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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意愿偏低

受访人士认为，当前部分大学生“三无”心态加

剧，导致社交意愿偏低。

对学习无动力。在一些受访学生看来，大学之前的

所有教育都以应试为目标，没有激发起自己真正的学习

兴趣。“进入大学后没有强制性目标推着走，又远离了父

母约束，就失去了学习动力。”华南农业大学教授贾海薇

说，不少学生进入大学后，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为

什么要学这个专业，他们每一步都是被安排的，不是自

己选择的，总觉得拼过了高考，大学混一下就行。

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偏差也让一些学生认为“没必要

太努力”。南方某校大三学生说，不少同学对现实社会的

认知来自网络，而现在短视频、影视剧传播的内容非常

两极化，导致有同学觉得努力没有意义，不如得过且过。

对真实世界无兴趣。访谈中，一些大学生把生活

“很无聊”“没意思”挂在嘴边，回避与真实世界的交

流，却在虚拟世界中“挥斥方遒”。中部某高校的吴同学

经常就“巴以冲突”等热点国际事件在网上发表看法，

现实中却不愿与人交往互动。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学院

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2021级本科生纪熙原认为，当一个

大学生失去学习动力又缺少生活能力时，往往会对真实

世界失去兴趣，选择脱离社交圈。

对价值追求无方向。上海某高校辅导员说：“一些

‘00后’学生性格相对孤僻、不太合群，我一开始以为是

个性问题，后来发现他们常感叹找不到价值感。”华东地

区某高校一位老师说，现在孩子太“独”了，没有真正

感兴趣的东西，许多人甚至连恋爱都不想谈。哈尔滨一

名受访企业家认为，现在社会价值多元、文化多元，青

年人还特别容易受到网上不良亚文化的浸染，在成长过

程中出现价值混乱和内心迷茫。

愈发陌生的人际关系

上世纪90年代，校园民谣《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

的兄弟》唱出了大学里或朦胧青涩或亲密深厚的情谊，

成为一代人的深刻记忆。而近年来，“原子化”“沙粒化”

成为大学人际结构的一种新状态，学生之间、师生之间

的冷漠疏离越来越凸显。

北京某高校一名大四学生说：“一些同学比较‘人

机’（网络用语，指生活情绪呆板、缺乏人情味的人），虽

然是一个班的，但4年下来没怎么说过话。”

一些高校辅导员反映，不少大学生和身边人懒得交

流，舍友也不过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在教室是“低

头族”，在宿舍是“游戏党”“视频族”，他们跟微信群群

友、网络游戏里的队友，甚至AI女友反而更亲近。

半月谈记者观察到，在一些大学课堂上，学生成了

“沉默的大多数”。“课堂氛围沉闷，老师上课提问时下面

鸦雀无声。”华中地区某高校新闻学院一名本科生说。

北京一高校老师说，部分学生不仅课堂上不举手不

提问，甚至考试无论分数高低也不为所动。东北某高校

一名辅导员反映，现在想鼓励学生参加活动真是很难：

说可以加分，学生说“无所谓”；说能给奖学金，学生说

“不缺钱”；说可以当学生干部，学生表示“不想干”。

除了同学关系疏离，师生关系也疏离。不少学生反

映，除了上课见不到几次老师。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

2023年8月对全国690所高校学生的10万余份调查问卷

结果分析显示，约30%的导师与学生的交流不够频繁。

记者在高校供需见面会上，与部分企业人力资源负

责人交流时发现，有的大学生实习证明存在造假，上岗

后不善待人接物，基本礼仪欠缺；有的学生接到面试通

知后，因“心情不好”等理由随意取消不来，甚至连招呼

都不打。

网上交流不能代替现实社交

受访教育界人士认为，危机心

态转向危机行为之间有时只隔着一

层“窗户纸”。高校“陌生人现象”

发展蔓延，将对高校人才培养和青

年成长带来不利影响。

分析多起校园恶性伤人事件，

出现极端行为的学生大都存在社交

不足的情况，出现情绪和心理大幅

波动时，极易选择偏激方式来解决

问题。

大学生已不是昔日象牙塔内的

“天之骄子”，如果任由网络世界的狂

欢和现实社会的落寞形成巨大反差，

一些大学生的迷茫焦虑情绪将持续累

积。在孤独封闭状态下，这些情绪极

易被煽动挑拨，进而被带偏。

受访者认为，网上交流不能代

替现实社会交往。东北大学党委书

记郭海说，沉默、封闭，缺乏必

要的社交活动，会让大学生对学

习生活、现实社会的适应性下

降，走出校园后更加难以适应。

一些企业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认

为，大学生长期处于自我封闭状

态，甚至逃避接触社会，既让他

们难以获得社会支持，又容易导致

其社会责任感弱化。

（半月谈记者郑天虹廖君杨思
琪赵旭）

当地时间2月13日，电影《哪吒2》在澳大利亚上

映，14日正式登陆北美市场。负责《哪吒2》海外发行

的华人影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片在北美地区排片

总数突破770间，仅预售票房就超越了近20年华语

片首周末票房。

根据美国康姆斯科分析公司的数据，《哪吒2》闯

入最新的北美周末票房榜前五；周末三天预估票房

收入达721万美元，创近年来中国国产电影北美首周

末票房最高纪录。

与中国电影人有超过十年合作经历的好莱坞制

片人罗伯特·金说，《哪吒2》是大片级别的动画片，吸

引了众多观众，影院中的年轻人非常多，表明近年来

中国电影在“讲好故事”方面有了长足进步。

事实上，从影视内容到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短

视频，越来越多中国IP走热，初步形成更为市场化、

规模化、年轻化的出海新生态。

出海“破圈”的中国IP，都有哪些共同特征与成

功密码？

经典IP的现代化塑造，是秘诀之一。

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认为，中国

文化底蕴和现代表达的融合，是内容破圈的重要驱

动力。

“传统文化要长出年轻血肉。”在《哪吒2》导演饺

子看来，文学经典是动画电影最大的文化IP，也是创

作的故事宝库和灵感来源，关键是用当代的叙事艺

术去创造性改编文学经典故事，要创造而非重复。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黄典林说，成功

的出海产品强化人类共通的情感主题，比如，《哪吒》

中的“反抗命运”和《流浪地球》中的“集体拯救”，均

能引发跨文化共鸣。

将经典的中华美学观念有机融入当代动画电影

创作中，也为创作者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黄典林说，如《原神》中的“璃月”地区以中国山

水画为灵感，但通过开放世界游戏机制和二次元风

格呈现，降低了文化理解门槛。伴随“Z世代”崛起，

全球年轻一代对“东方神秘感”和“新鲜文化体验”

充满好奇，中国IP通过创新形式，能很好地吸引这一

群体。

工业化制作与技术的突破创新，让古老的故事

借助数字化表达路径，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四川传媒学院数字媒体与创意设计学院黄丹红

介绍，影片在流体模拟和粒子特效方面表现尤为突

出。制作团队自主研发了“乾坤流体引擎”，首次实

现了海水体积与动态的全粒子化模拟。

导演饺子提到：“我们要让观众感受到海水是有

情绪的——哪吒愤怒时，浪是锯齿状的；敖丙悲伤

时，水会凝结成冰晶雨。”

此外，中国文化产业也在加速与国际接轨。

侯晓楠介绍，阅文与迪士尼、索尼影业、奈飞等

国际顶尖伙伴建立深度合作，推动《庆余年》等IP在

全球范围内的发行与推广。这种国际化的产业布

局，使中国文化产业能更好适应全球市场的需求。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表

示，从内容方面看，一些影片还存在叙事不够完整、

人物缺乏鲜明性、社会情绪价值被概念化等艺术创

作短板。

罗伯特·金注意到，《哪吒2》依然是普通话配音

加字幕，而美国观众普遍没有看字幕的习惯，建议中

国电影更多考虑国际受众观影需求，借助AI技术更

多实现英文配音，加强打入国际市场的能力。

（据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新华视点”记者舒
静、史竞男、高山）

睡在我上铺的不再是兄弟
而是“陌生人”？

大学是青年人从校园走向社会的关
键时期，志同道合的朋友、引路人生的老
师，都是不可或缺的成长支持系统。然
而，半月谈记者在多所高校调研发现，当
前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人际关系出现疏
离苗头，他们同在一个校园、一个班级、甚
至一个宿舍，却少有往来，高校“陌生人现
象”值得关注。

“哪吒”破圈背后的中国IP成功密码
如同踩上风火轮，

上映以来的《哪吒2》票
房屡破纪录。中国影史
票房第一名、迈入10亿
美元门槛、突破百亿元、
跻身全球票房榜前十名
……每一次数字的变
化，都在见证新的历史。

▲

在澳大利亚悉尼，观
众在《哪吒之魔童闹海》巨幅
海报前拍照。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