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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息时代出生的这批年轻
人，逐渐呈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社
交图谱。

对于Z世代的人们来说，互联
网的枝枝脉脉开始长得成熟且繁
茂，这意味着数字化产品或许成为
了这一代人最好的玩具。在网络架
构起来的社交环境之下，绝大部分
人都表示一天中将近有5小时以上
的时间投放在互联网中，这是“婴
儿潮”、“XY世代”的人们幼年时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这，也恰恰
注定了这代人的社交特质。

他们崇尚于网络社交，会将大
量的时间花在各种各样的社交网
站，覆盖面之广令人瞠目结舌。但
是这不代表沉溺——对于他们来
说，通过网络来进行交流，可以节
省更多的时间，并且更快达到自己
想要的效果。此外很明显的是，他
们也并没有就此放弃线下的社交方
式。科技构造的虚拟网络固然绚
烂，却容易迷了眼睛，缺乏一些硬
朗的面对面交流去支撑，很可能导
致社交关系的垮塌。

而线下的社交方式之于他们来
说，则显得比较随意。他们不会固
化相聚的频率与方式，并将每一段
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去考虑。

在“宅性”逐渐感染众多年轻
人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人似乎趋
于“不愿意跨出社交舒适圈”的状
态，但是Z世代却不同。面对未知
与陌生的社交场合，他们仍然展示
出自己的眼界与勇气，大胆地去进
行各种各样的对话。初生牛犊不怕
虎，这或许是这一代之中许多人的
真实写照。

社交，是“社会”这艘大船中
的一块块舢板。诚如许多乘客所
见，这代人正在通过自己的方式活
色生香地与这艘船上的每一个元素
打着交道。“社会”之于这代人的
定义，也在他们的心中慢慢明晰。
到底它是诺亚方舟，还是泰坦尼克
号，不同年轻人心中，自然会有不
同的答案。

而无论是行走在校园中的学生，
还是离开学校大门的年轻人，对于一
句话应该不会陌生，那就是老师批评
人时的气话：“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
届学生。”诚然，从纵向时间轴来看，
老师的确是不同时代的最佳旁观者。
至于“Z世代”是不是他带过最差的
一届学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这一代人身上的潜力，远远超过
我的想象。”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
教师孙从众表示。他不仅教授学生跨
境电商、英语等课程，还当过不同班
级的班主任，可以说与90后、95后都
有过密切的相处。

在他眼中，这两代人在社交方面
还是有明显差距的。“我在授课过程
中，发现95后比90后能更加直接大
胆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孙从众回忆
道，他每年都会在机房里为学生上电
商相关的操作课，90后学生中鲜少有
学生会主动提出来想要做什么样的尝
试；但是95后中不乏有很多学生，会
率先抢夺到沟通的权利。

他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在进行
店铺相关的上机课时，一般来说我会
建议学生们做各种各样的尝试，比如

“练习PS技术去将店铺装修得更好”
等环节，他们就会按照我的教学进度
来进行实践”，他说，“而到95后这批
学生，教学情况开始出现了不同，这
群孩子会抓紧时间完成我布置的任
务，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营销上面的
想法。”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学
生曾经从新媒体的角度提出了各种推
广营销的手法，并且在与老师讨论
后，积极地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

Z世代的学生们，不仅愿意为了
做好一件事情去进行大胆沟通，同时
也是十足的社交爱好者。

在这个老师的各类微信群中，班
级群是其中最活跃的群组之一，一天
下来便常常会积累上百条未读信息。
仔细打开一看，他发现许多都是同学
们相约聚会的信息，还盛情地邀请班
主任一同加入。他们的聚会时间非常
不定，有的时候是一周一次，有时则
是两周一次，小范围内还有大大小小
的各种聚会。一般而言，去咖啡馆或
是找个地方一起吃饭是绝大多数人的
选择，遇到天气好的时候，还会组队
出门去旅行。可以说，是个丰富多彩
的万花筒了。

这个现象，很好地解释了 《调
查》中的有又一个结果。Z世代的年
轻人们通常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和
好朋友相互交流？最多的人选择了

“约一个吃饭的时候，边吃边交流”，
达到了42人次；其次，借助微信等虚
拟空间交流成为了排名第二的方式，
共有37人次勾了这个选项。

最佳观察者：
他们是我带过超棒的一届学生

好奇与理性
贯穿于社交理念

走入社会
大胆迈出社交舒适圈

在汪琪仍然恣意徜徉在象牙塔
中的同时，有一批Z世代的先行者
们已经做好瞭望社会的准备。某
种意义上来说，原来“小社交”
的安逸环境将被继续撕开一个大
口子，进而接受来自社会的“大
社交”洗礼。

初次跨入这艘大船中，他们充
满好奇与包容心。《调查》中有一
组数据很明显地反映出这样的特
性：有 38%的受访人表示喜欢社
交，48%的受众对社交表现出一
般、不排斥的态度。在虚拟网络
逐步带动社交方式发展的今天，
95 后们的态度反倒显得特别的

“务实”——约有4成受访人表示
自己更加喜欢现实生活中的社
交，将近2则更青睐虚拟网络上的
社交方式，两者都喜欢的人数占
到3成左右。

那么，投射到一个个个体中
去，是否真如数据所反映的那样？

1995 年出生的子璇分享了自
己的故事。她笑称自己是“Z 世
代”中的“老人”。今年，她即将
跨出大学校园，并以应届生的身
份进入人生中的第一个正式岗
位。别看她年纪小，却早就开始
为自己想从事的职业做起了准备
——为了进入媒体工作，她从大二
开始便辗转进入多家媒体进行实
习。

子璇毫不畏惧实习、工作中随
处可见的社交，尽管这其中也充
满了大大小小的挑战。“因为工作
的关系，常常要与各行各业的人
打交道，并且还要建立全新的联
系，这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
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
说，“但我一点也不怕，反而还比
较期待每次与他人进行一次次全
新的对话，每一次对话，总能收
获很多东西。”

除了每天奔波在家与实习单位
之间，子璇平均每周要采访 2-3
个人。如何与这部分人建立社交
关系，她会想尽各种方法去进行
尝试，尤其是借助社交平台等方
式。另外，除了每周不定期会与
好朋友一起吃饭以外，她也会经
常与工作中认识的新伙伴一同相
聚。

踏出社交舒适圈，不排斥认识
更多的人，不仅仅是子璇一个人
的社交风格。这种态度也早已体
现在 《调查》 的数据中。共有12
人坦言喜欢去和陌生人交流，还
有71人选择了“一般”的不排斥
态度。那么，这一世代的人会通
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认识结交新朋
友？通过“工作或学习的时候去
认识”这一途径去社交的受访人
占比 48%，另外有将近 2 成人表
示，自己会灵活应用互联网上的
各种社交平台去结交新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