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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内卷形势愈发严峻。一方面新冠疫情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给大学生群体带来了普

遍焦虑；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导致的就业压力使得大学生就业价值观具有向体制化内卷的趋势。自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在疫情出现局部反复的情况下，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焦虑问题不断凸显。本研究

旨在了解焦虑情绪对大学生内卷行为的影响路径，探究焦虑情绪与大学生学习内卷行为的关系并进一

步考察就业价值观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1) 大学生焦虑情绪显著影响其内卷行为；2) 就业价值观

在焦虑情绪与内卷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不明朗，研究结果能够帮助大

学生正确看待疫情给国家社会带来的变化，明晰焦虑情绪与内卷行为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从大学生自身角度研判并优化这种关系，既是大学生追求内涵式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提升获得感与

幸福感的内在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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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the irrational competi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On the one hand, the impact of COVID-19 has brought general anxiety to college 
studen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employment pressure caused by COVID-19 makes the employ-
ment values of college student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Since the outbreak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n 2020, the psychological anxiety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been 
highlighted constantly in the case of partial recurrenc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path of anxiety on college students’ irrational competitive behavior, explore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anxiety and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irrational competitive behavior, and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employment valu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ollege 
students’ anxiety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ir irrational competitive behavior; 2) Employment values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xiety and irrational competitive beha-
vior. Global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situation is still unclear, the findings can help college 
students to correctly view the changes brought by the epidemic to the national society,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xiety and irrational competition behavior, and establish the correct value 
orientation. Judging and optimizing this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ge students is 
not only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pursu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internal demand to improve their sense of gain and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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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及问题提出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对公众心理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大学生情绪情

感较为丰富，面对新冠疫情的突发性和不可测性，易产生应激、恐慌、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体验[1] [2]。
多项研究表明 COVID-19 疫情应激状态下，大学生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发生率明显上升[3]。 

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群体正处于人生中承上启下的特殊阶段，他们背负着不同

程度的学业压力及就业压力。2020 年下半年，一个原本晦涩的社会学术语“内卷”在大学生群体中广为

流传并引发热烈讨论，让广大学生群体产生了心理共鸣。有关内卷的概念研究，格尔茨将内卷定义为“某

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形式后就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高级模式的现象”

[4]。黄宗智将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型增长”[5]。随着社会的发展，

“内卷”的涵义在当下的讨论中多用于指称“白热化的竞争”，传达的是对高压竞争文化中的焦虑。 
内卷一词形象地描绘了当代大学生所面临的学习困境，在非理性的竞争环境中负累加重、效益低下。

大学生群体在优势资源有限的学习环境下，不断寻找大学评价机制中的捷径，从而产生了高校“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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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领域针对高校学生内卷问题的相关探讨相继出现，郭艳玲采用话语分析的质性研究方法归纳出我国

当代大学生“内卷”的表征有：工具主义倾向的学业境况、过度竞争的人际关系、焦虑的心理状态、选

择单一的就业状况[6]。苑津山、幸泰杞从内卷现状的评价失真、竞争失格和个体失独来探讨内卷参与者

的假性学习逻辑，继而探究学生入局内卷的环境导向偏差、群体裹挟与个体身心欠佳三方面因由[7]。内

卷化的教育形势愈演愈烈，带来的后果是严峻的，在过度竞争的焦虑中大学生们既没有获得丰富的经验

也没有得到精神成长。 
与此同时已有研究表明，新冠疫情大环境对大学生的心理、观念等造成了较大影响：新冠疫情隔离

经历以及居家学习生活对大学生的心理产生了负面作用，社会隔离增加、焦虑、精神压力以及悲观经济

预期严重损害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8]。伴随新冠疫情风险增加而愈发扩大的损益值也会促使人们的观念

态度和价值取向发生变化[9]。《中国青年报》的一项网上调查结果显示，“因疫情影响，六成受访毕业

生就业‘求稳’”，由此可见，应届毕业生面对疫情冲击，也会根据就业形势变化改变就业需求和就业

取向[10]。 
由于目前学界多数研究关注的重点在于大学生内卷现状描述及宏观层面成因研究，关于疫情影响下

焦虑情绪与就业价值观对大学生内卷行为的影响讨论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在回顾了上述文献的基础

上，拟从以下方面对安徽省高校大学生群体进行调查研究：一是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焦虑情绪是否显著

影响大学生学习内卷行为；二是探寻焦虑情绪对大学生内卷行为的影响路径——就业价值观的中介作用；

三是如何聚焦微观，从大学生自身角度打破内卷束缚。当代大学生只有准确把握疫情给国家社会带来的

变化，突破认知局限，摆脱内卷的束缚，才能赢取一个有获得感、幸福感的未来。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选取安徽省高校在校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微信、QQ 等网络社交平台在线发放调查问卷开展匿

名调查。本研究于 2022 年 1 月对以安徽大学为主的安徽高校大学生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剔除无效样本和

关键变量缺失样本后有效样本量为 203 份(如表 1)。其中，男性样本 82 份(40.39%)，女性样本 121 份

(59.61%)；专业偏文科样本 103 份(50.74%)，专业偏理科样本 100 份(49.26%)。 

2.2. 研究方法 

2.2.1. 问卷调查 
综合借鉴已有的大学生内卷相关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在问卷星平台(https://www.wjx.cn)自行设计电子

问卷《疫情背景下大学生内卷行为调查问卷》，问卷内含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本次问卷为匿名调查，

研究员对调查者填写内容绝对保密。问卷前言告知被调查者本次研究的目的与内容，相同 IP 地址仅允许

作答一次。调查后对回收的问卷进行逐一核查，剔除基本信息不全等无效问卷，确保问卷的完整性与可

靠性。 

2.2.2. 统计分析 
将有效样本信息导入统计分析软件 SPSSAU 进行数据处理，生成相关变量并进行数据编码，主要采

用中介作用、相关性分析、效度检验等方法。 

2.3. 分析框架 

2.3.1.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焦虑情绪显著影响大学生学习内卷行为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普遍焦虑、毕业出口缩窄等因素让大学生内部竞争加剧，使内卷化问题在群体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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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突显。出现了内部压力升高、竞争领域集中、自我认同降低等种种内卷化现象，笔者主要从学习目的

功利性与学习投入低效能两方面对大学生学习行为内卷现状进行调查统计，并分析疫情冲击下焦虑情绪

对内卷行为的影响。 

2.3.2. 焦虑情绪对大学生学习内卷行为的影响路径：就业价值观的中介作用 
 焦虑情绪显著正向影响学习内卷行为； 
 就业价值观在焦虑情绪与学习内卷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2.4. 相关变量及操作化 

2.4.1. 因变量 
在相关性分析中将学习内卷行为这一因变量操作为大学生学习行为内卷化的主观判断，通过询问被

访者“您认为新冠疫情影响是否对学习行为内卷化产生影响？”来获得。综合参考相关文献中对大学生

内卷行为表征的描述，在中介作用分析中将因变量分别操作化为学习目的和学习投入，问卷中与之相对

应的原始问题分别是：“您学习的目的主要是？”备选项为“1 = 热爱学习：追求自我提升，2 = 未来发

展：好好学习才能提升在职场的竞争力，3 = 基本要求：满足正常学业要求不挂科就好，4 = 维持现有评

价：大家都在学我不学会落后，5 = 努力超越：生命不息学习不止让别人都卷不过我”；“您的学习投

入更倾向于选择哪一模式？”备选项为“1 = 较少学习，2 = 适度学习，学有余力，3 = 在自己的能力范

围内充分学习，4 = 过度学习，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5 = 无效学习，假努力状态”。 

2.4.2. 自变量 
采用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对样本的焦虑情绪信息进行量化收集，该量表是美国精神医学会出版的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5 版推荐的量化评估标准，是鉴别广泛性焦虑症可能病例的有效工具[11]。
按照评分标准，GAD-7 评分分为 4 组：0~5、6~9、10~14、15~21，分别对应无、轻度、中度和重度焦虑

[12]。将焦虑情绪级别变量进行变量编码并作为核心自变量纳入分析模型。并依次编码为“0 = 无，1 = 轻
度焦虑，2 = 中度焦虑，3 = 重度焦虑”。 

2.4.3. 中介变量 
由于目前学界关于就业价值观量化的文献较少，故本研究参照文献综述中的相关研究在问卷中采用

量表题形式获得样本的就业价值观，通过效度检验与因子分析方法，利用载荷系数信息等对同一维度下

不同问题得分进行权重计算，生成变量“就业价值观”并依次编码为“1 = 求变，3 = 求稳”。“求稳”

是指就业选择具有稳定意识，倾向于政府等体制内单位；“求变”是指就业选择多元化，更注重效率和

个人发展[13]。 

2.5. 数据处理 

其中对于中介变量——就业价值观的信息收集，问卷中采用自编量表方式获取，为避免问卷问题设

计中笔者团队主观性对结果的干扰。通过效度检验与因子分析的方法保证测量工具的有效性及变量降维

的科学性。对就业价值观维度的量表题题项进行效度分析，结果显示：所有研究项对应的共同度值均高

于 0.4，说明研究项信息可以被有效的提取。另外，因子的方差解释率值分别是 31.510%，30.650%，旋

转后累积方差解释率为 62.160% > 50%。使用 KMO 和 Bartlett 检验进行效度验证：KMO 值为 0.736，介

于 0.7~0.8 之间，研究数据适合提取信息(从侧面反应出效度较好)。 

3. 结果与分析 

对问卷结果进行收集统计，相关变量分布如表 1 所示：可以得出从被调查大学生群体的主观判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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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大部分学生群体认为疫情冲击下产生的焦虑情绪对学习内卷行为产生了一定或较大程度的影响，结

果与相关综述相符。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relevant variables 
表 1. 相关变量分布情况 

变量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因变量 大学生学习内卷行

为 

没太大影响 38 18.72 

有一定影响 100 49.26 

有很大影响 65 32.02 

自变量 焦虑情绪级别 

无 23 11.33 

轻度焦虑 50 24.63 

中度焦虑 103 50.74 

重度焦虑 27 13.3 

中介变量 就业价值观 
求变 39 19.21 

求稳 164 80.79 

操作化因变量 1 学习目的 

自我提升 26 12.81 

未来发展 98 48.28 

基本要求 34 16.75 

维持现有评价 33 16.26 

努力超越 12 5.91 

操作化因变量 2 学习投入 

较少学习 26 12.81 

学有余力 80 39.41 

充分学习 56 27.59 

过度学习 19 14.29 

无效学习 12 5.91 

样本总量 203 

3.1.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焦虑情绪显著影响大学生学习内卷行为 

相关分析 

Table 2.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anxiety and learning irrational competition behavior 
表 2. 焦虑情绪与学习内卷的 Pearson 相关分析 

数量  学习内卷 

疫情导致居家隔离时，因为与家人的长时间、高强度相处而感到焦虑 
相关系数 0.254 

p 值 0.075 

学习方式线上线下切换，导致效率降低而感到焦虑 
相关系数 0.676** 

p 值 0.000 

就业市场份额缩减/学业探索选择(如实践、交换)减少而感到焦虑 
相关系数 0.519** 

p 值 0.000 

所在地区(或周围地区)出现新增确诊病例而感到焦虑 
相关系数 0.508** 

p 值 0.000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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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相关分析去研究疫情冲击下，不同来源的焦虑情绪与学习内卷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使用

Pearson 相关系数去表示相关关系的强弱情况。从表 2 可知。 
学习内卷行为和疫情导致居家隔离时，因为与家人的长时间、高强度相处而感到焦虑之间的相关系

数值为 0.254，接近于 0，并且 p 值为 0.075 > 0.05，说明：学习内卷行为与居家隔离与家人的长时间、高

强度相处并没有相关关系。学习内卷行为和学习方式线上线下切换导致效率降低之间的相关系数值为

0.676，并且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与就业市场份额缩减/学业探索选择(如实践、交换)减少之间的相

关系数值为 0.519，并且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与所在地区(或周围地区)出现新增确诊病例之间的相

关系数值为 0.508，并且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说明学习内卷行为和疫情背景下由于学习方式转变、

就业压力增大、新增确诊病例而感到焦虑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3.2. 焦虑情绪对大学生学习内卷行为的影响路径：就业价值观的中介作用 

由表 2 焦虑情绪与学习内卷行为的 Pearson 相关分析可知，疫情影响下就业市场份额缩减，就业压力

变大而导致的焦虑情绪与学习内卷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结合表 1 中就业价值观变量的频数分布，

可以得出疫情影响下大学生群体的就业价值关呈现求稳取向。为准确得出各变量对大学生学习内卷行为

的影响程度，通过回归分析分别检验焦虑情绪对学习内卷行为的影响、焦虑情绪对就业价值观的影响以

及就业价值观对学习内卷行为的影响。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3. 回归分析 

 就业价值观 学习内卷行为 学习内卷行为 

常数 0.584* 
(2.104) 

0.573* 
(2.458) 

0.142 
(1.210) 

焦虑情绪 0.554** 
(4.834) 

0.573* 
(2.458) 

0.142 
(1.210) 

就业价值观   0.142 
(1.210) 

样本量 50 50 50 

R2 0.327 0.412 0.866 

调整 R2 0.313 0.400 0.861 

F 值 F(1, 48) = 23.363, p = 0.000 F(1, 48) = 33.615, p = 0.000 F(2, 47) = 152.508, p = 0.000 

*p < 0.05，**p < 0.01，括号里面为 t 值。 
 

通过表 3 回归分析可以得出，学习内卷行为受到焦虑情绪、就业价值观的显著正向影响。为了进一

步验证焦虑情绪对学习内卷行为的作用路径，进行以下中介效应分析。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并对就业价值

观这一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 

3.2.1.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以焦虑情绪为自变量，学习内卷行为为因变量，就业价值观为中介变量构建结构模型。中介效应分

析共涉及三个模型，如图 1 所示：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4146


郑维丹 等 
 

 

DOI: 10.12677/ae.2022.124146 924 教育进展 
 

 
Figure 1.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diagram 
图 1. 中介效应模型图 

 
Table 4.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process 
表 4. 中介效应分析过程汇总 

效应 项 Effect SE t p LLCI ULCI 

直接效应 焦虑情绪⇒学习内卷行为 0.149 0.057 2.637 0.011 0.038 0.260 

间接效应过程 
焦虑情绪⇒学习内卷行为 0.554 0.115 4.834 0.000 0.329 0.778 

就业价值观⇒学习内卷行为 0.739 0.058 12650 0.000 0.624 0.853 

总效应 焦虑情绪⇒学习内卷行为 0.558 0.096 5.798 0.000 0.369 0.747 

备注：LLCI 指估计值 95%区间下限，ULCI 指估计值 95%区间上限。 

3.2.2. 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5. Bootstrap analysis of mediating effect test 
表 5. 对中介效应检验的 Bootstrap 分析 

项 Effect Boot SE BootLLCI BootULCI z p 

焦虑情绪⇒就业价值观⇒学习内卷行为 0.409 0.095 0.317 0.689 4.303 0.000 

备注：BootLLCI 指 Bootstrap 抽样 95%区间下限，BootULCI 指 Bootstrap 抽样 95%区间上限。 
 

接着对表 4 中介效应过程进行检验，在模型拟合良好基础上，使用 Bootstrap 抽样检验法进行中介效

应研究，抽样次数为 5000 次，表 5 对中介效应检验的 Bootstrap 分析结果显示：针对“焦虑情绪⇒就业

价值观⇒学习内卷行为”这条中介路径来看，95%区间并不包括数字 0 (95% CI: 0.317~0.689)，因而说明

此条中介效应路径存在。焦虑情绪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学习行为内卷，还通过就业价值观构成的中介路

径间接影响大学生学习内卷行为。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根据线上调研数据，分析了疫情影响下焦虑情绪对大学生学习内卷行为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4.1.1. 就业价值观呈现求稳取向 
根据表 1，我们可以得知疫情冲击下大学生就业更多的是偏向于求稳，具体表现为在择业上更为看

重稳定性；在单位性质选择上更为倾向于政府机关或者国有企业，选择私有企业或外资企业的意愿较低；

主动降低就业标准，并不局限于大城市就业，更愿意在中小城市中就业。因此，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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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面对未来疫情形势的不确定性，会出于风险逃避心理，在就业选择上呈现求稳取向。这与《中国

青年报》的一项网上调查得出“因疫情影响，六成受访毕业生就业‘求稳’”的结果相一致，大学生的

就业价值观逐渐向体制化发展。 

4.1.2. 疫情影响下焦虑情绪加剧内卷行为 
新冠疫情作为突发性社会危机，对社会公众的心理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根据上述相关性分析，结

果表明：1) 疫情背景下大学生的焦虑源来自多方面，例如疫情导致居家隔离时与家人的长时间高强度相

处、学习方式的线上线下切换造成效率低下、就业市场份额缩减、所在地区(或周围地区)出现新增确诊病

例等等。2) 不同方面的焦虑情绪对内卷行为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由于学习方式线上线下切换、就业市

场份额缩减/学业探索选择(如实践、交换)减少而感到焦虑与内卷行为之间都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

说明大学生群体的主要焦虑源是有关学习和就业问题。3) 焦虑情绪与学习内卷行为呈现正相关关系，焦

虑情绪级别越高，大学生学习内卷行为程度越高。表明焦虑情绪显著影响大学生学习内卷行为，焦虑作

为“内卷化”心态[14]的主要表征之一，造成对内卷参与者身心的双重伤害。本文侧重于疫情影响下的焦

虑情绪分析，相比于郭艳玲采用话语分析的质性研究方法对我国当代大学生“内卷”表征的研究表述，

本研究结合当下疫情背景，结论更具实际意义。 

4.1.3. 就业价值观在焦虑情绪对学习内卷行为的影响路径中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还研讨了就业价值观在焦虑情绪与学习内卷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其中介作用可以从以下

两个方面解释：第一，大学生面对疫情带来的风险不确定性易产生价值取向偏差，出现职业的选择更加

保守、就业价值观呈现稳定优先的同一趋势。大学生群体的就业价值取向的趋同会直接导致竞争目标单

一，加剧竞争“白热化”问题。第二，新冠疫情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时长期存在，使得大学生就业形势

愈发严峻、大学生内部竞争加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强大学生的焦虑情绪作用，从而造成学习行为内

卷。这说明焦虑情绪不仅直接影响着大学生学习内卷行为，还通过就业价值观间接影响大学生学习内卷

行为。韩泽玉[15]通过构建新冠肺炎疫情认知对就业状态影响理论模型，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究疫情认

知程度对就业状态的影响，发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态受其疫情认知程度、就业焦虑的显著正向影响，

且就业焦虑在疫情认知程度对就业状态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该结论与本文的研究结论相

互协调、补充，进一步论证焦虑情绪、就业价值观与内卷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 

4.2. 建议 

4.2.1. 打破认知局限 
大学生内卷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认知的局限，恐惧来源于对未来的迷茫、对当下的困惑，让不少大

学生陷入“内卷”，由此引发的焦虑情绪与缺乏科学规划密切相关。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当下，特别是

受到疫情的影响，学生的经验阅历不足导致其不能从盲目的同质化和一体化竞争中走出。为此，学生只

有进行合理有效科学的规划，结合自身特点在差异竞争中寻找优势，才能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与此同

时，大学生要掌握疫情的趋势变化，结合后疫情时代的特点向外分析整体的竞争环境，向内分析自身的

特点和长处，从而缓解焦虑情绪，实现自身价值。 

4.2.2. 树立正确的就业价值观 
大学生就业难、求职难，是近十年来老生常谈的话题。在全社会就业形势严峻以及疫情影响的加持

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近几年大学生就业价值逐渐向体制化发展，很多学生都开始选择考

编，究其根本原因是大学生就业愈加困难导致。后疫情时代性下，很多企业受经济放缓的压力，不得不

缩减招聘名额，甚至直接关闭校园招聘。与此同时，国企、央企由于其“家底殷实”以及对于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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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抵御能力较强的优势，而受到大学毕业生的青睐。诚然，新冠疫情冲击下大学生在效率与稳定的

相对性选择中更倾向于稳定至上，但一味地选择考编的道路，最直接地导致就业竞争的“白热化”，会

使大学生的就业价值观呈现出明显向体制内卷，不仅会浪费人才资源，还会使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

不足。因此，大学生应该要树立正确的就业价值观，避免盲目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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