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着中国社会变迁，价值观念的开
放、进步与多元，青年一代的婚育观念发生
了深刻变化。国家的生育政策也经历了
2013年的“单独二孩”到2021年的“三孩
政策”，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未来的家庭
格局与社会结构。

此次报告揭示，无论是在2013-2014
年，还是在2023-2024年，青年网民对婚姻
的态度都是慎重的。这是“恒温性”的一
面，婚姻始终是青年网民关注的热点话题，
他们将婚姻视为生命中需要审慎面对的经
典命题。

婚姻是人生大事，一旦做出选择，就要
承担起相应的义务与责任，做好为婚姻牺
牲部分个人利益的准备。青年网民往往从
长远的角度规划、考虑婚姻，将之与住房、
生育等重要议题联系起来，也关注婚姻可
能出现的矛盾。

青年网民普遍认同婚姻需要建立在共
同的感情基础上，认为拥有爱情的婚姻才
是名副其实的婚姻。因此，十年前和十年
后青年网民都无法认同出轨行为，背叛感
情是不可接受的，忠诚、信任和平等始终是
维系婚姻关系的重要纽带。

报告揭示出的“流变性”一面是指，十
年间青年网民的结婚意愿、婚姻评价和对
婚姻矛盾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2013-

2014年微博海量文本主要形成了三个主
要的语义子网络，青年网民围绕“结婚是自
然选择”“婚姻评价总体正面”“出轨是婚姻
矛盾中的关注焦点”展开讨论。2023-
2024年的微博海量文本呈现出四个主要
的语义子网络，青年网民围绕“婚姻的非必
需性”“婚姻的成本”“婚姻的负面公共事
件”与“家暴等婚姻矛盾”展开讨论。

婚姻天平
责任砝码与自由选择的微妙权衡

“婚姻意味着责任。”青年报记者采访
了多位青年，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说出了同
样的观点。这届年轻人在面对婚姻时，同
样十分慎重。

殷老师刚入职上海某高校，事业正处
于起步阶段。在很多亲戚朋友的眼中，他
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工作稳定、长相
帅气、性格温和，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
善解人意的女朋友。在读研期间，殷老师
就和女朋友坠入爱河，时间过得很快，两人
马上就要度过相恋两周年的纪念日了。但
在面对结婚这件事情上，无论是殷老师，还
是他的女朋友，都显得十分谨慎。

“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但是结婚就
是两个家庭的事情了。如果走向婚姻，那
么我们还得考虑住房问题，再加上我女朋
友家不在上海，结婚后，她父母的养老问题
如何解决，这也是我们双方都要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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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课程创新，赋能实践育人

2025年 2月19日下午，在田园外小
银都校区召开了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研
讨”为主题的综合实践活动研讨会议。本
次会议聚焦于《生态纸创》课程的迭代升
级和《红色颛桥》课程的推进与教师指导
手册编撰工作，旨在进一步提升学校综合
实践课程的质量与创新力。

闵行区教育学院综合教研员孟嬿娜
老师、上海市史坦默国际科学教育研究中
心专家、田园外小赵瑛群校长、何敏副校
长、高晟副校长和相关教师共同参与了此
次研讨。

学校综合实践课程教导董莉老师首
先介绍了《生态纸创》课程的现状及未来
迭代设想。作为学校特色课程之一，《生
态纸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动手能
力。董莉老师详细阐述了课程的设计理
念，并提出了未来课程优化的方向，特别
是在跨学科融合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
养方面的设想。教研组长毕结林老师则
从教学成果层面分享了如何通过项目化
和跨学科学习提升课程的互动性和趣味
性。

随后，道法学科教导何艳丽老师就
《红色颛桥》课程的推进情况进行了汇报，
并重点介绍了教师指导手册的编撰进

展。《红色颛桥》作为学校红色文化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本土红色资源的
挖掘，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历史责任
感。何艳丽老师详细讲解了手册的框架
设计、内容编排以及如何通过手册提升教
师的课程实施能力。在互动研讨环节，与
会教师和专家们就两门课程的优化与实
施展开了热烈讨论。闵行区教研员孟嬿
娜老师对田园外小在综合实践课程中的
创新探索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提出了宝贵
的建议。她强调，综合实践课程应更加注
重学生的实践体验和跨学科整合，同时要
结合区域特色，打造具有校本特色的课程
体系。上海市史坦默国际科学研究中心
的专家也从科学教育的角度，提出了如何
将科学思维融入综合实践课程的建议。

会议最后，何敏副校长对专家们的指
导表示感谢，并强调学校将继续深化综合
实践课程的改革与创新，努力为学生提供
更加丰富、多元的学习体验。此次研讨会
的成功举办，不仅为田园外小综合实践课
程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学校教
师提供了宝贵的交流与学习机会。相信
在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田园外小的综
合实践课程将不断迈向新的高度。

文/沈兵 顾连萍

当下，90后、00后是否真的像他人所猜测

的那样，成为“恐婚恐育”的一代人了？他们

想谈恋爱却陷入“回形针情感”，宁找AI倾诉

也不找父母？青年网民情感需求走向变了

吗？时下的年轻人消费观常常是“抠抠搜搜

花大钱”，在日常消费上追求更高的性价比，

但在特定消费领域却“一掷千金”，愿意为情

绪价值买单……这些场景，是否像是一面映

照自己的镜子？

公众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的嬗变是中国

社会变迁的重要面向，集中体现于以90后、00

后为代表的青年一代。成长于国家、社会大

发展背景下的90后、00后，正成为影响国家、

社会前行的关键群体，成为中国下一个百年

征程的生力军。同时，这一群体又正逢知识

体系日趋完善、价值观塑造日趋成型、情感心

理日趋成熟的关键时期，整体推动着中国社

会的思想观念转型与代际价值观更替。

日前，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

究中心、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复

旦大学价值认知传播与人机协同治理交叉学

科团队与哔哩哔哩公共政策研究院联合发布

《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24）》。

作为一项跨越十年（2014-2024）的大型社会态

度调查，调查报告基于B站、豆瓣、知乎、微博、

小红书、Soul App等六大青年网民聚集的互联

网平台2014年至2024年的海量数据，聚焦精

神文化需求、思想需求、情感需求、代际观念、

婚姻观念、生育观念、消费观念、对外态度等关

键指标，探索中国青年网民的认知变迁趋势。

今天起，《青年报》陆续聚焦6份相关调查

报告，通过观察青年和专家访谈，一同深度解

码当代青年人的社会心态，首期聚焦十年间

年轻人的婚育观发生的那些变化。

殷老师说道。
报告揭示，2013-2014年青年网民讨

论的主要议题围绕婚姻背后的人生选择，
包括“结婚”“离婚”“孩子”“恋爱”等关键
词。这一时期的青年网民认为，结婚是生
命周期中必然会经历的人生节点。“大部
分人总要结婚”，这是不言自明的，而诸如

“是否必须结婚”等问题很少被纳入考虑
范畴中。而在十年后的 2023-2024 年，

“是否必须结婚”这一问题被越来越多地
提及，结婚可能并不是人生的必选项。年
轻人权衡着婚姻与其他人生选择之间的
利弊得失，计算着婚姻需要付出的成本，
对于婚姻可能带来的负面伤害也会产生
担忧。部分青年转而接受其他可替代婚
姻的亲密关系形式。

小杨是一名研二的学生，虽然现在还
没有正式步入社会，但她对自己未来的婚
姻有着深刻的思考。“我其实不太向往老
一辈婚姻中的稳定，对我而言，找一个同
频的人，他能让我幸福，那我才会考虑和
他发展下去。至于是否会结婚，这对我来
说其实并不重要。”小杨告诉记者，未来很
长一段时间内，自己都会把重心放在工作
和学习之上，相比个人情感来说，她更看
重事业上的发展。“如果事业和婚姻都会
消耗我很多精力，那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到
在兼顾家庭的同时保证自己的职业发
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更倾向于和
男朋友进行一段时间的同居，结婚的打算
也可以暂时搁置。”

对于小王来说，事业虽然也很重要，
但她认为事业和结婚并不冲突，结婚的前
提还是要遇见一个同频的男生，“遇到一
个和自己三观相符合，各方面都相处得舒
服的男生，我肯定是会考虑走下去的。但
是如果遇不到的话，我可能宁愿晚点结
婚，甚至是不结婚。毕竟感情才是婚姻的
基础，婚姻并不是人生中一个必须完成的
任务。”小王说。

除了小王和小杨，也有受访者表示婚
姻还是自己人生中的“必须项”，小汪就是
其中之一。虽然现在还没有男朋友，但是
她还是会憧憬结婚之后的生活：当自己下
班回家，另一半在厨房忙前忙后，锅里“咕
噜噜”地煲着汤，香气飘满了整间屋子。

“每当你想到这种情形，谁会不想结婚，谁
会不想有个家呢？”

生育之问
责任共担与品质追求的精准衡量

报告数据显示，2013-2014年，青年
网民主要围绕“拥抱‘单独二孩’政策”“做
辣妈科学育儿”两个语义子网络展开讨
论，普遍对生育持积极态度，强调生育是
个人与家庭的责任，认为政策调整是国家
提供了更多生育的自由与机会。2023-
2024年，青年网民更多地将生育决策与
现实压力相联系，主要围绕“生活压力叠
加生育压力”“期盼更高效的生育鼓励政
策和生育保障政策”两个语义网络展开。

对比发现，尽管十年间青年网民对生
育的态度和讨论焦点有所变化，但生育责
任意识的加强以及对高质量育儿的普遍

接受是贯穿始终的趋势。这种一致性体
现在备孕、孕期以及育儿过程中的各个环
节，越来越多家庭不仅关心如何顺利生下
一个健康的孩子，还对孩子的成长环境和
育儿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

谈到结婚后可能会出现的育儿问题，
殷老师就显得有些担忧。由于自己的职
业生涯刚刚起步，如果这个时候选择结
婚、生育，那养孩子的开销可能会压得他
喘不过气。“从怀孕开始，就要不断地花
钱。老婆要去哪里产检、怎么坐月子、出
月子后谁来带孩子、要不要请育儿嫂……
这些都是问题。”

虽然不少年轻人在生育之前都会表
现得很焦虑，但是当他们真的开始直面生
育时，另一半的鼓励、双方父母的帮助、逐
渐成熟的孕期、分娩、产后服务产业提供
的专业服务，这些又给了他们底气。

小洁已经怀孕七个月了，按照原计
划，她打算等到自己27岁的时候再考虑
生孩子。七个月前，她开始出现恶心的症
状，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医生检查后发现
她肠胃并没有任何异常，于是好心地提醒
她去妇产科检查一下，“当时我还非常不
屑，觉得不可能呢。”可当检查结果放在自
己面前时，她也不得不去相信这个事实，

“其实我当时是有点烦躁的。”
小洁按照待产期进行了推算，刚出月

子时，她的父母、公婆都没有退休，若是自
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她也不知道该怎么
去面对。家人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得知怀
孕的消息后，全家就开始行动了起来。公
公开始打听哪家月子中心服务质量比较有
保障，然后跑东跑西；老公开始着手准备胎
教，他每天晚上会播放文言文版本的《三国
演义》，尽管有的时候自己会听着听着就睡
着了；爸爸妈妈也在变着法地哄她开心，甚
至还主动买了她心仪已久的手机。

小洁的经历并非个例。报告显示，青
年网民在生育方面的责任意识显著增强，
这使得生育不再是一件随意之事，而是演
变成家庭需慎重考虑、反复权衡后做出决
策的重要议题。这种现象也折射出年轻
一代对健康、安全及科学生育的重视程度
日益提高。

在2023-2024年，越来越多的父亲不
仅在怀孕期积极参与，且在育儿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父亲不仅参与胎教，还意
识到陪伴妻子、关心她的情绪以及与胎儿
互动的重要性。父亲在整个生育过程的
积极参与，承担起陪伴和教育孩子的责
任，已成为许多家庭的共识。这种变化反
映了社会对育儿责任的重新分配，越来越
多的家庭将育儿责任视为夫妻双方共同
的使命。

与此同时，到了2023-2024年，伴随
社会对育儿质量要求的提升，相关服务产
业蓬勃发展，呈现出极大的扩展和多样化，
不仅包括医疗保障，传统的产检、分娩服
务，还涵盖产后恢复、心理咨询、早教育儿
等领域。专业化服务的普及，推动整个社
会对高质量育儿的认同。高质量育儿从家
庭内部的议题，发展为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和支持的社会保障体系。青年网民亦期盼
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更多资源和服
务，助力家庭实现优生优育的目标。

从“必选项”到“权衡题”：青年婚育观的十年之变

当理性遇见浪漫，高质婚育重构人生方程式深度解码
当代青年人的社会心态

“这届年轻人是不想结婚了吗？”“怎么没人生孩子了？”最近几年，在社交媒体上，关于年轻人的婚恋观和生育观等话题频频登
上热榜。当下，90后、00后是否真的像他人所猜测的那样，成为“恐婚恐育”的一代人？

《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24）》课题组收集了2013-2014年与2023-2024年两个时段青年网民在微博上涉及婚姻、生育
的讨论，共计144.7万条博文，对十年前后青年网民的婚姻观念、生育观念进行比较，探究青年网民婚育态度转变背后的趋势。报
告揭示，其间，既有“恒温性”的一面，也有“流变性”的一面，高质婚育至上是当下年轻人的主流选择。 青年报实习生 张振宇 记者 刘昕璐

就青年网民的婚姻观与生育观变

迁趋势，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

老龄研究院执行院长吴瑞君教授直言，

她的个人感受度与报告揭示的现象呈

现出较高的吻合，特别是“恒温性”的一

面，让她感受到中华传统优秀婚姻文化

的基因滋养着一代代的年轻人。

“‘青年网民将婚姻视为生命中需要

慎重面对的经典命题，忠诚、信任和平等

始终是维系婚姻关系的重要纽带’，我看

到这些调研结果其实还挺高兴的。忠

诚、信任和平等作为维系婚姻关系的重

要原则，是中国传统婚姻文化中的核心

价值观，在过去十年中，青年人对这些原

则的坚守和强调，无疑是对传统优秀婚

姻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吴瑞君认为，随

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迁，年轻人的婚

姻观也更加开放、包容和理性，这种对传

统文化的创新性传承，不仅有助于推动

婚姻文化的时代化发展，也有助于促进

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当下，这届年轻人对结婚意愿、婚

姻评价和对婚姻矛盾的关注点发生变

化，这在吴瑞君看来，正是社会的多元

性、包容性和时代发展的折射。大家对

婚姻矛盾的关注点，其实也会影响到结

婚的意愿，婚姻的评价，这几方面是环

环相扣，互为影响的。

“很明显的是，早些年，‘结婚是自

然选择’，大家觉得顺理成章，自然而然

会走到结婚这一步。如今，‘结婚非必

需’的倾向上升，对待婚姻的态度更加

理性，就像我自己的学生中，也有40岁

以上的女性还没有男朋友，但依然能坦

然以对。遇见合适的人就共同往前走，

反之，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吴瑞君

说起身边的现象。

对于越来越多家庭不仅关心如何顺

利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还对孩子的成

长环境和育儿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吴

瑞君认为，对育儿质量的高要求是社会

进步的体现，反映了低生育率背景下代际

价值观的变迁，要给予青年群体更多生

育、养育的关心、支持和个性化的服务，并

且延伸到更早一端的婚姻、交友恋爱上。

“青年群体处于不同的成长发展阶

段，面临的工作生活和家庭压力也不尽

相同。一方面，整个社会要营造一种鼓

励青年人积极向上、有意生育以及推动

社会和谐发展的氛围，通过政策引导、

社会协同和技术创新，加快构建积极生

育支持的政策体系和良好的生育生态，

另一方面，年轻人应当基于个体及家庭

生命周期，并结合承担社会责任的视

角，来审视并调整当下自我的婚恋和生

育观。”吴瑞君建议。

赓续传统与时代之变的深度洞察

十年轨迹
恒温坚守与流变转向的审慎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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