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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是学校德育的重要目标之一，随着公民教育的发展，社会责任感教育备受关注。

课题组使用自编的问卷对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发展 情 况 进 行 了 调 查，结 果 发 现：青 少 年 表 现 出 一 定 良 好 的 责 任 认

知与积极的责任情感，但也存在对社会公共责任和国家责任缺乏较高认同，责任认知与责任行为脱节，欠缺承担后

果责任等问题，这与社会、教育整体氛围及学校社会责任感教育不到位有关。因此，学校需要从多方面加强社会责

任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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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感是人的重要德行之一。近年随着公民教育的推进，培养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社会

责任感教育成为重要课题。把握青少年社会责任感的发展动态是研究的重要前提之一，课题组在参考

国内大量相关量表的基础上，编制了青少年社会责任感调查的初始问卷，经过预测后确定了正式的调查

问卷，对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状况展开了测查。
社会责任感是一个广义和狭义兼具的概念，本调查立足的是广义的社会责任感，主要涉及家庭责任

感、社会公共责任感和国家民族责任感三个方面。问卷采取选择题和五点式两种形式，选择题主要测评

青少年的责任认识和责任情感状况，五点式量表主要测量青少年的责任行为情况以及对与责任有关的

价值观念的认同程度。
调查对象是来自陕西、青海、新疆、河南以及内蒙古的初高中学生。课题组共发放２　３５０份问卷，回

收２　０６８份问卷，回收率为８８％，有效问卷１　９７８份，有效率９５．６５％。其中男生９２４人，占４６．７％，女生

１　０５４人，占５３．３％；初中学生１　１３１人，占５７．２％，高中学生８４７人，占４２．８％。
使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了原始数据录入和整理，并进行了相关的描述统计、均值比较和相关

分析等工作。

　　一、青少年社会责任感的发展现状

１．有一定正确的责任知识

责任感是责任认知、责任情感和责任行为的统一，其中责任认知的发展是以责任知识的掌握为基

础。［１］责任知识即有关“责任”本身的基本知识，包括个体的责任规定性、责任的内涵与价值、责任的实现

条件等。缺乏正确的责任知识，会阻碍责任认知能力的发展，也会影响责任的认同与践行。
本次调查从责任与生活的关系、责任与人的心理需要以及责任与自由的关系三方面检测了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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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知识情况。调查发现，７４．０％的被调查学生赞同“履行责任是一个人价值的体现”，７３．５％的学生

认可“责任与幸福生活息息相关”，７１．９％的学生认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５８．３％的学生不认

为“承担责任对人的自由生活是一种限制”，６７．５％的学生不认同“尽责就是服务他人，但对个体自身没

有好处”的说法，５０．４％的学生不认为“履行责任与获得安全感，没有必然联系”。总体而言，青少年学生

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正确责任知识，能意识到责任的重要价值。当然，也有１／３甚至更多的青少年在某些

责任知识上存在不良认识，这也是不能不引起注意的。

２．有较积极的责任情感

责任情感由同情心、义务感、良心、羞耻感、爱心与奉献精神构成。［１］近年由于一些令人震惊的学生

不良甚至违法事件如药家鑫案、复旦投毒案，以及青少年群体欺侮事件等的出现，青少年的同情心、爱

心、羞耻感等引起了人们的担忧。课题组对青少年的同情心、羞耻感、愧疚感等进行了调查，发现大多数

青少年表现出了令人欣慰的积极责任情感。面对“青年人和老年人争抢地铁座位”事件，绝大多数学生

选择青年人让座，除了出于尊敬的心理（４６％）外，还有１９．０％的学生出于“我们也会老”的心理，１５．９％
的学生担心老人摔伤。对 于“中 国 式 过 马 路”现 象，４５．２％的 学 生 感 到 羞 愧，认 为 显 现 了 国 人 的 陋 习，

９．２％的学生感到气愤。８６．１％的学生会因自己让父母失望或痛心而感到内疚；７４．６％的学生在做了有

损集体荣誉或社会公德的事时会出现自责心理；６０．５％的学生对那些对他人漠不关心的人有厌恶之情。
调查也发现，正义感（８１．７％），爱心、同情心（８１．３％），为社会、为他人着想和服务的意愿（７４．９％），

合作互助精神（７２．４％），明确的是非观念（６９．５％）是青少年认同度最高的五种社会责任感的品质表现。
这与责任情感的基本构成是吻合的，反映了青少年对责任情感有较好的认知。但是，羞耻感的认同度较

低（１８．１％），这说明青少年对羞耻感与责任感之间的关联认识不足。

３．家庭责任意识明显，“孝敬父母”被认同为社会责任感的首位表现

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会有哪些行为表现这一问题能反映青少年在社会责任感上的倾向性。调

查发现：“孝敬父母”被青少年普遍认同为社会责任感的首要行为表现；其他４种行为分别是关心他人，
别人有难时伸出援手；正视自己的错误，敢于承担行为的后果；遵守社会公德，维护社会秩序；有集体荣

誉感，积极与人合作。同时，７３．８％的被调查学生认为承担自己力所能及的家务是应尽的义务。可见青

少年非常看重家庭责任，有较强的家庭责任意识，这从他们对“啃老”现象的认识上也能窥见。７０．６％的

学生能体会到父母的辛劳付出，对啃老行为感到羞耻；２３．５％的学生认识到个体的自食其力，对啃老行

为非常痛恨。相比于前者，这部分学生的家庭责任感深化了，由情感上“体谅父母的辛苦”深入到“应该

自食其力”的行为选择上。

４．有较好的社会公共责任认知，对不良社会现象有正确的认识

社会公共责任感是本次调查的重点。课题组选取了近年媒体讨论较多的热点事件，如“中国式过马

路”、破坏名胜古迹、食品安全和绿色出行等。通过考察青少年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和看法，判断他们社会

公共责任感的发展情况。
总体而言，被调查学生表现出较好的社会公共责任认知，赞同（７９．８％）“每个人都有责任使这个社

会变得更美好”，支持绿色出行倡议，对中国式过马路、破坏名胜古迹、生产不安全食品等不良现象持否

定态度。值得肯定的是，部分青少年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表现出明显的公共生活意识和较深入的责任情

感。如面对“中国式过马路”现象，３９．８％的被调查学生认为与人们缺乏规则意识有关。在食品安全问

题上，５５．４％的学生认为无视食品安全的生产行为有违职业道德，有了职业道德意识；１８．５％的学生认

为这“会 伤 害 很 多 人 的 利 益”，表 现 出 公 民 应 有 的 公 共 精 神。同 样，生 产 者 缺 乏 职 业 操 守 和 自 律

（４８．６％），企业和生产者缺乏对消费者生命的敬畏（４０．６％），也是被调查学生认为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

两个主要原因，仅次于追求物质利益（５１．６％）和国家相关部门监管不力（５０．６％）两项。可见，社会规

则、职业道德与公众利益已经成为部分青少年思考社会问题的重要角度，社会责任意识有了更深入的

表现。

５．有一定的国家民族身份感，“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最令青少年引以为豪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认同、民族认同问题日益凸显，国家民族责任感也成为一个重要 的 话 题。
课题组通过国家危机感、文化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对青少年的国家民族责任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大
多数青少年（７１．９％）能感受到国家发展面临许多挑战，有一定的危机感。７７．３％的学生对传统美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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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态度，认为应当继承传统美德，部分学生认识到传统美德的现代价值，将其与民族文化和象征联

系起来，体现了对民族文化的积极情感。此外，今天的青少年具有一定的民族自豪感，“中华五千年的文

明历史”（５４．９％）是最令他们引以为豪的事情，其次是历次大灾难面前国人的团结一致（５２．９％）、科技

的快速发 展（３３．１％）以 及 国 家 国 际 地 位 的 提 升（３２．６％），这 也 得 到 了 教 师 和 家 长（分 别 为６０．０％和

５３．４％）的认同。总体上看，当今青少年虽然没有把国家、民族时刻挂在嘴边，但他们有一定的国家民族

身份感，在内心中对国家发展、民族传统也具有较积极的情感。

　　二、青少年社会责任感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１．青少年社会责任感的主要问题

青少年在家庭、社会和国家民族方面形成了一定积极的责任意识和情感，但是调查也发现了一些值

得思考和注意的问题。
（１）个人利益倾向明显，社会公共责任和国家责任的认同度相对不高。当今个体化、功利化的生活

取向已经显露，这在青少年身上也有了表现。凡事只顾及自己的利益，成为青少年突出的不良行为之

一，在青少年学生、教师及家长的调查中分别排在第二、第三和第四位。在行动上，３４．６％的学生做事时

一般不顾及他人的感受，２９．６％的学生对此“不确定”。进一步而言，虽然青少年表现出了较好的社会责

任认知，但相比于家庭责任，社会公共责任和国家责任的整体认同度并不高。自觉抵制社会上的不良行

为（６．７％），有民族自豪感，继承和发扬传统美德（６．６％），力所能及地维护周边的环境（４．６％），关心国

家大事（４．５％），这些是青少年认同率最低的四种社会责任感的行为表现。在意识上，“各扫门前雪”的

思想不乏少数，约１／３的青少年学生（３２．５％）认为它在今天很适用。在行动上，担当社会公共责任的积

极性有所欠缺。如在绿色出行上，１５．３％的学生认为这不符合现代人较快生活节奏的需要，１２．７％的学

生认为关键是政府应该加大治理力度，８％的学生认为应由企业负责改善。在国家民族责任上，教师和

家长普遍反映青少年具有一定的民族自豪感但并不强烈。
（２）责任认知与责任行为存在脱节现象。相比于责任认知上的较好表现，青少年的责任行为滞后，

责任认知与责任行为存在脱节现象。虽然很多青少年认为应该孝敬父母，但“不尊重、感恩父母”是其最

明显的不良行为，在学生和教师的调查中均排在第一位，在家长调查中排在第三位。当与父母产生分歧

时，５５．２％的青少年愿意尝试和父母沟通，然而据家长反映，在八种良好家庭行为表现中，青少年在“主

动与父母沟通并且不以极端方式解决冲突”方面做得最不好（９％）。在社会公共责任方面，青少年的行

为表现也欠佳。面对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一半的学生表现出无奈或沉默状态，承认“已经习惯了国

人的某些不良行为”。面对破坏名胜古迹的现象，仅有一半的青少年选择上前制止；其余学生要么选择

无奈，自己管不了（２４．６％）；要么选择提醒自己注意（１２．６％）；也有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３．３％）和已

经司空见惯了的（２．８％）。对 于 食 品 安 全 问 题，也 仅 有１８．０％的 青 少 年 学 生 选 择 若 是 知 情 会 举 报 这

类事。
（３）缺乏勇于担当行为后果的责任。责任是尽责与问责的统一，既包括主动承担某种责任，也包括

因没有做好分内之事而承担的行为结果。后者是一个人履行责任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人具有责任感

的重要体现。只有敢于担当行为的不良结果，才能真正承担起社会责任。然而，在今天受多种因素的影

响，推诿责任，不敢承担后果的行为在青少年中并不少见。调查发现，“为自己的不良行为找借口”是青

少年普遍的不良行为之一，在青少年学生的调查中排在第四位，在教师和家长的调查中均排在第二位；
而且４７．８％的青少年学生承认在承担行为后果方面感到非常痛苦，２４．０％的学生不确定。

２．原因分析

（１）社会大背景中价值选择的感性化与私人生活意识的扩张。受功利化生活取向的影响，人们的

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表现出感性化特征，即人们在做出某种价值选择时，更多是从自身利益需要和主观

感受出发。“我的利益”“我的权利”“我的成功”“我喜欢”成为人们惯常的思维角度，而他人的利益、权利

和感受，以及“我的义务和责任”并不被关注。价值选择感性化的背后是个人主义的扩张，是一种自我沉

溺、自我封闭、自我迷恋的私人生活意识的扩张，即所谓的“自恋者”人格。调查就发现，在“一个有责任

心的人是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认可的”认识上，２５．４％的学生不赞同这一说法，１７．４％的学生选择

“不确定”。在学校教育空间中，个人主义演变为竞争性个人主义，一种“把学生塑造成为教育竞技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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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斗士’”，“倡导 占 有 式 的 个 人 竞 争，鼓 励 学 生 去 竞 争 更 多 的 资 源，去 占 有 更 好 的 教 育 机 会”［２］的

取向。
责任“源于人际间的相互依存性”［３］，它是人的社会性的规定和体现。只有意识到责任蕴含的关系

以及承载的意义，个体才能对责任形成感知与认同。这是一个理性的思考过程，也是一种共同体生活意

识生长的过程。个体主义的凸显无疑会导致共同体意识、社会意识的后撤，正如有学者所言：“‘自恋者’
迷恋自我以及以自我为圆心的亲密小圈子，将自己封闭于私人天地或者将公共空间洇透私人气息，导致

公共空间的死亡。”［４］于是，责任被等同为对己负责，对自己的利益负责，社会责任被忽略了。如此的社

会氛围给青少年社会责任感的养成带来了阻力。
（２）应试教育氛围中退隐的社会角色意识与受阻的责任担当机会。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扮演一定的

角色，有角色就有责任。积极承担角色，履行角色规定的行为，既是担当责任的表现，也是发展责任品质

的过程。然而，在应试教育依然挥之不去的氛围中，学生的社会角色意识和责任担当却受到了限制。一

方面，青少年学生被标签和形塑的核心身份和角色是“学生”，学习、上课、作业、考试构成了他们生活的

主色调，一切与学习、升学无关的事都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在学习之外，学生被剥夺了各种实

践责任的机会。在家庭中，父母基本包办了一切家务，“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成为父母最

欣赏的学习状态。在学校中，能激发责任养成的公共话题讨论、社会实践参与，以及参与学校公共生活

建设等都成为奢侈之事。这些在无形中影响了青少年对家庭成员和社会公民角色的积极采择与认同，
影响了他们对责任的感知与体验。因此，调查发现４０．８％的青少年学生承认不清楚自己需要承担的社

会责任。
（３）学校责任教育不到位。进入中学，青少年将经历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所言的角色混乱对角色同

一的阶段。随着对多样角色的发觉及自主意识的发展，青少年对自身的责任将会有更多的认识和体悟，
在这一阶段开展责任教育非常重要。然而，我国目前中学的责任教育并不是很令人满意。调查显示，

１５．６％的学生认为学校基本没有进行过责任教育；３３．２％的学生认为很少且很多是形式化的；１２．９％的

学生认为班主任在平 时 工 作 中 渗 透 过；２０．８％的 学 生 认 为 在 思 想 品 德（思 想 政 治）课 中 老 师 提 及 过；

１４．２％的学生认为班主任在班会课上涉及过；３．２％的学生认为上述方面都没有出现过。即便是思想品

德课所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４２．９％的学生认为作用不大；４０．３％的学生认为有的有作用，有的

没作用；１６．５％的学生认为基本没什么作用。
学校责任教育的不到位，与德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尴尬境地有关，也与我们缺乏对社会

责任感教育的深入研究与积极推进有关。

　　三、学校加强社会责任感教育的对策

担当责任，是一个人步入成熟的社会化阶段的重要表现，也是公民的重要品质之一。在中学阶段，
社会责任感教育应该是 学 校 德 育 的 重 要 内 容 之 一，学 校、教 师 应 该 自 觉 地、有 意 识 地 加 强 社 会 责 任 感

教育。

１．构建学校的公共生活领域，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指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的公民只能成长于民主的生活。［５］同样，责任也

必须在生活中养成。青少年对社会公共责任缺乏关注与其缺乏公共生活的氛围有很大的关系。立足学

校公共生活领域的开启，在公共生活中养成责任品质，应该成为社会责任感教育的基本定位点。
刘铁芳教授指出，当人们摆脱家务之私和一己生活方面的关怀，开始与其他人就彼此共同关切的事

情有所交流之时，公共领域就由此而生。［６］因此，构建公共生活领域，学校至少需要关注两个方面：第一，
积极调动学生参与学校公共生活的构建。在竞争性个人主义的教育氛围中，学生们已不再关心学校生

活的质量，更慢慢失去了参与生活建设的主动性，“参与班级管理”被青少年看做最不能有效提高社会责

任感的教育形式正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提醒学校、教师必须调动学生参与公共生活建设的主动性。这

需要学校赋予学生参与的权利，权利与责任相配伍，没有权利就很难主动承担责任。为此，学校各项规

定的出台、各种校园活动的安排应积极听取、尊重学生的意见，班主任教师应适时放手引导学生组织、管
理班级事务和活动，鼓励学生社团的发展，积极发挥社团的作用。第二，创造讨论社会公共话题的空间。
学校应该积极结合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在学生中开展时事、热点话题的民主交流和讨论，激发他们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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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事务的关注。事实上，这种形式也是青少年认为的五种有效的社会责任感教育途径之一。

２．加强核心价值的渗透与培养，推动社会责任的认同与践行

责任是人的一种价值选择，人们选择是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多大的责任，都取决于其对责任所承载的

意义的认识与认可，这与人的价值观密不可分。同时，责任并不像诚信、感恩等是一个边界非常明确的品

质，它往往内含了很多德行。所以，说到底责任是一个价值系统，社会责任感教育应该是一个围绕“社会责

任感”的价值教育体系。加强核心价值的渗透对于引导学生内化社会责任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在价值多元

时代中更加必要；同时，它也是构建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因为公共生活是以公共价值为内蕴的。
基于社会责任感教育的需要，核心价值教育的内容应涉及家庭生活、社会公共生活、职业生活以及

国家生活等领域，具体包括正确的责任观、家庭观、公民观、职业观、国家观等，以及尊重、参与、公正、团

结、诚信、关爱、互助、爱国等价值品质。学校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核心价值的渗透与培养，如思想品

德课程教学，渗透核心价值的学校精神文化活动以及相互尊重、关爱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的建立等。

３．优化思想品德课教学，并辅以多样的教育活动

作为德育的重要途径之一，思想品德课在中学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加强、优化思想品德课教学

是实施社会责任感教育必不可少的途径。目前，“责任”是初中思想品德课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教师应

该立足教材并结合青少年的现实生活充分挖掘责任话题，积极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课堂参与

性，以提高思想品德课的教学水平。在这里，教师要注意开展价值对话，包括师生在责任情境中围绕相

关价值问题或事件展开的对话，也包括双方直面价值冲突展开的对话。
除了“较好的思想品德课教学”（３５．７％），“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６１．５％）、阅读（４６．８％）和班

级组织的活动（４０．８％）也是青少年认为提高社会责任感的良好活动形式。阅读是一项能够涵养人的心

灵、供给精神养料的活动。它被看做是提高社会责任感的一种有效途径，反映了青少年独特的心理发展

需要。学校和教师应尊重学生的阅读意愿并引导学生阅读一些有益书籍，感受榜样的熏陶；同时，学校、
教师应该积极结合学生的需要开展有意义的班级活动，不论是辩论、文体还是班级社团活动，也可以利

用假期组织学生参与一些社会服务活动。这也有助于解决责任认知与责任行为脱节的问题。

４．注重结合青少年的发展困惑，推动社会责任感教育的实效

中学阶段的青少年学生进入了“心理断乳期”，开始与父母、老师和长辈有了距离，内心有了更多自

己的想法、情感和体验。这一时期开展社会责任感教育，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青少年的发展困惑或心

理所需。把握青少年的发展困惑，有针对性地渗透社会责任感，能使责任的引导更易于被他们接受、认

同和内化。调查发现，当前青少年平时关注或讨论较多的话题集中在日常生活中的烦恼（１５．４％）、娱乐

（１４．６％）、交友（１４．１％）、与父母的关系（１０．５％）和个人发展（１０．３％）五个方面。其中除了娱乐与社会

责任感缺乏明显的关联外，其他四个方面都牵涉责任话题。学校和老师应该以学生的心理和人生发展

话题为契机，引导学生认识、感受“责任”的重要意义。同时，教师要客观、公正、宽容地对待学生在学习、
交往、承担班级事务、参与班级活动等方面出现的不当之处，要注意结合青少年“好面子”的心理，引导他

们正视行为的不良结果，鼓励他们敢于并主动承担行为的后果。在这方面，教师特别需要注意与青少年

学生建立真诚、民主、平等的对话关系，善于利用学生生活中的素材或资源，促使他们真实地表达心声与

认识；注意倾听、捕捉、尊重学生原有的责任认知、情感体验、行为经历等，克服其障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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