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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觉醒
互联网重塑代际沟通方式

近年来，互联网上关于父母关系
及原生家庭的讨论层出不穷，多次引
发热点议题。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
本单位，对于中国社会始终是非常重
要的一环，了解青年网民对父母关系
认知的变化趋势有助于理解青年群
体的心态特征及其现实境遇。

针对代际关系，课题组在知乎平
台选取了近十年关注者人数最多的
712个问题，采集回答样本共计7.3
万条展开人工编码，分析2013-2018
年和2019-2024年两个时期的知乎
提问样本。

结果发现，通过比较两个时期提
问文本中体现的“亲子冲突类型”可
以发现，提问中情绪化冲突的比例有
所减少。“情绪冲突”的比例从17.6%
下降到12.5%，而“观点冲突”的比例
从7.2%增加到了11.3%。

2013年到2018年期间，青年网
民在知乎平台上关于父母关系的提
问更注重情感体验的直接表达。从
表中每年关注数量最高的提问来看，
这一时期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负面情
感体验和个人心理感受上，“心寒”

“心理伤害”等词汇的运用，表明用户
在这一时期更倾向于表达对父母的
负面情感反应。

2019年至2024年期间，青年网民
在父母关系提问中展现出更加深入的
理性思考。从每年关注数量最高的提
问来看，这一时期的提问更多涉及青
年网民对家庭关系中的代际差异以及
社会文化背景的深层次洞察与思考。

青年网民对于父母的情感评价，
往往来自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事件和长
期相处模式，是惯常生活模式中细腻的
情感观察与感触。这些细节可能被父
母或多或少地忽视，却引发了青年网
民较大的情感波动。这种在家庭关系
中对于情感体验的高度敏感，对父母
爱意的渴望与需求，实则反映了青年
一代对理想家庭环境的向往和追求。

青年网民对父母的情感态度正
在经历从较为情绪化向更加理性化
的转变。这一变化折射了青年网民
更加理解父母关系背后的复杂性和
多维性，也期待通过在网络平台提
问找到解决问题、调和关系的方法，
而非只是简单地进行情绪的发泄。

小张就是一位喜欢平时在互联
网上寻求调解冲突的年轻人，在他的
在线阅读软件中就收藏了不少有关
心理学和如何沟通的书籍。“枪响之
后没有赢家，和父母有争执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我们不去思考如何有效

地化解这个问题。”小张说。
这么做的好处也在逐渐显现。现

在，他在面对和父母的争执时，都会尽
量先克制自己的情绪。待情绪散去
后，慢慢去和父母沟通，分析为何会出
现这种矛盾、争执，而非在气头上互相
进行指责。慢慢地，他发现自己和父
母之所以会起争执，更多的原因还是
两代人的社会观念有所区别。

像小张这样试图通过网络寻求
解决方案的年轻人并不少。在B站、
抖音、小红书、知乎等各大社交媒体
平台上，都不难发现年轻网民开始寻
求调和与父母冲突的方法。

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新的观
念和生活方式，让青年人在成长过程

中不断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逐渐形
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难以避免
地与父母的价值观存在差异，代际之
间的差异和冲突更加明显。

2021年关注者人数最高的一个
问题是“父母为什么不理解当代年轻
人的绝望？”这一问题获得了超过四
千条的回答。从回答中发现，青年人
与父母之间的观念代际差异十分明
显，尤其是在求学、择业、婚恋、生活
方式等方面，当父母参照自己人生轨
迹试图理解子女并提供建议时，往往
并不适用，从而导致亲子关系出现隔
阂，例如父母认为子女吃不了苦，子
女则控诉父母不理解自己，不理解时
代。

研究生小杨就会时常因为自己
和父母的价值观冲突而感到苦恼，在
她父母的观念之中，女孩子到了一定
的阶段，找个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
生子或许才是当务之急。但是小杨
并不认同父母的观点，在她的观念
中，自己不过20岁出头的年纪，人生
和事业才刚刚起步。相比于找一份
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相夫教子，她
更愿意找一份自己心仪的工作，然后
在工作中不断实现自我价值。

“我和父母的观念在这方面确实
有所冲突，但我始终认为，这是我的
人生大事，我已经成年了，应该由我
来决定。”小杨解释道。虽然自己的
思想观念和父母存在一定的差别，但
她也理解父母的想法，毕竟社会在变
化，两代人的思想也会有所不同。

和小杨有所不同，在人生大事和
职业选择上，小张的父母虽然会给出
自己的建议，但在做出抉择时，他们
总会把选择权交给小张自己。“他们
会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帮我分析利
弊，但是分析完成之后，他们就会告
诉我，无论我做出什么选择，他们都
会尊重我，毕竟这是我的人生道路，
应该由我自己去走。”

数据显示，在青年网民关注的亲
子互动主题方面，涉及赡养父母和孝
亲观念的问题比例从2013-2018年
的 6.8% 上 升 到 2019- 2024 年 的
13.4%。在2019-2024年间，不少提
问都反映出青年网民将“自我”和“父
母”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权衡问题。

当青年网民面对“亲子冲突”时，
选择“自我调整”这一处理方法的比
例从 2013-2018 年的 10.4%下降到
2019-2024年的2.5%，这一变化也折
射出青年网民更加关注个体的感
受。对于青年网民而言，“孝顺”一词
被拆分为“孝”与“顺”，一方面，对于
父母的养育之恩心怀感激并愿意尽

“孝”；另一方面，他们也并不希望完
全“顺从”父母，希望有更多自我。

课题组在分析“青年网民对父母
的评价”这一指标时发现，在“父母性
格特征”“父母外在形象”“父母个人

能力”“父母间关系”“父母对子女的
影响”“亲子相处状态”“是否存在性
别不平等”7个标准中，“亲子相处状
态”在两个阶段始终占比最高，在所
有评价标准中占据一半。这表明，尽
管社会环境和青年人的思想观念发
生了变化，但家庭内部的互动模式和
情感体验仍然是青年人评价父母关
系的关键因素。可以说，亲子相处状
态的好坏直接影响着青年网民对父
母的整体评价。

青年网民描述的亲子相处状态

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展现了不同家
庭的相处情况。一些青年网民尝试
记录与父母相处的温馨时刻。发朋
友圈、B站、抖音，把幸福时刻上传到
各大社交平台，也是青年群体记录温
馨时刻的重要方式。

小张在学习剪辑视频时，就利用
家里的老照片作为素材，通过转场、
加背景音乐等方式，让自己小时候和
爸妈的照片再次“动”起来，并上传到
社交媒体中，虽然最后的播放量数据
并不是很高，但小张却并不在乎：“我
只是记录而已，别的人看不看并不重
要。”

也有部分青年网民对父母的过
度溺爱进行了深入思考，“父亲溺爱
女儿通常是什么心理？”青年网民在
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
观和判断力，在提问中不仅表达着自
己的情感需求，也关注家庭教育方式
的影响。同时，年轻人也开始思考，
自己当父母之后，应该如何摒弃之前
他们所认为父母教育方式中存在的
问题。

小文交往了一个男朋友，当她满
心欢喜地将自己的感情状态告诉父
母，没想到父母却表示担忧。由于小
文是一个地道的南方人，而她的男朋
友则是北方人，她的父母便开始担心
小文如果远嫁会不会因为南北差异
较大而不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再
者，若是婚后产生矛盾，娘家人也不
在身边，父母也担心小文会吃亏。

面对这些担忧，小文则不以为
意，一方面自己就是在北方上的大
学，也早已适应当地的生活；另一方
面，现在交通十分方便，高铁、飞机都
很便捷，也不担心父母所忧虑的那些
情况。因此，在这件事上，小文和父
母谁也无法说服谁。

和小文一样，在与父母相处中，
青年对传统代际秩序态度复杂，他们
期望与父母建立平等、尊重的关系，
而非单方面接受父母的要求和情
绪；重视自我表达和个性展现，不愿
完全顺从父母意愿；不盲目认可父
母权威，而是依据自身理解和判断
汲取父母的教导与期望。这种态度
转变为代际关系构建带来新挑战，
也创造了新机遇，促使他们在亲密
关系中探寻恰当的安全距离，重构亲
子关系边界。

“从过去在网上容易出现情绪化

冲突到如今更为理性地分析和求解，

青年对待家庭、社会以及自身审视的

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不仅

反映了他们认知能力的提升，也体现

了社会包容性和多元化的增强。”上海

家长学校特聘专家、静安区家庭教育

指导中心主任陈小文说。

陈小文记得，多年前，豆瓣上就有

一个名为“父母皆祸害”的小组，许多

年轻人在这个“树洞”里吐槽父母的种

种行为对他们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

情绪化的表达方式反映了当时青年在

面对家庭问题时的无助和不满。如

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从更深层

次的角度去分析家庭问题。他们不再

仅仅停留在情绪的发泄上，而是尝试

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社会阅历中寻找

问题根源及破解方法。

在陈小文看来，这种转变的背后，

是青年对社会认知的深化，也不乏互

联网的普及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使得信息获取变得更加便捷和全面。

了解得越多，看得越多，他们在面对消

极情绪或代际冲突时，就能更多地进

行理性思考。

年轻人对自己的选择有了更多的主

见，社会的包容和接纳，也使得年轻人能

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勇于追求

自己的目标。这一点，陈小文认为，必须

是要点赞的。“不完全依赖或者遵循父母

期望的成长发展路径，这样的年轻人，也

确实会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有朝气。”

再者，过去的亲子关系往往是单

向的依赖和供养，随着时代的变迁，亲

子关系逐渐转变为相互扶持和彼此理

解。当年的年轻人也逐步成家、进入

父母的角色，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子

女的需求和困惑。父母不再仅仅是权

威的代表，而是成为子女成长过程中

的伙伴和支持者。就陈小文所在的静

安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他也可以从

映射现实的“小气候”中时时觉察到，

如今的父母也在努力变得理性和开

明，而不是只想树立绝对的权威。

陈小文提醒，需要引起重视的是，

当下，家庭的小型化以及青年对非直

系亲属“六亲不认”现象的增多，都会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青年在人际交往上

的孤单感和柔弱无助感，容易将内心

置于不稳定状态，这从长远来看未必

是件好事。

“家庭关系重构之路上，年轻人不

妨留一点时间去耐心倾听父母和长辈

的意见，不一定非要争辩出是非对错，

分个高下输赢，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

但是对于父辈来说，有人来听听他们的

声音，就是一种很大的幸福。同时，也

希望青年不要刻意将自己孤单化，要

试着去加以改变，主动作为。比如，通

过家族历史记录、老照片整理、微信书

制作等，让青年与家族展开更深度的

情感连接，这些增进家庭温馨与凝聚

力的瞬间，都不失为促进代际情感交流

的方法。”陈小文给出这样的建议。

他还指出，良好的夫妻关系是家

庭和谐的基础，亦能为孩子提供心理

安全的港湾，为他们未来的婚姻和为

人父母树立榜样。

[专家视角]

家庭关系重构之路
从耐心倾听开始

愿“孝”不愿“顺”，代际价值观碰撞下的亲子关系重塑

“为什么年轻人和
父母没话可说了？”“这
届年轻人是不是对父母
显得有些冷漠？”……最
近几年，在社交媒体上，
关于年轻人和父母关系
的讨论频现热榜。那
么，现在的年轻人是否
真的已经变成了“冷漠”
的一代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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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课题组尝试揭示十
余年间青年网民对父母
关系看法、互动模式的
变迁趋势。研究发现，
对现在的青年网民而
言，“孝顺”一词被拆分
为“孝”与“顺”，一方面，
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心
怀感激并愿意尽“孝”；
另一方面，他们也并不
希望完全“顺从”父母，
希望有更多自我。

青年报实习生 张振宇
记者 刘昕璐

解构传统
当“孝顺”遭遇代际价值观断层

边界重构
亲密关系中的安全距离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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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青年网民在亲子关系中展现出更加深入的理性思考。 制图 李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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