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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教育视角下对贵州青少年正义感现状 

调查研究 

刘晓东 彭利兰 徐万明 张森 杨梅花 

(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556000) 

【摘 要】公平与正义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青少年处在人生最关键的时期。为了解贵州青少年的正义感水平

和影响因素现状，通过对贵州省548 名青少年进行实证调查，结果显示: 贵州青少年的正义感水平尚可，超过半数

有见义勇为的行动倾向，正义感倾向也趋理智，但是青少年对社会正义感认知比较消极。据此，提出了贵州青少年

正义感培育的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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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与正义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正义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义感作为人的一种高级道德情感指追求正义、伸张正义

的道德意识和行为。青少年是指儿童与成年人之间的年龄阶段，也是少年与青年重叠的部分，一般是指 14 岁至 18 岁之间，是

人身心发展的形成期、关键期，这段期间的人多为中学生。青少年阶段道德发展水平呈现出“公正心理取向逐渐成为道德判断

的主要方面”的显著特征。 

目前对青少年这个特定人群的正义感研究缺乏，而人们普遍认为当前社会正义感缺失，所以经常有麻木的“看客”见诸报

端。本文从青少年这个特殊人群出发，以实证调查获取其正义感现状，及其成因，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甚至公民素质培养

提供参考。 

一、调查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从基本情况、正义行为、正义行为原因分析和影响正义感形成的因素四个方面专门设计了问卷。基本情况包括调

查对象的性别、年龄、民族、户籍和在校情况; 正义行为通过设计提问“假设在车站见到一名中年男子抢夺该女子财物并殴打

一名陌生女子，是否出手相救?”用于调查青少年的正义行为; 正义感原因通过不同正义行为人的各种原因调查分析正义感行为

并进行差异比较; 最后调查问卷设计了正义感培养途径调查，用以分析各种影响正义感培养因素的影响程度。调查问卷总计回

收 548 份，主要发到中小学校，其中有效问卷 504 份。 

二、贵州青少年正义感现状调查 

( 一) 贵州青少年正义感认知 

调查结果显示， 14 － 18 岁青少年当中有 80． 8% 认为当今社会正义感缺乏，其中认为有点缺乏的占整个调查人群的

42． 6% 而认为很缺乏的占 38． 2%，只有 13． 2%的青少年认为当今社会不缺乏正义感，剩下的 5． 6%的青少年则对社会正义

感缺乏与否不清楚。以上结果说明贵州青少年主观上比较普遍认为当今社会正义感缺乏。在正义感自我认知当中超过一半 5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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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少年认为自己是有正义感的，而认为自己没有正义感的只占 10． 7%，表示不清楚的占 32． 1%。我们从结果可以看出，贵

州青少年普遍对社会正义感现状表示出悲观，但对自身正义感表示出了乐观。 

( 二) 贵州青少年正义感评价 

14 － 18 岁贵州青少年当中总体有 45． 2% 在遇到别人被抢劫施暴时选择了挺身而出，选择不会挺身而出的只占 16． 3%，

而剩下 38． 5%表示不知道是否会挺身而出，原因结果显示有 54% 和 60． 3%选择了“先观察情况”和“帮忙报警或者叫警察”。

这说明贵州青少年在目睹他人身处危难多数能挺身而出、伸张正义，而且还能比较理性地处理，选择了先观察或者直接选择报

警。 

在调查的有效问卷当中，男性占比 50． 4%，女性占 49． 6%，而在正义行为的调查中男性 60． 6%选择了挺身而出，选择

不会的只占 11． 1%，不知道的 28． 3%; 女性选择会、不会和不知道的分别为 29． 6%、22． 4%和 48%。在民族成分当中，主

要的苗族、汉、侗族分别占 55． 7%、19%和 11． 9%，而在正义行为中分别有 43． 8%、50．1%和 46． 7%选择了会挺身而出， 

17． 0%、12． 5% 和 13． 3% 选择了否， 39． 2%、37． 4%和 40%选择了不知道。 

对引发正义行为的原因结果显示，最多的是“帮忙报警或者叫警察”( 60． 3%) 和“观察环境适时出手”( 54%) ，随后

是“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美德”( 31． 3%) 和“叫过路人一起帮忙”( 30．5%) ，还有“看不惯坏人”( 9． 9%) 、“我是

男生就该挺身而出”( 9．5%) 、“怕打不赢”( 7． 9%) 和“其它原因”( 7． 5%) ，最少的是“不关自己的事，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 2． 8%) 。 

正义感形成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受试青少年 62． 3% 认为是“社会风气”、60． 3% 认为是“公民素质”、57． 6% 认

为是“学校教育”、43． 3%认为是“家庭教育”，另外还有 38． 5% 认为是“奖励有正义感的人”、28． 2%认为是“立法”、

8． 3% 认为要“惩罚没有正义感的人”，最后还有 7． 5%选择了“其它”。 

（三) 贵州青少年正义感差异分析 

受试者中男性选择挺身而出的比女性高出 31 个百分点，是女性的两倍多，而男性选择不会挺身而出的只占女性的将近三分

之一，这是否说明男性比女性具有更强的正义感呢? 实际上，后面在原因的统计上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后面在选择“先

观察情况”和“帮忙报警或者叫警察”的女性占到了 57． 1% 和 64． 3%，比男性还高出 5 和 7 个百分点。 

这是由于更多的女性虽然选择了“不知道”却通过观察和报警用间接的行动实现了正义，这也是我们所推崇的“见义智为”。

男性在这种见义勇为的正义行为当中表现出更大胆、更直接，这就属于男女行为上的差异了。 

不同民族的青少年正义行为比较接近，汉族和贵州主要少数民族青少年在正义行为上没有明显的差异。在正义感认知上，

认为社会正义感不缺乏的青少年，选择会挺身而出的只占 37． 5%，而认为社会正义感缺乏和很缺乏的青少年，选择会挺身而出

的却占 48． 3%和 46． 8%，明显高出认为社会正义感不缺乏的青少年，这可能是认为社会正义感缺乏的青少年更有一种使命感

或者忧虑感，这些使命感或者忧虑感驱使他们更直接和更强烈地作出正义行动。认为自身有正义感的青少年选择挺身而出的比

例占到 58．3%，远远高于认为自身没有正义感的 31． 3% 和不清楚自身正义感情况的 40． 6%，说明自身正义感认知积极的青

少年在正义行为上也更为积极。 

三、正义感培育途径探讨 

以上统计分析显示青少年正义感强度不受性别、民族等影响，却受到青少年认知的显著影响。青少年的认知主要受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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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家庭的影响，这从调查问卷设计的正义感形成的影响因素结果里也可以看出，占比最大的社会风气和公民素质都是青少

年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立法、奖惩，也是通过国家立法、通过奖惩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法制社会环境。 

其次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学校和家庭是青少年最多接触也最关键的环境。学校教育主要通过教师尤其是班主任、辅导

员来进行。班主任、辅导员要公平公正对待每一个学生，才能最大程度培养青少年的正义感。 

另外学校应该积极引导学生参加公益事业、倡导信息管理公开，这些都能促进青少年自身的社会正义感形成。家庭里父母

言传身教对青少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现在的青少年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容易娇惯，家长更需要重视“应得”和“不该得”

的教育，这样才能为青少年正义感的养成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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