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如今，成长于中国移动网络时代的“00 后”成为文化消费主力军。文化自信托起

民族复兴之梦，“00 后”的文化消费心理直接影响文化消费行为。研究发现，大学生文

化消费心理类型高度集中在娱乐文化消费心理类型，出现文化消费心理结构娱乐化现象，

如果“00 后”大学生受到合理的文化消费心理指引，将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这也是教

育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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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清晰掌握当代大学生的文化消费心理状况，本

研究随机抽取河南某高校 211 名“00 后”在校大学生

作为研究对象，使用《“00 后”大学生文化消费心理

现状调查问卷》对这些学生的文化消费心理状况进行

调查研究。研究结果发现，“00 后”大学生文化消费

水平有所提高，文化消费心理有所增强，但文化消费

心理需求的结构失衡，亟须家庭和学校等各方进行积

极引导。

一、 问题提出

( 一 ) “00 后”大学生文化消费心理的内涵

文化消费也被称为精神文化消费，顾名思义，这

类消费旨在满足个体的精神需求，包括教育、文化娱

乐、文学艺术、体育健身、心理咨询、旅游等。“00 后”

大学生文化消费心理特指 2000 年及以后出生的在校大

学生群体对文化商品的消费心理。

( 二 ) “00 后”大学生文化消费心理的影响因素

（1）原生家庭。首先，原生家庭对大学生的文化

消费心理产生重要影响。父母有意识地消费文化商品

的大学生的文化消费心理需求类型较多，文化消费心

理增强。其次，原生家庭的经济状况影响大学生的文

化消费心理。家庭富裕的大学生文化消费类型较丰富，

文化消费心理较强，相反，家庭一般或困难的大学生

文化消费类型较单一，文化消费心理薄弱。最后，父

母职业影响大学生文化消费心理。父母是公务员、教

师的大学生文化消费支出较高，且具备较强的文化消

费心理；父母是工人和农民的大学生文化消费支出较

低，且对文化消费的认同感较低；文化消费心理类型为

知识类和休闲类的大学生父母职业多为公务员或教师。

（2）大众传媒。和谐的政治、强硬的军事、神速

的经济、高速的科技、多元的文化，五项齐头并进的

社会环境养育出在少不更事的年纪便渴望追求自我实

现的“00 后”。心理成熟落后于生理成熟的“00 后”

大学生具有极强的猎奇心理，他们探知欲旺盛，但价

值观不完善，时常举棋不定，个人情绪情感易受外界

环境的影响。大众传媒为“00 后”大学生提供了瞬息

万变、铺天盖地的文化信息，掺杂着是非善恶，特别

是如今泛滥的网络直播，更是直接引导缺乏辩证能力

的“00 后”大学生的文化消费心理。

二、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河南某高校 211 名“00 后”在校大学生

作为研究对象，调查研究其文化消费心理现状。

“00 后”大学生文化消费心理
现状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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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借鉴《大学生文化消费现状调查问卷》，结合以往

文献研究结果，梳理“00 后”大学生文化消费特征指

标及影响因素，编制问卷《“00 后”大学生文化消费

心理现状调查问卷》。

本次调查采用线上发放及收回问卷。共发放 220 份

问 卷， 收 回 有 效 问 卷 211 份， 有 效 率 约 96%。 使 用

SPSS 21.0 录入并分析 211 份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四、 研究结果

( 一 ) “00 后”大学生文化消费水平

根据河南省某高校“00 后”大学生月消费水平

统计表显示（见表 1），211 名“00 后”大学生被试

人员中，月生活费≤ 1000 元的人数最少，占 4.3%；

1000 ～ 2000 元的人数较多，占 75.4%，也是主流“00 后”

大学生群体的月生活费水平；2000 ～ 3000 元的人数占

13.7%；月生活费≥ 3000 元的人数占 6.7%。在 211 名

“00 后”大学生中，几乎无文化消费的人数最少，占

1.9%；月文化消费占比在 5% ～ 10% 的人数占 11.4%；

月文化消费占比在 10% ～ 15% 和 15% ～ 20% 的人数较

多，分别占 43.6% 和 39.3%；月文化消费占比在 20% 以

上的人数仅次于无文化消费的人数，占 3.8%（见表 2）。

表 1 河南某高校“00 后”大学生月消费水平统计表

月生
活费

≤ 1000 元
1000 ～
1500 元

1500 ～
2000 元

2000 ～
3000 元

≥ 3000 元

人数 9 70 89 29 14

表 2 河南某高校“00 后”大学生月文化消费占比

月文化消
费占比

几乎没有 5%～ 10% 10%～ 15% 15%～ 20% 20% 以上

人数 4 24 92 83 8

综上，“00 后”大学生月生活费差距较大，分布

集中，且大多数“00 后”大学生会支配一定费用满足

其精神文化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心理基础。

( 二 ) “00 后”大学生文化消费心理结构

在 211 名“00 后”大学生被试群体中，存在娱乐

类文化消费心理需求人数最多，占 92%；其次是知识

类文化消费心理需求人数，占 56%；装扮类文化消费

心理需求人数排第三，占 51%；休闲类和运动类文化

消费心理需求人数相对较低，分别占 17.1% 和 23.2%

（见表 3）。

表 3 河南某高校“00 后”大学生文化消费心理结构统计表

消费项目 娱乐类 知识类 休闲类 装扮类 运动类

人数 194 118 36 107 49

“00 后”大学生文化活费心理结构不平衡，有利

于身心健康的运动类和休闲类文化消费人数并不多。

( 三 ) “00 后”大学生文化消费心理现状

根据河南省某高校“00 后”大学文化消费心理现

状统计表显示（见表 4），在 211 名“00 后”大学生

被试群体中，认为文化消费很有必要的人数最多，占

76.8%；少部分人认为文化消费是有必要的，但仅限于

朋友间的交际，占 18%；认为文化消费没有必要的人

最少，占 5.2%。对文化消费与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间的

关系看法中，认为文化消费比较重要的人数最多，占

63%；认为文化消费与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有一点关系但

不是很重要的人数次之，占 33.2%；认为文化消费与生

活质量没多大关系的人数最少，占 3.8%。

表 4 河南某高校“00 后”大学生文化消费心理现状统计表

文化消费的必要性 人数
文化消费与生活质量

的关系
人数

很有必要 162 没多大关系 8

有必要，但仅限于朋友
的交际

38 有一点，不是很重要 70

没有必要 11 比较重要 133

在调查生活费有所增加后最想增加哪方面的消费

中发现，189 名“00 后”大学生选择精神文化消费，

占 90%。在调查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是否平衡中发现，

173 名“00 后”大学生给予否定的选项，占 82%。

综上，大多数“00 后”大学生能够认识到文化消

费的必要性，并且认识到精神需要的满足与否与生活

质量和幸福感有很大的关系。

五、 讨论

( 一 ) “00 后”大学生文化消费心理结构不平衡

研究发现，“00 后”大学生的文化消费心理结构

不平衡。当前文化消费心理结构主要有五大类，分别

是知识类文化消费心理、娱乐类文化消费心理、运动

类文化消费心理、休闲类文化消费心理、装扮类文化

消费心理。不同文化消费心理结构均衡发展更有利于

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然而，研究发现，“00 后”大

学生文化消费心理类型高度集中在娱乐文化消费心理

类型，出现文化消费心理结构娱乐化现象，十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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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立文化自信。

( 二 ) “00 后”大学生文化消费观念增强

“00 后”大学生已经意识到文化消费的必要性，

认识到文化消费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强个体的生

活幸福感，但当前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失衡，并且在

个人经济水平有所提高的情况下，他们主观意愿增加

精神文化消费的支出。这也给国家文化产业带来佳音，

未来可期。但是，“00 后”大学生涉世未深，好奇心强，

易受外界影响，文化消费观念不稳定，他们需要家庭、

学校等给予其正确的引导。

( 三 ) “00 后”大学生文化自信需依托多方合力

当今，“00 后”大学生作为文化消费主力军亟须

家庭、学校、企业等多方合力，给予其积极指引。家

庭方面要密切关注“00 后”大学生的文化消费心理，

鼓励并支持其消费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文化产品，引导

其树立合理的文化消费观念。学校方面要推进校园文

化建设，给予“00 后”大学生正确的文化消费心理导向。

同时，教师要注意自身的言行举止，以身作则，积极

指引“00 后”大学生的文化消费心理。最后，企业方

面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社会义务，生产有益于“00

后”大学生身心健康的文化产品，促进其文化消费心

理结构平衡化。

六、 建议

( 一 ) 家庭方面

（1）密切关注，及时引导。很多家庭认为进入高

校大门就意味着学生长大成熟了，不需要家长的管理，

家长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教育，而是按时给学生生活费。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学生背井离乡进入高校，独立

生活，远离父母视线，独自面对外界各种诱惑，这时

的他们更需要父母的关注和指引。因此，建议家庭密

切关注“00 后”大学生的文化消费心理，满足他们被

关注的需要，发现他们存在错误的文化消费心理或不

合理的文化消费观念时，要及时给予其正确的引导和

教育。

（2）树立榜样作用。家庭对学生的影响深刻。

因此，建议“00 后”大学生父母在生活中养成良好的

文化消费心理，树立合理的文化消费理念，在物质生

活满足之余关注自身精神文化需要，给“00 后”大学

生做示范，发挥榜样作用。

( 二 ) 学校方面

（1）加强校园文化建设。高校校园是“00 后”大

学生生活的地方，校园文化时刻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

和行为，良好的校园文化有利于学生树立合理的文化

消费观念。然而，卫生间、校园角落等地方总是存在

宣传低俗广告的现象，甚至图谋不轨的人主动招引新

生建群聊天，传播不良思想。因此，学校应加强校园

文化建设，净化校园精神文化环境，为“00 后”大学

生提供一个良好的精神文化环境，促使其树立合理的

文化消费理念。

（2）加强课程思政建设。课程思政将价值观的培

养、意识形态的树立、优良传统的传承与课程教学相

融合，既能提高教学质量，又能提高人才质量。随着

新媒体的发展，高学历低素质现象普遍。教师不仅要

传授专业知识，让学生更有能力，也要注意做好新时

代意识形态工作，让学生更有魅力。因此，建议学校

在课堂上传播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引导“00 后”大

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念，通过课程思政建设为

“00 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文化消费心理贡献力量。

( 三 ) 企业方面

（1）重需求，亦重生产，做良心文化产品。中国

人口众多，精神文化产品需求种类多、总量大，面对

巨大利益的潜力市场，企业容易被金钱蒙蔽双眼，陷

入过度重视需求导向而轻生产导向的生产模式。因此，

建议企业肩负起社会责任，形成重需求亦重生产的生

产模式，从源头清理文化市场垃圾，作良心文化产品，

给“00 后”大学生提供优质的文化选择、高质的文化

产品、实质的文化体验。

（2）重口号，亦重内容，做真实广告宣传。广告

宣传作为消费者和文化企业的桥梁，通过激活消费者

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知系统，既把企业文化产品

推向消费者，又把消费者需求推向企业。然而，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下，很多企业盲目追求经济效益，贸然

虚假广告宣传，严重误导“00 后”大学生的文化消费

选择。因此，企业在制作广告宣传时既要重视口号的

视觉效果和文字效果，也要兼顾广告内容真实有效，

正向引导“00 后”大学生的文化消费心理。（作者单

位系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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