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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内卷”在当代大学生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但是目前对于大学生内卷心理维度的研究仍在探索与发

展中。本研究结合文本挖掘和开放性问卷调查的方法，提炼出中国大学生内卷心理维度的内涵与概念。研究

1采用文本挖掘方法，通过分析知乎平台上以“内卷”为主题的讨论，明确大学生内卷兼有个体属性与社会

属性。研究2在研究1的基础上设计开放性问卷，并对大学生进行调查，通过分析作答内容，结合扎根理论进

一步提炼出大学生内卷的心理维度，即内卷状态、个人影响、环境感知，其中内卷状态包含内卷动力、过度

投入、不良情绪，个人影响包括积极影响、消极影响，环境感知包括社会压力、资源稀缺。综上，本研究首

次全面而系统地从个人与社会层面揭示了大学生内卷的心理维度，为后续准确探究大学生内卷心理对个人及

社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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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内卷”是当代大学生广泛讨论的热点话题，具有积极和消极意义。大多数研究将内卷描述为在激

烈的竞争环境中，个体为了获得有限资源或机会，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和代价，从而导致整体竞争水

平不断上升，但个体的实际收益并未显著增加的状态［1］。这种状态对大学生的心理产生了多方面的影

响，加剧了心理压力，导致心理疲劳，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和幸福［2］。

目前，绝大多数研究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内卷，鲜有研究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对内卷的心理维度进行探

索［3］。故本研究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使用Python对网络平台上内卷相关信息进行文本挖掘，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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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的心理维度。之后，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编制大学生内卷开放式调查问卷，并结合扎根理论，进一步

完善内卷心理维度的构建，从心理学实证角度完善内卷相关定义，全面而系统地揭示大学生“内卷”现

象的心理维度。

1.1  当前对于中国大学生内卷定义及不足

目前，关于“内卷”的心理学研究很少，且学界内对于“内卷”概念的定义未达成一致。有学者认

为“内卷”是一种特殊的竞争。代赞美认为“内卷是基于限制创造力状态中的精神内耗”［4］。张庆锐

认为“内卷是以超越他人为目的的单调、重复的竞争”［5］。骆荣认为“内卷是竞争投入增加，模式更

加精细化，但并没有个人和总量的实足增长。其本质为高成本内耗却未产生相应回报的困境”［6］。上

述定义皆从个人层面出发，涉及动机、投入—回报失衡、精神内耗等因素。陈继文则基于个体的心理过

程结合付出—回馈失衡理论，提出了个人层面的完整的对“内卷”的定义——“内卷是在付出—回馈失

衡的情况下，由认知策略导向仍持续增加学习投入的一种行为倾向，且伴随一定的情绪体验”［1］。

有学者认为“内卷”是一种复杂而嵌套的心理过程，不仅在个体层面上表现出稳定的心理加工过

程，还在群体层面上反映了一种群体社会心态与价值取向的表征。张雯提出内卷包含竞争行为、心理压

力、社会规范、资源稀缺四个特征维度，既反映个体层面的多种心理加工过程，也涉及多层级的信息加

工与整合，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状态及行为表现［3］。刘兴嘉认为，内卷状态指的是个体在内卷环境中

表现出过长的工作/学习时间、消极的情绪及工作/学习状态，在情绪方面表现为焦虑、紧张等，在工作

/学习方面主要表现为效率降低、思维迟缓等［7］。其定义都指出“内卷”环境对“内卷”状态的影响，

如社会规范、资源稀缺、社会压力等。

1.2  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内卷

人的心理受到多个层面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生态系统理论指出个体发展嵌套于一系列相互影响的环

境系统之中，这些系统包括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8］。在微观系统层面，内卷主要

体现在个体直接参与的环境中，如学校、家庭等。学生在学校中为了获得更好的成绩、排名，不得不投

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学习，但这种努力常常并未带来相应的回报，反而加剧了竞争压力［9］。中国

家长往往对孩子寄予厚望，这种期望无形中增加了学生的压力，促使他们参与内卷竞争［10］。

中间系统指的是各微观系统之间的联系或相互关系。学校和家庭之间的紧密联系可能加剧内卷现

象［11］。例如，家长对孩子学习成绩的过度关注可能促使学校采取更加严格的评价标准，从而加剧学生

的竞争压力。外层系统是指那些个体并未直接参与但却对其发展产生影响的系统，如社会环境、政策环

境等［12］。社会对高学历、高技能的追求和认可，以及教育政策、就业政策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导致

部分学生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而不得不参与内卷竞争。宏观系统指的是存在于以上三个系统中的文

化、亚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国自古以来推崇“万事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中国的文化始终浸润着成功

文化、竞争文化，在文化熏陶下成长的个体不可避免地对成功会追求和渴望［13］。

因此，本研究认为中国大学生内卷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嵌套心理过程，其心理内涵包涵个人与

群体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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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 1：基于文本挖掘的内卷相关话题研究

2.1  研究目的

运用网络爬虫技术，通过挖掘网民与内卷相关的在线评论数据，并结合相关理论回顾及内容分析

法，系统探究内卷状态的维度。

2.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2.1  研究对象

知乎作为一个综合性知识分享平台，拥有大量的用户群体，涵盖了各个年龄段、行业和背景的人

群。这为用户生成的内卷相关内容提供了广泛的来源，使得研究能够涵盖更多的观点、经验和案例。知

乎用户通常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表达能力，他们的回答和讨论往往较为深入、详细。这有助于挖掘出

更为准确、有深度的内卷现象相关信息，提升研究的可信度和有效性。故本研究借助知乎平台有关内卷

话题的用户回答，初步分析内卷心理维度划分。

2.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LDA主题模型对在线评论进行主题特征提取，LDA 是由 BLEI等人在 2003年提出，又称

三层贝叶斯概率模型，包含词、主题、文本 3 层结构，其基本思想是将文本表示为潜在主题的随机混

合，运用概率方法对模型进行反向推导，寻找文本集的语义结构，挖掘出文本的主题［14］。本研究使用

PMI算法计算文本中词语的共现强度。具体研究方法如图1所示。

图 1  研究方法

Figure 1 Research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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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数据采集

本研究采用Python语言编程和后羿采集器爬取知乎的以内卷为主题的在线评论，共爬取数据5796

条，时间范围为2019—2024年。

2.2.4  数据预处理

本研究采用Python语言环境jieba组件工具，对文本数据进行分词划分。对文本去噪后，构建包含互

联网语言习惯及内卷相关专有名词的自定义词典和同义词词典进行精准分词。为防止冗余信息干扰分析

结果，构建常见停用词表，在分词过程中去除停用词和数据。

2.2.5  词频统计

使用Python语言对清洗后数据的全部单词进行词频统计，获取前20最高频的词语。

2.2.6  关键词共现分析

使用Python对上述关键词做语义共现分析。通过分析关键词的共现情况，可以揭示不同关键词之间

的关联性和相关性，有助于理解文本中的语义关系，发现隐藏的主题和潜在的关联。

2.3  研究结果

2.3.1  词频统计结果及词云图

文本中前20最高频词分别为“内卷”“工作”“孩子”“社会”“竞争”“中国”“学习”“发

展”“努力”“时间”“生活”“行业”“一种”“教育”“公司”“资源”“选择”“学生”“企

业”“能力”。柱状图如图2所示，词云图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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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词频图

Figure 2 Word frequency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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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词云图

Figure 3  Word cloud map

2.3.2  关键词共现分析

图4为文本中关键词共现图谱，关键词之间有链接代表其具有相关关系，关键词之间的远近代表关

联度的强弱。内卷与竞争、努力、社会、行业、教育共现度最高。

默认布局 自定义布局

图 4  语义共现图

Figure 4 Semantic co-occurrence graphs

2.4  小结

通过文本挖掘的结果，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内卷现象与个人生活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首

先，“内卷”这一现象不仅广泛存在于工作、学习等个人生活领域，还与社会竞争、教育资源分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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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等宏观社会环境因素紧密相连。高频词如“竞争”“社会”“教育”的出现，体现了内卷现象背

后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动力机制。这些词汇揭示了大学生在面对有限的社会资源和激烈的竞争环境时，不

得不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维持或提升自己的地位，而这种过度投入往往并不能带来相应的回报，从

而加剧了他们的心理压力和焦虑感。

其次，“工作”“孩子”“学习”“时间”等词汇的高频出现，进一步揭示了内卷对个人日常生活

的深刻影响。这表明内卷不仅仅是一个宏观的社会现象，更是深入到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个人

的时间分配、精力投入和生活品质。在内卷的环境下，个体往往感到时间紧迫，需要不断投入更多的努

力来应对各种挑战［15］，这种持续的高强度投入使得他们产生焦虑、倦怠与疲惫，生活品质下降，心理

压力增大［16］。

此外，“选择”“能力”等词汇的共现也暗示了在内卷环境下，个体对于自我发展和未来路径的迷

茫与挣扎。这些词汇体现了他们在追求成长与面对现实限制之间的矛盾心理。在内卷的环境中，个体往

往感到自己的选择受限，当下与未来割裂，这种无奈和挫败感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心理压力［17］。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文本挖掘初步揭示了内卷现象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即内卷兼有个

人维度和社会维度。这一发现为后续通过问卷调查深入分析内卷心理维度提供了基础。在接下来的研究

中，我们将进一步探索内卷的个人维度与社会环境维度。

3  研究 2：基于扎根理论的内卷心理维度研究

3.1  研究目的

本研究在研究1基础上，设计开放性问卷的问题，并对大学生实行开放性问卷调查，得到大学生对

于内卷的认识与理解。研究者通过对作答内容编码分析，并结合扎根理论，提炼出大学生内卷状态的心

理维度划分及内容。

3.2  研究对象

通过网络问卷发放平台Credamo见数平台进行方便抽样选取174名大学生作答，剔除乱答、网络搜索答

案等无效问卷10份，获得有效问卷164份，问卷回收有效率94.25%。其中男生49人，女生115人，专业涉及

理学、工学、医学、农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被试其余特征如表1所示。

表 1  被试人口学特征（N=164）

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s (N=164)

人口学特征 人数 百分数

学校

“211”高校 32 19.50%
“985”高校 19 11.60%

普通本科学校 66 40.20%
重点本科学校 39 23.80%

专科大学 8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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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人口学特征 人数 百分数

班级排名

前25% 81 49.40%
前25%~50% 57 34.80%
前50%~75% 23 14.00%
前75%以外 3 1.80%

家庭经济

年收入15万~30万 25 15.20%
年收入30万以上 8 4.90%
年收入8万~15万 78 47.60%
年收入8万以下 53 32.30%

3.3  研究流程

编写大学生内卷开放性调查问卷，经专家审核修改后，对大学生进行施测。开放性问卷的问题如

下。问题1：“有人说，‘内卷’是面临资源稀缺和外部竞争压力的情况下，个体呈现出恶性竞争的现

象。你觉得还可以怎样更全面更好的描述呢？”；问题2：“您在生活工作中有哪些具体的‘内卷’表

现呢？这些表现分别是您主动内卷还是被动内卷呢？”；问题3：“您认为社会、文化、家庭、学校或

工作环境中的哪些因素加剧了‘内卷’现象？”；问题4：“您认为‘内卷’现象对个人的心理健康、

家庭关系、社交生活等方面产生了哪些影响？”。

研究者将被试作答内容导入Nvivo 20.0质性分析软件进行整理、编辑、编码及质性分析。本研究基于

扎根理论对被试作答进行质性分析，将文本资料依次进行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来获取

关键事件及表现特征以提炼大学生内卷的心理维度。

3.4  研究结果

3.4.1  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指在充分理解书面数据话语意义的基础上，将文本资料内容打散然后通过编码有意义

的单元将文本资料拆解为不同节［18］。在进行开放性编码前，研究者对每一位被试设置相应编号，避免

分析过程中资料混乱。随后，研究者利用Nvivo 20.0对导入的作答内容进行深入思考，以“大学生内卷心

理维度”为核心，不断寻找与对比反复出现的意义单元，将其设置为不同的节点，并进行编码，我们最

终提炼出36个编码，涉及778个参考点如表2所示。

3.4.2  主轴编码

研究者进一步围绕“大学生内卷心理维度”对作答内容进行主轴编码，对已获得的编码节点进行进一

步的整合与提炼，合并意义相近的编码，梳理不同编码的相互关联。其中，主轴编码是指研究者通过使用

最重要的或出现最频繁的开放式编码，深入分类、综合和组织文本资料进行，进而寻找存在语义关系的码

号并将其彼此关联［18］。研究者最终将36个编码归类为7个主轴编码节点，分别为“内卷动力”“过度投

入”“不良情绪”“社会压力”“资源稀缺”“积极影响”“消极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

3.4.3  选择性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进一步更抽象地整合与提炼已有范畴，生成并探索围绕该主题的主范畴，由此建立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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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间的联系［18］。研究者围绕“大学生内卷心理维度”这一核心概念进行进一步的整合与提炼，最终在

7个主轴编码节点的基础上提炼出3个新节点，分别为“内卷状态”“环境感知”“个人影响”，结果如

表2所示。

表 2  大学生内卷编码节点分布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coding nodes for college students introversion

序号 编码 参考点 主轴编码 选择性编码
1 避免落后 12

内卷动力

内卷状态

2 超越他人 3
3 追求成功 18
4 争取资源 31
5 无明确目标 6
6 增加学习工作时间 46

过度投入

7 增加学习工作量 25
8 偷偷学习工作 9
9 关注细节 6

10 参加各种活动 5
11 竞争白热化 26
12 付出回报失衡 17

不良情绪
13 焦虑 74
14 心理压力 59
15 抑郁 18
16 家庭期望 42

社会压力
环境感知

17 竞争文化 64
18 就业压力 57
19 升学压力 12
20 升职压力 10
21 生活节奏加快 2
22 同辈压力 43
23 经济压力 15
24 学业压力 10
25 资源不足 31

资源稀缺
26 资源分配不均 13
27 提升能力 7 积极影响

个人影响

28 低价值时间消耗 1

消极影响

29 加剧社会竞争 1
30 疲惫 17
31 破坏健康 9
32 破坏社会和谐 3
33 人际关系破坏 73
34 生活质量降低 6
35 幸福感降低 6
36 阴暗狡诈 1

3.5  小结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通过对164名大学生的开放性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深入分析，成功提炼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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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内卷的心理维度及其具体内容。研究过程经历了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阶段，逐步

构建了一个全面且细致的框架，以描述和解释大学生在内卷现象下的心理状态。

具体而言，内卷状态是大学生内卷的核心维度，内卷状态包括内卷动力、过度投入、不良情绪。内

卷动力是大学生内卷的动力结构，当代大学生内卷的目的是提高自身社会地位、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及超越他人，而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19］。这种目标转化为动力不断驱动大学生内卷，内卷的具体行为

表现为过度投入，即大学生不断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到学习与工作中，不断增加学习工作量，同时为了提

高综合测评分参加各种活动。这样的个体行为不断推动群体就业与升学的门槛提高，付出与回报失衡，

在高付出-低回报的情况下，大学生的情绪状态会受到损害［1］，可能表现出抑郁、压抑等。大学生内卷

状态以焦虑为核心不良情绪，当代社会是一个焦虑加剧的社会［20］，每个大学生都面临被淘汰的焦虑，

都在恐惧失败的来临。

从社会层面来看，大学生内卷包含对内卷环境的感知，环境感知包括社会压力和资源稀缺。我国

处于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期，对高质量人才要求进一步提升，很多大学生想要打破阶层固化，将考公、

考研、考编等作为追逐的目标，而稀缺的研究生、公务员、事业编制单位岗的资源使大学生陷入内 

卷［21］。大学生感知到社会优质资源的稀缺与分配不均，这样的感知转化为内卷动力促使大学生内卷。

社会各个层面的压力也转化为内卷动力促使大学生内卷。家庭中父母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思

想、就业压力的增加、经济走势的下滑、教育中单一的评价体系、裹挟式的群体效应都成为大学生外部

压力源［22］。

当大学生处于内卷状态时，由于过度投入时间到学习与工作中，会忽略生活及人际交往，进

而导致生活幸福感降低、人际关系恶化、身心疲惫［23］。尽管有部分大学生认为内卷能提升自我能

力，但是其对个人及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大于其积极影响。大学生的个人内卷状态、对内卷环境的

感知，以及内卷行为造成的影响共同交织，构成大学生内卷。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提出

大学生内卷的初步定义，个体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感知到社会压力，以追求成功或争取资源为动

力，表现出过度投入的竞争行为，同时在付出-回报失衡的情况下，伴有不良情绪体验及其他影响，

理论框架如图5所示。

环境感知

个人
影响

内卷
状态

图 5  大学生内卷理论框架

Figure 5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llege students’ introv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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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本研究结合文本挖掘法与开放性调查方法开展了2项子研究，层层递进地探索了中国大学生内卷的

心理内涵及维度划分。

本研究明确区分了内卷与竞争的本质差异。竞争作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的重要机制，其目标

是合理且明确的，即通过努力获得更好的资源或机会，因此竞争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24］。而内卷

则是个体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感知到社会压力，以追求成功或争取资源为动力，表现出过度投入的竞

争行为，同时在付出-回报失衡的情况下，伴有不良情绪体验及其他影响。但是，不同于以往研究［25］，

本研究指出内卷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内卷会促进个体不断追求提升自我，加速自我进步，这也解释为

何当前大学生半主动、半被动地陷入内卷。因此，对于大学生内卷心理内涵及维度划分的确定，有助于

我们更准确地把握社会现象，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

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尽管本研究已尽可能扩大样本范围，但仍存在地域、学校类型等方面的局

限性，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适性。虽然我们结合了文本挖掘与扎根理论两种方法，但在实际操作中可

能存在方法融合度不够高的问题，未来需进一步探索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方式。由于内卷现象本身的复

杂性和多样性，本研究在内卷概念的界定上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模糊性，未来需加强跨学科合作，

共同完善内卷概念的理论体系。

5  结论

中国大学生内卷心理是多维度嵌套心理过程，涵盖个人属性与社会属性，包括内卷状态、环境感

知和个人影响三个维度。中国大学生的内卷状态具有多重表现，包括内卷动机、过度投入，以及不良情

绪。内卷心理对大学生个人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积极方面包括提升能力，而消极方面则包括

低价值时间消耗、疲惫、破坏健康等。大学生对内卷环境感知涉及多个层面，包括社会压力（如家庭期

望、竞争文化、就业压力等）和资源稀缺（如资源不足、资源分配不均）。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对大

学生内卷心理的准确测量及内卷心理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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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aling 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of Involution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Text Mining and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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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involution” has garner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among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however, research on 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still in its exploratory and developmental stage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mploy text mining and open 
questionnaires to extract the connotation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specific to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In Study 1, a text mining approach was utilized to analyze discussions 
on Zhihu platform regarding introversion, revealing that college students’ involution encompasses both 
individual attributes and social aspects. Building upon Study 1, Study 2 designed an open questionnaire 
which investigated involu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analysis of response content combined 
with grounded theory, this study further refined 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associated with 
introver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namely involution state, personal influence, and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The category of involution state includes factors such as motivation for involution, excessive 
self-investment, and negative emotions; personal influence comprises positive influences as well as 
negative influences; while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incorporates social pressures along with resource 
scarcity. In conclusion, this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sheds light on 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of involu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rom both individualistic and societal perspectives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Furthermore,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subsequent accurate exploration 
into how involution psychology impacts personal grow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volution; Text mining; Grounded the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