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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吴欣宇

身着汉服的年轻人手提花灯穿梭于非

遗市集，在露天电影幕布旁交换手工扎染

的布艺——这已不是传统的观光旅游，而

是年轻人的社交新形式。如今，互动体验

式文旅活动受到年轻人青睐。日前，中国

青 年 报 社 社 会 调 查 中 心 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对 1340 名青年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78.9%的受访青年认为体验

式文旅活动会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方式，

67.5%的受访青年期待未来有更接地气、

深入当地的文化体验，60.2%的受访青年

期待体验式文旅活动设计更多社交环节。

“在互动中我交到了新朋友！”

偶然的机会，来自湖北武汉的 00 后

郝玥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河南开封万岁山武

侠城的互动式旅游项目，新奇的文旅形式

吸引她在今年端午节假期前去体验，因为

共同的兴趣，她还结识了一名新朋友一起

开启这段旅程。

园区内的活动非常丰富，有知识问

答、互动表演，许多环节都需要多人合作

完成，郝玥和她的旅行搭子也因此在这里

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这些活动把原本不

认识的人聚在了一起，大家玩得很开心。”

在浙江杭州宋城景区，来自浙江衢州

的 22 岁大学生麻婉婉被现场热闹的“抛绣

球招婿”表演深深吸引。绣球抛下，任何一名

游客都有可能成为“幸运儿”与演员共同演

绎这场招亲戏码。在热闹的氛围中，有些内

向的麻婉婉在 NPC（非玩家角色——记者
注）的鼓励下，慢慢踏出了社交的第一步。

“在互动中我交到了新朋友！我觉得这种文

旅形式会是未来年轻人社交的新趋势！”

调查中，78.9%的受访青年认为体验

式文旅活动会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方式。

郝玥发现，随着体验式文旅的宣传做

得越来越好，很多年轻人在旅游中更愿意

体验沉浸式的项目。但她觉得，目前一些

相关的主题乐园在流程设置和整体 NPC
质量的把控上还有待提升，她也希望景区

多挖掘当地民俗，让游客更多地感受到当

地的文化特色。“如果有更多有特色的当

地小吃，或是跟当地传统文化相关的文创

周边会更吸引我。”

年轻人希望体验式文旅活动在哪些

方面进行改进？调查显示， 60.2%的受

访青年期待设计更多社交环节，调动

游客积极性； 60.1%的受访青年希望增

加更多新颖、独特的体验内容；52.5%的

受访青年建议深入挖掘当地民俗文化，打

造特色主题。其他还有：降低价格，提高

性价比 （48.3%）；提升服务质量和专业

水平 （46.8%）；优化活动时间和流程安

排 （21.5%） 等。

“现在非遗漆扇、泉州簪花这些文化

体验好像全国都有。”来自北京的 27岁王

佳（化名）发现，现在不少地方的非遗或

民俗体验过于同质化。她觉得，虽然一些

商业化推广让这些传统民俗、非遗被更多

人了解，但如果只照搬表面形式、忽视文

化内涵，就可能使其失去“原本的味道”。

有文化、高科技、重社交……
年轻人畅想哪些沉浸式体验

麻婉婉希望，未来像宋城这样的主题

景区不仅能有与 NPC 的互动，还能有更

加沉浸式的戏剧演出，“最好能让游客参

与其中，如果以后有这种形式的表演，我

可能会再去体验”。

来自北京的 95 后考古专业学生刘蕴

舒期待，未来在文博数字化的影响下，有

更多博物馆引入 VR、AR 等科技元素，

也能有更多鲜活的表演形式，让游客有更

沉浸式的体验。据她观察，目前已有博物

馆开始了此类实践，如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正在举办 《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

文物精品展》，其中就有 VR 沉浸式体验

场景，以虚拟现实设备和人体动作捕捉等

科技手段让观众“穿越”到西夏时期并开

启一场探索之旅；湖北省博物馆在今年新

春举办了“千古绝响——曾侯乙编钟音乐

会”，采用高科技手段，让舞台效果、观

演体验等耳目一新。

“文博数字化也好，表演也好，这些

都是形式，重要的还是通过大家更容易接

受的方式，把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讲给更

多人听。”刘蕴舒说。

未来，你希望体验哪种新的体验式文

旅形式？数据显示，67.5%的受访青年希

望有更接地气、深入当地的文化体验 （如

体验一天“本地人”），56.7%的受访青年

希望有科技感更强的体验 （如元宇宙文

旅、AI 互动体验等），53.7%的受访青年

期待社交属性更强的体验 （如文旅+游戏

等）。其他还有：跨界融合的体验 （如文

旅+电竞、文旅+动漫等）（50.5%）、公益

性质的体验 （如环保主题文旅、助农体验

等）（28.1%） 等。

受访青年中，男性占

43.4%，女性占 56.6%。00
后 占 15.9% ，95 后 占

29.6%，90 后占 38.2%，85
后占 16.3%。

近八成受访青年认同年轻人社交新方式：体验式文旅
67.5%受访青年期待更接地气、深入当地的文化体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良好家风有助于青少年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家庭

和睦、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影响

因素。在你眼中，什么是良好的家

风？前不久，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

查 中 心 联 合 问 卷 网（wenjuan.
com），对 2667名青年进行的一项

调查显示，61.4%的受访青年认为

家风是家庭的风气与风格。受访

青年认为良好家风要包含勤俭节

约、团结和睦、诚信友善等方面。

“家风是一个家族
的风骨”

“家风是一个家族的风骨。”

今年 30岁的路瀚是山东济宁人，

父母从小就教育他要明辨是非。

“我的家族成员非常多，光舅舅

就有好几个。邻里乡亲对我们家

人 的 评 价 是 ‘ 这 家 人 都 很 靠

谱’”。路瀚觉得，如果一个人

是靠谱可交的，那么追溯他的家

庭，大概率也是不错的，连带对

他的家庭成员也会有一种信任

感。“我认为，一个人要注意自

身言行及带来的后果，不丢自己

的人，也不丢家里的人。”

武汉大学民俗学教研室主

任、武汉大学生态与社会文化研

究中心主任蔡磊指出，家风是一

个家庭或者家族世代相传的生活

作风、处世态度、道德修养和价值

观念。良好的家风是祖祖辈辈流

传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后

辈珍视和继承。

什么是家风？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理解和认知。调查中，61.4%
的受访青年认为是家庭的风气与风格，61.3%的受

访青年认为是家庭的核心价值观，61.1%的受访青

年觉得家风反映了家庭的处世哲学、行为准则，

56.4%的受访青年认为家风是家庭的文化环境，

51.6%的受访青年指出家风是家庭的教育内核，

43.3%的受访青年觉得家风是家庭的精神力量。

什么是青年眼中的良好家风

李思超是广东省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他在日

常教学中特别看重家风教育。在课堂上分析阅读理

解等题目，遇到相关的材料，他都会将一些有关家风

的教导穿插进去，“比如题目中涉及老一辈的勤俭节

约、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真诚待人这些道理，我都会

给学生进行拓展延伸，加深他们的印象。”

刘瑞琛出生在农村，现在是四川省成都市一所

实验小学的高级教师、学科带头人。良好的家风家训

让她一路走来受益良多。“因为家中长辈十分看重

‘家和万事兴’，我自小就成长在一个温馨的家庭氛

围里，这对我的性格养成有很大影响。此外，不管是

爷爷还是爸爸，他们常教育小辈，做事当‘尽力而为、

随心而行’，希望子女能有个人发展的内驱力，并成长

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他们很尊重下一代的想法，从不

会施加过多压力，为我们留有自我成长的空间。”

好的家风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调查显示，勤俭

节约（70.3%）、团结和睦（68.1%）、诚信友善（67.1%）
获选率排在前三，其他还有：奋斗进取（64.0%）、尊
老 爱 幼（60.5%）、热 爱 劳 动（60.5%）、自 强 不 息

（54.7%）、开拓创新（51.0%）、无私奉献（45.3%）、惜时

如金（42.6%）等。

当谈及良好家风的内涵，刘瑞琛认为，每个人的

成长环境不一样，有着不同的家庭观念、价值观念，

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家风，所以，良好家风也一定是多

元的。倡导建设良好家风，她认为，在对一些主流的

观念进行引导之余，更要鼓励多元细分的家风存在，

百花绽放。

蔡磊觉得，我国家风文化源远流长，兼具传统性

与时代性。结合当代的社会环境和思潮，她认为好的

家风应该要包括孝顺仁爱、勤勉节俭、好学上进、清

廉正义、家国情怀等多方面。

（姚秀清对此文亦有贡献，文中路瀚、刘瑞琛为
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家风作为一个家庭世代相传的“精

神密码”，潜移默化着家庭成员的价值

观与行为模式。拥有良好家风能够帮助

年轻人建立和谐稳定的婚姻关系，提高

家庭幸福指数。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

在择偶时看重对方的家风，反映了他们

对婚姻“可持续性”的一种理性、清醒

的考量。

前不久，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

心联合问卷网 （wenjuan.com），对 2667
名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4.8%的

受访青年明确表示找对象看重对方家

风。拥有良好家风，70.8%的受访青年

指出能真正懂得男女平等，相互尊重。

建设良好家风，79.3%的受访青年希望

推进家风教育进校园。

“比起颜值、经济条件、
学历等，家风或许是更为重
要的择偶标准”

李思超是广东省一所中学的教师。

小的时候，他经常帮父亲干农活儿。记

得有次回家的路上，下起了雨，路很

滑，自己两手空空脚下却不断打滑，父

亲挑着一担谷子却走得稳稳的。面对自

己的疑惑，父亲的回答令他终生难忘：

“正因为我肩上有了一副担子，内心就

有了一份责任，每一步也就走得格外小

心。肩上的担子还增加了身体的重量，

让脚下更踏实、更沉稳。”

李思超感慨，当时父亲工作遭受变

故，但仍维持起全家生计，身处逆境却

从不消极，“我想这就是父亲所说的责

任”。现在，李思超也有了自己的孩

子，受父亲影响，他也有着深深的家

庭责任感，“家风是家庭建设的宝贵精

神财富”。

90 后单身青年胡夏现在在北京一

家自媒体工作，她找对象特别看重对方

家风，例如家规家训、家人相处模式、

为人处世风格等。她注意到，现在年轻

人择偶越来越关注对方的家风了。“我

身边就有一名男生，相亲时一定会强调

自己家族三代没有出轨、家暴史，家风

很正。这点很受大家认可。”

调查中，94.8%的受访青年明确表

示，找对象看重对方家风，44.1%的受

访青年直言非常看重。

武汉大学民俗学教研室主任、武汉

大学生态与社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蔡磊

评价，年轻人择偶看重对方家风，体现

了一种理性、负责任的择偶观。“比起

颜值、经济条件、学历等，家风或许是

更为重要的择偶标准。”

“家风就像一种‘磁场’，
潜移默化着一个大家庭的
和谐”

刘瑞琛是成都市一所小学的高级教

师。她表示，一个人从小沐浴家风，长

大后步入婚姻有了新家，当两个人产生

了碰撞，家风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他们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和

能力。“一个好的婚姻状态是两个人从

各自家庭继承的家风，能在新的家庭

中融合，形成一个更优化的状态。”她认

为，年轻人在交往期间就重视了解考察

对方家风非常值得提倡，有利于提高未

来婚姻生活质量。“家风就像一种‘磁

场’，潜移默化着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两个家风相悖的人结合，最终将

是 3个家庭的不和睦。认知差异会让一

段婚姻的经营变得非常累。”今年 30岁
的路瀚是山东济宁人。他觉得，当下一

些家庭因为彩礼准备、婚礼安排等问题

产生矛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比如

一方家庭坚持要有排面才不委屈新人，

另一方家庭则觉得过于铺张不如把钱花

在更值得的地方，矛盾就来了”。

良好家风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具体

会带来哪些影响？ 70.8%的受访青年

指出能真正懂得男女平等，相互尊

重； 67.8%的受访青年表示会互相理

解，积极向上；66.1%的受访青年感慨

能明事理，有担当；61.0%的受访青年

指出会分担家务，不个人主义。其他还

有：养育子女责任共担 （58.6%）；用语

文明，注意言行 （52.9%）；相互扶持，

共同进步 （51.5%）；务实生活，拒绝拜

金 （46.6%） 等。

“良好家风会帮助一个人更好地解

决恋爱婚姻中的问题，无形之中引领一

个人朝着健康、正能量的方向发展。”

蔡磊指出，家风具有“遗传性”，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为

人之道和生活习惯，而这些都是影响婚

姻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当婚姻中的双

方都拥有良好家风，双方的责任感和包

容能力相对而言就会更强，生活态度也

会更加务实和理性。

建设良好家风，79.3%
受访青年希望推进家风教育
进校园

建设良好家风离不开教育。路瀚认

为，家风教育的黄金时期是中小学。

“进入大学或步入社会后，一个人的观

念已然形成，拥有良好家风能帮助其更

好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刘瑞琛在教学过程中发现，一些家

长本身的成长环境缺乏良好家风，在

教育孩子时也会不自觉地将老问题带

入到新家庭里，所以她现在做“家长

学校”就会反复提醒家长，不要让老

问题在下一代生根发芽。刘瑞琛直

言，这次家风采访“点醒”了她，下

一步，她会将“家风”作为“家长学

校”中独立的一块，挖掘学生家庭中

的良好家风。

蔡磊表示，推动建设良好家风固然

是全体公民的责任，但最为迫切和关键

的，是提升家长对家风重要性和良好家

风内涵的认识。她认为应通过教育和媒

介宣传，尤其是通过开办家风培养的家

长课堂，让更多家长认识到建立良好家

风的意义和途径。“另外，也应鼓励各

个家庭、家族重新挖掘家族历史，珍视

家族的优良传统，汲取经验教训，并以

生活教育的形式传承给下一代。”

推动家庭建设良好家风，79.3%的

受访青年希望推进家风教育进校园，组

织读书、演讲等多种教育活动，75.2%
的受访青年期待宣传“最美家庭”，展

示优良家风家教，68.2%的受访青年认

为当重视家风法治体系建设与完善，

53.5%的受访青年建议

发挥媒体力量，提高

全民意识。

（姚秀清对此文亦
有贡献，文中路瀚、刘
瑞琛为化名）

良好家风成青年择偶标准 94.8%受访青年找对象看重对方家风
“家风就像一种‘磁场’，潜移默化着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品芝

短视频看多了，感觉自己的思考能力

下降了，明明没做什么，但反而更累了。随

时随地刷短视频，时刻关注热搜……

你的生活被碎片化信息影响了吗？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对 1341 名

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3.3%的受

访者会随时随地刷短视频，61.7%的受

访者经常查看社交媒体。长时间接收碎

片化信息，50.3%的受访者感觉自己思

考能力下降，逻辑不清晰。59.3%的受访

者建议筛选信息来源，关注高质量、有价

值的媒体和账号。

63.3%受访者会随时
随地刷短视频

河北保定的 90 后史若男比较喜欢

乒乓球运动，会看和球员有关的视频及

公众号文章，她也会关注热搜，晚上睡前

会刷手机上的 App，时常本想 11 点就

睡，却不知不觉刷到凌晨两点。

调查中，63.3%的受访者会随时随地

刷短视频，61.7%的受访者经常查看社

交媒体，没有未读消息也反复刷，52.6%
的受访者即使在工作，也不时把手机拿

出来刷一刷，50.0%的受访者时刻关注

热搜，26.0%的受访者表示闲时难以看

长篇内容。

“有时确实很难控制刷手机的时间，

一刷就是一晚上。”甘肃兰州的邢红岚今

年 47岁，孩子上大学了。“现在空闲时间

多，刷手机的时间也就更长了。但长时间

看短视频后，会感觉很累，仔细回忆又很

难记清自己到底看了什么、学到什么，经

常是跟着短视频的情绪笑一下或难过一

下就过去了。而且经常熬夜对身体不好，

第二天精力也很难恢复过来。”

在北京读大学的宋爽现在即使没有

新消息，也会时不时地打开手机看一看，

“特别是在坐地铁或吃饭时，很难做到不

打开手机”。

长时间接触碎片化信
息，50.3%受访者感觉自己
思考能力下降

“短视频看多了，会导致自己无法长

时间集中注意力，有时上课出现走神的

情况，会不自觉地打开手机刷一刷社交

媒体平台，刷个几分钟才能再次集中注

意力。”宋爽感觉，接触的碎片化信息多

了，自己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了，一旦文

章超过 1000字，视频超过 1分钟，就没有

耐心看完，如果不能在十几秒内获得有

用的信息，就会觉得是在浪费时间。

长期浏览碎片化信息会有哪些影

响？调查中，50.3%的受访者感觉思考

能力下降，逻辑不清晰，48.9%的受访

者感觉长时间阅读、观影的能力下降，

43.8%的受访者感到难以集中注意力，

容易分心。

邢红岚表示，自己会通过社交软件

了解新闻资讯，刚开始时觉得上面的内

容比较轻松有趣，但长时间浏览后发

现，一些内容主观性太强，很难客观地

描述事件的全貌，有的信息甚至是经过

好几手的，很难确定真实性。而且长期

下来，感觉自己的思考能力在下降，不

愿意进行深度的思考分析，容易被这些

信息“牵着走”，被“带节奏”。

此外，35.7%的受访者发现不自觉地

浪费了大量时间，32.1%的受访者变得

不善于与他人线下沟通，28.9%的受访

者觉得现实生活没意思，22.5%的受访

者感觉情绪容易受碎片化信息干扰，波

动较大，16.0%的受访者认为减少了深

入学习的机会。

59.3%受访者建议筛选
信息来源，关注高质量、有价
值的媒体和账号

“本来时间安排得挺好，但因为看碎

片化信息，导致后续事情的时间非常紧

张，甚至不得不推迟。”为了减少碎片化

信息对生活的影响，史若男会删除一些

App，让自己阅读纸质书籍，参加线下的

读书会等。睡前她尝试把手机放在客厅，

不带进卧室，进行物理隔离。“物理隔离

的效果很好，但不好坚持。目前我会要求

自己不打开短视频 App，想看乒乓球比

赛就打开长视频软件。”

对抗碎片化信息的不良影响，59.3%
的受访者建议筛选信息来源，关注高质

量、有价值的媒体和账号；51.5%的受访

者建议设定目标并明确优先级，确保重

要任务不受碎片化信息干扰；49.1%的受

访者提出在需要专注的时候断网、远离

电子设备；39.1%的受访者建议使用时间

管理工具，提高专注力和工作效率；

37.4%的受访者建议卸载一些应用，关闭

微信朋友圈；32.7%的受访者建议培养深

度阅读习惯，选择书籍或长篇文章进行

深入学习；11.4%的受访者建议更多地参

与线下活动。

现在学习时，宋爽会把手机放得很

远来避免自己刷手机，或给自己设定任

务，只有完成任务才能玩手机。

宋爽还会选择出去走走，通过参加

线下活动来让自己远离手机。“前一阵我

和几个朋友去看了一场流星雨，在等待

的时间里，大家一起聊天，完全没有想着

去玩手机。”宋爽感觉，参加一些感兴趣

的线下活动是一种避免让自己陷入碎片

化信息的好方法。

“我在家附近的健身房办了卡、报了

课，晚上吃完饭休息一下就去上课，一直

到 9 点多，回家再收拾换洗一下就睡觉

了，用健身代替了原来的刷手机。”邢红

岚说，多安排点事情填满自己的生活能

减少浏览碎片化信息，也能有更多机会

和周围人交流，身心都很愉悦。

此外，邢红岚回家后还会关闭手机

网络。“这样可以不接收软件的信息推

送，也不接收微信等信息，能安静很多。

如果有事，可以打电话。”邢红岚还通过

听书来解决很难坚持阅读长篇作品的

问题，虽然刚开始不太能专注地听，但

她表示，坚持下去，慢慢地就能找回耐

心和专注力了。

受访者中，00 后占 13.8%，90 后占

49.3%，80后占 30.9%，70后占 4.9%，60后
占 1.1%。男性占 39.1%，女性占 60.9%。

（李斯宇对本文亦有贡献，应受访者
要求，邢红岚为化名）

长时间接触碎片化信息，超五成受访者感觉思考能力下降
减少碎片化信息的影响，59.3%受访者建议筛选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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