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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社会责任感现状调查研究——以南通理工学院

大学生为例
1
 

孙兰 葛晶 韩笑 周春红 

南通理工学院商学院 

摘要：大学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支柱，其肩负着社会、国家发展的重任，因此培育大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是当前时代发展中的重要课题。以南通理工学院为例，对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当前大学生

社会责任感现状，从社会教育、高校教育、家庭教育和自我教育 4 个方面，为提高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提出培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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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社会责任感作为大学生必备素质中的重要素质，其一旦形成，会使大学生拥有更加健全的人格，并通过履行责任实现个人价

值，因此，培育和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极为必要。大学生只有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才有可能担负起民族复兴的大任，为中

国梦的实现添砖加瓦。然而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中处处存在着物质利益的诱惑，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错误的引导，使

其出现社会责任感薄弱的现象。为了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提高进行引导，剖析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现状十分有必

要。因此，本文在调查分析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培养建议，试图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实践提供参

考。 

1 研究现状 

1.1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内容研究 

学者们普遍认为大学生责任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包含了多个方面的内容。鲍秋旭(2019)提出要从内在静态、外在动态两个

维度，将自己、家庭、他人、集体、国家、人类 6 个方面作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内在静态维度，认知、情感、行为 3 个层面作

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外在动态维度。王振宇(2009)认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除了包含对自身的责任感，还应当包含对家庭、他

人、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责任感。本研究认为大学生对于他人的责任感与对社会秩序、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责任感存在交叉区域，

例如给老弱病残让座，既体现了他人责任感，也体现了社会秩序责任感，因此本研究认为大学生对于他人的责任感可与对社会秩

 
1 作者简介：孙兰(1994-),女，汉族，江苏东台人，硕士，南通理工学院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治理与社会责任;;葛

晶(1992-),女，汉族，江苏海安人，硕士，南通理工学院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社会责任;;韩笑(1991-),女，

汉族，江苏海安人，硕士，南通理工学院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责任;;周春红(1992-),女，汉族，江苏海安人，硕士，

南通理工学院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基金：江苏省“十四五”工商管理重点建设学科项目(SJYH2022-2/285);2022 年度南通市基础科学研究和社会民生科技计划项目

“绿色发展理念下南通市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研究”(MSZ2022174);2021 年南通理工学院校级科研项目“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

状及培养研究”(2021XK(J)06); 

 



 

 2 

序等方面的责任感融合为社会责任感。基于此，本研究将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划分为国家责任感、社会责任感、集体责任感、家庭

责任感和个人责任感 5 个维度。 

1.2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方面的研究 

学者对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的内容和方法各有各的观点。杨闪闪、张云(2017)认为培育大学生社会责任感需构建社会、

学校、家庭、网络、自我五位一体协同作用的培育机制。王闯(2018)认为要用新时代思想强化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创新社会

责任感培养途径。社会责任感教育应当同时包含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家国情怀的理想信念教育、责任意识的社会担当教育，与

时俱进的实践创新教育和社会认同的归属感教育。伍安春、王让新(2019)认为要用习近平青年观引领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

培养，构建家庭、学校、政府、社会联动的合力育人机制，指导新时代大学生在知行合一中强化社会责任。汪仁杰(2021)认为可

通过鼓励大学生参与各项志愿服务，进而培育社会责任感。通过对上述研究进行归纳整理可以得出，现有对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

培养的观点基本上都是从政府、社会、高校、家庭、大学生自身这几个角度出发。 

2 问卷设计与发放 

研究问卷包含基本信息和问卷主体两方面，共 30 道题目，问卷题项借鉴了张巧飞(2020)的研究。问卷主体部分主要从国家

责任感、社会责任感、集体责任感、家庭责任感和个人责任感 5 个维度进行设计，每个维度 5 个问题，每个问题的回答按积极性

到消极性分为 4 个选项，以期了解大学生对社会责任感的认知和践行情况，最后邀请大学生对提高自身社会责任感途径提出看

法。样本对象为南通理工学院在校大学生。借助问卷星平台发放电子问卷，共发放 408 份，有效问卷 375 份，有效率达 92%。其

中，男生占比 41.7%,女生占比 58.3%;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或预备党员占比 4.6%,共青团员占比 77.7%,群众占比 17.7%。 

3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分析 

3.1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 社会责任感构成要素描述性分析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众数 

国家责任感 1 4 1.57 0.44 1 

社会责任感 1 4 1.52 0.42 1 

集体责任感 1 4 1.93 0.72 1 

家庭责任感 1 4 1.52 0.53 1 

个人责任感 1 4 1.63 0.67 1 

 

通过对社会责任感构成要素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表 1的结果。从均值来看，5 种社会责任感中国社会责任感和家庭责

任感的均值均为 1.52,国家责任感的均值为 1.57,个人责任感的均值为 1.63,集体责任感的均值为 1.93,可见大学生对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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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家庭责任感的态度较为接近，均值最高，而集体责任感的均值最低，反映出大学生对集体责任感的认知和践行情况最差。从

最小值和最大值来看，5 种社会责任感的最小值和最大值都是 1 和 4,只能说明有部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强烈，也有部分学生对

于 5 种责任感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存在认知不到位、责任感淡薄的情况。从标准差来看，根据标准差值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依次

为社会责任感、国家责任感、家庭责任感、个人责任感、集体责任感。其中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责任感的标准差值相差不大，仅相

差 0.02,然而另外 3 个责任感标准差的差值远大于 0.02,集体责任感的标准差值达到了 0.72,说明大学生对于集体责任感、家庭

责任感和个人责任感的认同和践行情况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对于集体责任感认知和践行差异最大。从众数来看，5 种社会责任

感的众数都是 1,说明大部分大学生对于 5 种社会责任感的认知和践行状态都处于最高水平。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大学生在社会

责任感方面的认知和实践水平较高，在集体责任感方面的认知和践行水平亟须提高，在个人责任感、家庭责任感和国家责任感方

面也需要进行培养。 

3.2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积极方面 

3.2.1 大学生对社会责任感的认知情况良好 

比如在“你是否了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相关内容及具体要求?”这个问题中，大部分学生表示非常了解、基本了解和有点

了解，只有 4%的学生完全不了解。在“你是否会有意识地注意提升自己，弥补自身不足?”这个问题中，98.28%的学生表示有此

意识，其中近一半学生已将意识付诸实践。在关于国家责任感的几个题项中，绝大部分学生都能意识到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息息

相关，且都能主动的关心国家大事。在关于家庭责任感的几个题项中，大部分学生都认为自己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对家庭负责，并

且愿意在空闲时间兼职以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 

3.2.2 大学生普遍能遵守基本的社会秩序 

比如在“你是否能够做到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一分不抢一秒?”这个问题中，84.57%的学生表示自己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在

“你在上公交车、客车、火车或在超市购买物品等时，是否可以做到有序排队?”这个问题中，95.43%的学生选择总是有序排队。

这些问题都表明了绝大部分大学生都能遵守基本的社会秩序，说明大部分大学生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但是也有极少部分的

大学生不能够遵守基本的社会秩序，这部分大学生还需要增强自身社会责任感。 

3.3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消极方面 

3.3.1 大学生缺少社会主人翁意识 

比如在“当你看到地上有垃圾时(例如饮料瓶、纸屑、塑料袋等),你的做法是?”这个问题中，38.86%的学生选择了主动捡起

垃圾，扔进垃圾桶，55.43%的学生表示自己有时捡，有时不捡，3.43%的学生表示别人不捡，我也不捡，还有 2.29%的学生表示

自己从不关心地上有无垃圾。在“有人在网络上发表侮辱性言论，传播负能量，你的看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虽然有超过 80%

的学生认为不可以这样，并感到气愤，但也有 4%的学生表示自己有时也会这样做，6.86%的学生认为这很正常，这是个人自由，

还有 7.43%的学生表示从不关心这种事情。以上都表明了大学生群体中存在部分人缺少社会主人翁意识的情况，有少部分的大学

生不能将个人荣誉感与集体荣誉感、国家荣誉感结合在一起。 

3.3.2 大学生存在利己主义的现象 

比如在“当班集体的重要活动与你个人的一般活动有冲突时，你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中，37.14%的学生选择积极参加集

体活动，8%的学生选择不太情愿地参加集体活动，49.71%的学生表示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5.14%的学生选择不顾集体

活动、坚决去完成自己的活动。在“当你在路边看到一个钱包并发现里边有特别多的钱时，你会怎么做?”这个问题中，虽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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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80%的学生选择了拾金不昧，立即交到派出所，但也有 7.43%的学生选择在给予报酬的前提下还给失主，甚至有 1.71%的学生

选择把钱昧下一部分或者全部昧下，还有 8%的学生表示怕麻烦，会假装没看到。这些选择都说明了有少部分大学生存在利己主

义的观念，需要加强对该部分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4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建议 

4.1 社会教育发挥保障作用 

社会教育是指由社会大环境形成的良好氛围对大学生所起的教育作用，其引导者为政府，主要参与者是社会组织和人民群

众，主要内容包含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倡导、对道德楷模人物故事进行宣传、对良好风气进行维护、对违反法律行为进行

惩戒、对违背道德的行为进行抵制等。大学生身处社会大环境之中，由于耳濡目染，其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必然会受到社会环境的

影响。对此，大学生自身也有着较清醒的认知，对于本研究问卷的最后一问“你认为哪个方面能够最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被调查者选择最多的是“社会影响”。由此可见，社会教育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至关重要，政府应加强对维护社会

秩序的制度建设，加大对具有正向引导作用的事迹的嘉奖以及对具有负面影响的事件的批判和惩戒。尤其是在网络如此发达的

今天，任何消息只要被传送至互联网，其带来的影响和后果则无法估量，大学生作为价值观尚不够成熟、社会责任感尚不够稳定

的群体，极易受到网络世界的影响。因此，政府在管理现实社会的同时，也应加强对虚拟社会的监管，构建一个良好的线上线下

社会氛围。 

4.2 高校教育发挥引导作用 

大学 4 年是学生塑造人格、培养社会责任感的关键时期，高校应当把握好这一阶段，在发挥育才功能的同时发挥好育人的引

导作用。为了响应习近平同志的号召，近几年各大高校均积极开展了对大学生的思政教育，然而绝大多数的思政教育仅囿于教室

之内，靠授课老师进行单方面的输出，缺少教室之外的实践环节。马克思说过“实践出真知”,任何理论只有经过实践的演绎，

才能彰显其真谛。对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只有让学生走出课堂，去经历社会实践，才能真正有所提高。除了最常见的青

年志愿者服务活动，高校还可以为学生多多提供实地参观历史遗址、支教下乡的机会，让学生通过多听、多看、多做的实践方式

提高自身的社会责任感。这其中还需要高校各党团组织的共同发力，结合党团主题教育活动开展社会责任感践行实践，不仅可以

增加实践活动的趣味性，也能提升其意义和价值。 

4.3 家庭教育发挥基础作用 

在“你认为哪个方面能够最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这个问题中，选择“家庭教育”的比例仅比“社会影响”所占

比例少 1.72%。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其言行举止会给孩子起到榜样的作用，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父母通常能给孩子带

来正向的影响。但是父母对待孩子不应该过于“无私奉献”,更不可无穷尽的一味满足孩子的要求，否则不利于孩子独立人格和

责任感的培养。父母社会责任感的强弱会对孩子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想要培养孩子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父母应当以身作

则，用实际行动影响孩子的责任观，比如自觉遵守公共秩序、维护公共环境、帮助有困难的人等行为，引导孩子模仿父母的行为，

实现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4.4 自我教育发挥核心作用 

自我教育是大学生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依据其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比如主动

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荣誉感；加强对社会热点和时事政治的关注，心系国家发展，自觉向楷模人物学习和靠

拢等。与前 3 种教育相比，自我教育对于提升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效果最为显著，因为只有当大学生主动产生提升社会责任感的

意识时，自我教育才能发挥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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