者，经济发展放缓与就业压力增大构成另一关键因素。高山和吴金煌（2022）强调，房价高企与生
活成本上升导致青年面临"买房无望"的现实困境[2]。2022年数据显示，北上广深房价收入比超过 30:1，传统
通过工作积累财富的路径受阻，使部分青年质疑奋斗意义，转而追求简单生活。2023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
1158万人，就业市场供需矛盾持续加剧，进一步加剧了青年群体的生存焦虑。

最后，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传播效应放大了"躺平"现象。社交媒体对"内卷""996"等话题的讨论，以及
成功叙事的过度渲染，加剧了青年的焦虑感。杨宜音、牧石玲（2021）从心理学视角指出，高强度工作模
式挤压个人生活空间，导致身心健康问题[4]。在"996"工作制普遍存在的行业中，青年为保护自身权益选择"
躺平"，实质是对过度剥削劳动的消极抵抗。

综上，"躺平"现象是教育资源失衡、阶层固化、经济压力与文化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本质反映的是
青年群体在结构性困境下的生存策略选择，而非单纯的价值观转变。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躺平"现象反映了当代青年在面对社会压力时的一种心理调适机制，这种心态主要
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竞争压力与个人能力不匹配产生的挫折感是青年选择"躺平"的重要心理动机。当青年感到自
己的能力和资源无法满足社会竞争的要求时，容易产生挫折感和无力感，进而选择退出竞争，降低自我期
望，以减轻心理压力。这种心理机制在心理学中被称为"习得性无助"，即个体在多次尝试后发现无法改变不
利处境，便放弃努力，接受现状。

第二，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和焦虑也是促使青年"躺平"的重要心理因素。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
中，青年对未来的职业发展、生活状况等充满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容易引发焦虑和恐惧。为了减轻这
种焦虑，一些青年选择降低期望值，追求当下的确定性和安全感，表现为"躺平"行为。

第三，社会期望与个人理想之间的冲突也是青年选择"躺平"的心理动因。社会对青年的期望往往包括事
业成功、家庭美满、社会贡献等多个方面，而这些期望可能与青年自身的兴趣、能力和价值观不符。当青
年感到无法同时满足社会期望和个人理想时，可能选择退出这种角色冲突，通过"躺平"来减轻心理压力。

第四，网络社交媒体传播的负面情绪共振也是促使青年"躺平"的心理因素。社交媒体上关于"内卷"、
"996"等话题的广泛讨论，以及对成功人士光鲜生活的展示，都可能加剧青年的焦虑感和挫折感。同时，社
交媒体也为持有类似心态的青年提供了交流平台，形成情绪共振，使得"躺平"成为一种集体性的心理防御机
制。

总体而言，“躺平”现象在青年群体中的表现形式呈现差异化，其成因涉及多个方面。青年通过“躺平”
应对社会竞争与个人能力的不匹配、未来不确定性及社会期望与个人价值的冲突，本质是结构性困境下的
适应性选择，而非价值观根本转变。社会对青年"躺平"现象应从简单的批判和否定转向更加理性的分析和多
元化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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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传统认知框架

（一）思想政治教育中客体角色的历史演变

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模式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演变过程，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变迁。

在原始社会阶段，教育主要以生产劳动技能和生活经验的传授为主，思想政治教育的雏形体现在部落
规范和宗教禁忌的传承上。这一阶段的客体认知模式是简单而直接的，教育对象被视为被动接受的容器，
教育内容通过模仿和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递。这种客体认知模式强调服从和遵循，缺乏对客体主体性的
认识和尊重。

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开始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政治性。统治阶级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
维护其统治地位，教育内容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这一阶段的客体认知模式是工具性的，
教育对象被视为统治的工具和对象，教育目的是使其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这
种客体认知模式强调灌输和控制，客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被严重忽视。叶方兴和孙宁（2020）指出，早期
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以伦理道德教育为主，强调传统价值观念的传承和延续[6]。孙佩锋和尉天骄（2019）
指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模式主要将教育对象视为被动接受者，强调教育者的权威性和教育内容
的灌输性[7]。在这一模式下，思想政治教育被理解为一种单向的知识传递和价值灌输过程，客体的主体性和
能动性未得到充分重视。

进入近现代社会，随着民主思想的兴起和教育理念的进步，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认知模式开始发生重
要变化。教育对象不再仅仅被视为被动接受的容器或统治的工具，而是被视为具有独立人格和主体性的个
体。教育目的不再仅仅是维护统治，而是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合格公民。这一阶段的客体认知模式开始注
重客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强调教育的互动性和参与性。在赵敏凯和王亚萍（2020）看来，现代思想政治
教育客体认知模式开始将教育对象视为主动参与者，强调教育过程中的互动性和对话性[8]。这一转变反映了
教育理念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转变，客体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得到了更多关注
和尊重。蔡诗敏（2021）进一步提出，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模式将教育对象视为共同建构者，强
调教育过程中的平等性和协商，思想政治教育被理解为一种主客体共同参与的意义建构过程，客体不仅是
教育内容的接受者，也是教育过程的创造者和教育意义的生产者[9]。

客体认知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赵敏凯和王亚萍（2020）指出，
不同历史阶段客体认知的变化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适应与回应[8]。随着社会的进步
和教育理念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呈现出从单一到多元、从被动到主动、从接受到创造的发展趋
势。这一趋势既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不断创新和完善，也反映了教育实践中对客体主体性和能动性
的日益重视。

（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下客体认知的基本理论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下，关于客体认知的主流理论观点主要包括主客体二元论、主客体一体论和主
客体互动论三种视角。

赵敏凯和王亚萍（2020）详细分析了主客体二元论的基本观点，指出这一理论强调教育者与受教育者
的区分与联系[8]。在这一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被理解为一种由主体（教育者）对客体（受教育者）实施的
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明确的角色区分和功能差异。蔡诗敏（2021）则重点探
讨了主客体一体论的理论内涵，认为这一理论强调教育过程中的相互转化与统一[9]。在这一视角下，思想政
治教育被理解为一种主客体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动态过程，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也是学习者，受教育者
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也在影响和塑造教育者。主客体之间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辩证统一的整
体关系。杨静（2019）在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关系时，提出了主客体互动论的观点，强调教育
过程中的双向互动与共同发展[10]。在这一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被理解为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对话和交流过
程，教育效果取决于主客体之间的互动质量和互动深度。主客体互动论既承认主客体之间的区别，又强调
二者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为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这三种理论观点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反映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的深入思考和理论探索。赵敏
凯和王亚萍（2020）认为这些理论观点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共同构成了当前思
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的理论框架[8]。在实际教育工作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这些理论观点，避免简
单化、绝对化的倾向。

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理论中，客体的主体性、选择性和反作用性被视为核心要素，也是评价客体认
知质量的重要标准。蔡诗敏（2021）强调，客体的主体性是指客体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表现
为客体对教育内容的主动接受、理解和内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9]。客体主体性的充分发挥是思
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条件，也是衡量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准。

这些核心要素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的基本框架，也为评价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提
供了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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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年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独特性

青年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其身心发展规律、社会角色定位以及时代环境影响的
多重交织中，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青年作为社会化进程中的特殊群体，其思想观念处于动态建构阶段，具有显著的可塑性和开放
性。青年处于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化的关键阶段，价值观、政治认同与道德判断尚未定型，对社会现象
的感知兼具敏感性与批判性。这种未稳固的特性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塑造期”，但要求教育者以科
学认知规律为依据，通过引导而非强制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内化。杨静（2019）指出，当代青年的思维方式
呈现创新化与批判性特征，他们倾向于通过独立思考形成观点，而非被动接受结论[10]。这种思维特点挑战
了传统灌输式教育，要求转向启发式、探究式方法，以适应青年的认知需求。

第二，青年群体的主体性特征与客体性地位呈现辩证统一关系。青年既是教育内容的接受者与实践者，
又具有强烈的主体性意识——通过批判性思考对教育内容进行选择性吸收。这种主客体互动性要求教育者
摒弃单向灌输，构建平等对话场域，激发青年的参与意识与责任认知，实现教育内容的内化与外化。李英
华（2021）研究发现，青年行为方式呈现个性化特征，追求自我表达与实现，对标准化、模式化教育存在
抵触[1]。这要求教育者尊重个体差异，采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尤其需关注青年借助新媒体技术参与公共
议题讨论的主动性，实现教育过程的双向建构。

第三，时代语境下的青年客体呈现出鲜明的多元性与时代性特征。全球化、信息化与价值多元化的社
会背景使青年面临文化冲突与价值选择的复杂情境。贾兆帅（2022）指出，当代青年价值观呈现多元化特
征，既认同传统价值，又接纳新兴思潮，形成个性化、多样化的价值取向[11]。这种矛盾性既为思想政治教
育提供整合资源，也带来引导挑战。教育者需在尊重青年亚文化、理解其价值诉求的基础上，创新教育载
体与话语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青年可感知、可接受的实践逻辑。

这些特点既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也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青年的独特性不仅
源于其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更源于社会转型与技术变革对其认知方式、价值取向的深刻影响。思想政
治教育需以发展性、主体性与时代性为逻辑起点，构建契合青年成长规律的教育范式。

四、"躺平"现象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知的影响

赵敏凯和王亚萍（2020）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多维审视》中强调，青年正处于价值观形成
的关键期，这一时期的思想引导对于青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具有决定性影响[8]。

（一）"躺平"现象对青年价值观塑造的影响

"躺平"现象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对青年价值观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引发了价值取向的多维度变
化。李英华（2021）研究发现，"躺平"现象反映了青年价值取向从物质成功转向精神满足的趋势。传统的成
功观往往强调物质财富、社会地位和职业成就，而"躺平"青年则更加注重心理健康、生活品质和自我实现，
体现了对成功标准的重新定义和价值追求的转变[1]。

首先，青年价值取向呈现从奋斗向安逸的转变。传统的奋斗精神强调通过努力工作和不懈追求来实现
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而"躺平"心态则倾向于追求低压力、低竞争的生活方式，强调个人舒适和心理平衡。

其次，青年价值取向呈现从集体向个人的转变。传统价值观强调集体主义和社会责任，而"躺平"现象则
反映了青年价值观从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变，更加注重个人感受和体验，对集体责任和社会义务的认
同感降低。这种转变使得青年更加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对社会价值的追求相对减弱。林龙飞和高延雷
（2021）指出，"躺平青年"面临的是一个结构性困境，他们选择"躺平"是对激烈社会竞争的一种回避策略，
这种策略反映了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上升[3]。

再者，青年价值取向呈现从长远向短期的转变。传统价值观强调长远规划和持续努力，而"躺平"心态则
更加注重当下的生活体验和即时满足，对长远规划和未来发展的关注度降低。这种短期化的价值取向可能
导致青年在面对人生重大选择时缺乏长远考虑，影响其可持续发展。

最后，青年价值取向呈现从竞争向回避的转变。传统价值观鼓励积极参与竞争，通过竞争提高能力和
实现价值，而"躺平"心态则倾向于回避竞争，选择低竞争压力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这种从积极参与竞争向消
极回避竞争的转变，可能导致青年创新能力和竞争意识的弱化。

综合看来，"躺平"现象对青年个人成长路径的影响是双面的，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杨宜音和
牧石玲（2021）指出，"躺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青年减轻心理压力，为自我反思和调整提供空间[4]。这
种自我反思过程有助于青年形成更加真实、自主的人生规划，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然而，高山和
吴金煌（2022）也警示了"躺平"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长期的"躺平"状态可能导致青年丧失挑战自我、突破
困境的勇气和能力，错过重要的成长和发展机会，加剧个人与社会的脱节[2]。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方法面临的调整需求

面对“躺平”现象，思想政治教育需调整创新以适应青年新特点和需求。杨静（2019）指出，思想政治教
育需要注重引导青年建立健康的成功观与幸福观，帮助他们摆脱单一的物质成功评价体系[10]。教育内容应
当拓展成功和幸福的内涵和标准，强调精神追求、人际关系、社会贡献等多维度的价值，引导青年形成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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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全面、平衡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首先，强化理想信念教育，通过阐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引导青年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并结合实际增强亲和力。其次，注重心理健康教育，结合心理学知识帮助青
年应对压力、调适心态，增强心理韧性，建立积极心理状态。再者，融入职业发展教育，提供全面的职业
指导服务，帮助青年了解社会需求与职业趋势，提高职业规划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同时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和成才观。最后，强化社会责任教育，让青年认识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将个人奋斗融入时代洪流。

在教育方式上，需进行相应创新。利用网络平台和新媒体技术，如开设网络课程、建立交流平台等，
使思想政治教育更贴近青年生活。采用互动式教育方式，鼓励青年主动参与，通过讨论、角色扮演等形式
增强教育效果。蔡诗敏（2021）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过程主客体新论》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方式需
要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互动，强调教育过程中的交流和对话[9]。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方式难以适应当代青年的
特点和需求，需要建立更加平等、开放的教育关系，通过互动交流增强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这些调整需求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青年实际需求之间的互动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是固定
不变的，而是需要根据社会发展和青年特点不断调整和创新，才能保持其针对性和有效性。在"躺平"现象背
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调整既是对青年需求的回应，也是对教育本身的创新和发展。

（三）基于"躺平"现象的客体认知再定位策略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躺平”现象反映了年轻人面对激烈竞争和社会压力时的一种心理调适方式。为了有
效应对这一现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对“躺平”青年的认知进行重新定位。

第一，强化理想信念与价值观引导。高山和吴金煌（2022）指出，需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与劳动实践观，通过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和革命精神弘扬，激发责任感与使命感[2]。杨宜音和牧石玲（2024）
的研究强调，青年"躺平"心态涉及个体发展动力的自主性与方向性缺失，教育需同时培养其自主性并帮助明
确发展方向，避免消极选择[4]。

第二，深化社会实践与体验教育。赵敏凯和王亚苹（2025）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应通过社会实践增强
青年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在参与中感受价值实现，摆脱消极态度[8]。高山和吴金煌（2022）补充到，需利用
网络平台把握青年思想动态，加强舆论引导，扭转"躺平"带来的消极倾向[2]。

第三，实施个性化支持与关怀。林龙飞和高延雷（2021）指出，"躺平"青年普遍存在职业规划模糊与目
标缺失问题，教育者需关注个体差异：对学习能力强的群体增加挑战性任务，对能力较弱者提供阶梯式支
持，同时通过家校合作缓解焦虑情绪，重建自信心[3]。

第四，构建公平竞争环境与制度保障。高山和吴金煌（2022）强调，解决"躺平"需从社会结构入手，通
过法治手段完善劳动制度，确保劳资关系透明化，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并为青年提供创新展示平台[2]。制度
层面需调整利益分配机制，避免阶层固化，拓展青年发展空间。

综上，应对"躺平"现象需系统性策略：以理想信念为引领，社会实践为载体，个性化支持为手段，公平
制度为保障，方能引导青年回归积极价值追求，成为新时代建设者。

五、结论

“躺平”现象作为当代青年对社会结构性压力的一种反应，其背后隐藏着青年人在面对复杂社会环境时的
价值观重构与心理调适过程。在当今快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青年们面临着来自工作、生活、经济等多方
面的压力，这些压力不仅对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构成了威胁，更深刻影响了他们对于成功的定义和追求。
因此，“躺平”不仅仅是个体对高压生活方式的暂时逃避，更是对传统成功观念和社会期望的一种反思与拒绝。

思想政治教育在此背景下，需要进行深刻的变革以应对这种新情况。为促进其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的
和谐统一，教育工作者必须突破传统客体认知模式，转向尊重青年主体性、回应现实需求、创新教育方式，
帮助青年更好地认识自我价值，激发内在动力，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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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enomenon of youth ‘lying flat’ and the repositioning of the object

percep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hen Nan1

1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Abstract: During China's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 the phenomenon of youth ‘lying fla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cial phenomenon affecting the
shaping of youth values.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ocial competition, class solidification and
economic pressure, some young people cope with the structural difficulties by lowering their
expectations of life and refusing excessive competition, which reflect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success and the reality of ability, as well as the youth's rethinking of the path of
individual value realisation. At present, the traditional object cognitive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facing challenges, and needs to adapt to the real needs of youth's increased
subjectivity and diversified values. The essence of ‘lying flat’ is th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nd
social resistance strategy of young people in high-pressure environment, and its two-way influence
on the growth path of young people highlights the urgenc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novation. By analysing the phenomenon of ‘lying flat’, we can enhance the relev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synergy between the healthy
growth of you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lying flat phenomenon; youth valu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bject
perception; structural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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