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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生活中，个体总是扮演着特定的社会角

色，这种社会角色又常常依附于特定的责任、权利和

义务，也就是说，个体应该做什么、应当如何做等往

往与个体所扮演的角色有着密切联系。责任感是指

个体在道德良心和道德情感上对他人或社会的伦理

关怀和伦理义务。责任感是一种道德情感和道德责

任，任何社会角色都要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如果个

体角色意识模糊、社会责任感缺失，就会产生角色不

清、角色冲突、角色中断、角色崩溃等问题，进而影响

个体的社会责任担当。

一、青少年责任感缺失的症候

从社会学维度看，角色是个体社会地位的外部

表现，也是关于个体责、权、利的行为模式，表达了社

会对个体行为的期待。学者拉尔夫·林顿认为，人类

总是生活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每个社会成员都

扮演着特定的社会角色，并通过社会角色与其他人

发生联系。因而，可以从角色扮演视角审视青少年

责任感问题，分析青少年责任感缺失的表现形式。

从总体上看，当代青少年能够积极主动地担当各种

社会角色，并且对国家和社会都有着较强的道德责

任感。但是在道德虚无主义、利己主义、物质主义等

不良文化思潮影响下，青少年也产生了角色意识模

糊、道德素质下滑、责任感缺失等问题。 [1]

1. 部分青少年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在市场经济

环境下，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等肆意泛滥，

深刻影响了青少年的思想认识和价值信仰，导致部

分青少年社会责任意识淡薄。许多青少年将个人主

义、利己主义等作为人生信条，以实用主义、功利主

义等作为价值导向，片面注重个人利益的索取和个

人价值的实现，不考虑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漠

视集体的利益，忽视了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义务和

社会责任。

2. 部分青少年生命责任意识缺失。道德责任首

先表现为对自身和他人的生命责任，如果青少年漠

视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丧失了对生命的尊重和

关爱，就会丧失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更难以具有社

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当前受学习压力大、情感

挫折、就业难度大等因素影响，青少年自杀事件频频

发生，青少年厌世、自杀等报道也常常见诸报端。据

有关机构统计，我国每年约有 25万青少年因心理问

题丧失生命，其中自杀已成为青少年群体的头号死

因。此外，青少年犯罪率也在逐年上升，青少年打架

斗殴、杀人、强奸等暴力犯罪案件屡见不鲜，这些都

说明青少年的生命意识、责任意识还有待提高。

3. 部分青少年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割裂。道德

责任是道德心理的重要范畴，它以知行合一的道德

实践为最终价值指向。当前，许多青少年都存在道

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割裂、责任认识与责任行为冲突

的问题，如部分青少年都认为自己应当承担社会责

任，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但在日常行

为中又追求绝对自由，强调实用主义，甚至以损害国

家或集体利益的方式牟取个人利益。再如，大部分

青少年对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污染环境、损害公共

财物、破坏公共秩序等现象深恶痛绝，但是在面对这

些丑恶现象时，许多青少年总是抱着“事不关己，高

高挂起”的态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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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德环境维度下青少年责任感缺失的成因

考察

马克思说过：“如果让这个‘我’脱离他的全部经

验生活关系……他就不会有其他责任与使命。”因

而，可以从道德环境维度出发，考察青少年责任感生

成的外部环境，探究青少年责任感缺失的社会原因。

1. 市场经济的冲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

最大化、效率至上、市场竞争等成为社会发展的规

则，功利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消费

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潮的泛滥，深刻地影响着青

少年的道德观念、价值信仰和思维方式，导致许多青

少年道德滑坡、诚信缺失、信仰虚无。此外，随着市

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道德取向变得多元化、个性化、

自由化，颠覆传统、蔑视权威、逃避责任、拒绝主流等

成为道德生活的流行态，在这种境遇下许多青少年

产生道德困惑、思想迷惘、精神焦虑，忽视了自己的

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常囿于个人生活、自我利益的

窠臼而不能自拔。 [2]

2. 社会转型的影响。当前在全球化、多极化、信

息化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政治、社会正进行现代

化转型的背景下，人们社会生活的可选择性、差异性

不断增加，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道德观念、政治信仰

等也趋于多样化。同时，贫富差距、社会腐败、诚信

缺失、道德失范等严重问题也给社会道德环境造成

了破坏，给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和价值观培养带来许

多负面影响，导致部分青少年责任意识、集体意识、

公德意识不断滑坡，青少年道德失范现象屡屡发生。

3. 青少年亚文化的误导。青少年亚文化对青少

年具有莫大的影响。所谓青少年亚文化是处于边缘

地位的青少年群体所创造的社会文化，它具有叛逆

性、颠覆性、边缘性等特征。与主流文化相比，青少

年亚文化是一种弱势文化，常游离于社会边缘，与青

少年群体的社会地位、心理特点等非常吻合。当青

少年遭到主流文化、家长文化的批判时，就可能陷入

主体意识丧失、人际关系冷漠、精神生活焦虑等困

境，并不自觉地认可和接纳一些亚文化，并在享乐、

逃避和封闭中放纵自我，用游戏人生、调侃社会、沉

湎网游等方式对待生活，这些直接影响了青少年责

任感的生成。 [3]

三、当前加强青少年责任感培育的策略

角色和责任之间是辩证统一的，道德责任依附

于社会角色而存在，社会角色在道德责任中获得强

化。从伦理学角度看，任何角色都蕴含着角色定位、

角色期待、角色权利、角色义务、角色规范等，承载着

相应的道德权利、道德利益、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

在成长过程中，青少年要不断进入新的社会角色，并

在扮演社会角色中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黑格尔说

过，“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全在于知道自己履行了责

任”。青少年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也是国家富

强、民族复兴的希望之所在，理应担当起国家富强、

社会发展、民族振兴的重要责任。因而，可以从角色

扮演视角出发，考察青少年社会责任感的生成路径，

以更好地提高青少年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

1.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培育青

少年的责任感。责任感属于道德情感的概念范畴，

由青少年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所决定。只有加强青少

年价值观教育，使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才能

产生履行道德责任的心理动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凝练与表达。因而，应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青少年

的社会责任感。应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用马克思主义引导青少年的人生观、世界观塑造，让

青少年正确认识“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人应当树立

什么样的理想”“怎样处理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关

系”等问题，使广大青少年形成爱岗敬业、奉献社会、

服务人民的社会价值观。要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

育青少年，培育青少年崇高的理想追求。理想是人

类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美好事物的追求，在人生过

程中发挥着“确定方向，增加动力”的重要作用。只

有当青少年树立了崇高的人生理想，才会拥有生活

的热情和奋斗的动力，并自觉地将个人价值与社会

进步、国家富强等联系起来。因而，应以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教育青少年，引导青少年树立远大的人生理

想，自觉投身于改革发展的历史潮流之中，自觉担当

自己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

端正提高青少年的善恶、美丑意识。荣辱观是个体

的世界观、价值观在道德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

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的外在表现。在青少年责任感

培育中，应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为青少年喜闻乐见

的形式大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引导广大青

少年知善恶、分是非、辨美丑，不断提升道德认识能

力和道德实践能力。 [4]

2. 创新青少年责任感培育的方法路径。社会责

任感培育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意义建构过程，这要求

青少年了解社会责任的正当性、合理性，深入把握社

会角色的道德义务、社会责任。应创新社会责任感

教育的方法路径，首先，教育方法从（下转第 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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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会乐意接受敬业价值观培育信息，主动建构自

身思想观念。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青年大学生

形成了初步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但是也不断受到国

内外各种思潮的影响和冲击。大学生是社会上最有

朝气的一个群体，但也是最容易被利用的一类群体，

因为他们大多缺乏社会经验。教育工作者应该反复

提醒告知：敬业观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之一，敬业

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

生在学校期间树立敬业价值观，在日常的生活和学

习过程中将敬业精神贯穿在每件小事中，并得到反

馈或鼓励，加深对敬业价值观的认识和认同，在工作

期间就能更顺利的开展工作，发挥个人能力，创造更

大的社会效益。大学生要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中的

敬业观，强调传统文化中倡导以国家、民族、集体为

重的整体精神，并将其与当前的时代特色相结合，也

需承认传统文化敬业观中以国家、民族、集体他人为

重的价值观在市场经济建设环境下具有局限性，不

能生搬硬套，需要从时代的角度出发，结合为人民服

务的思想理念对其进行改造。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敬业观与当代社会主义敬业精神相融合，青年大学

生才能更好地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培养社会责

任感和使命感。

4. 形成对敬业价值观的行为定势。经过了前面

几个阶段，之后就进入价值内化的阶段（行为定势阶

段）。大学生通过对敬业价值观培育信息的接受与

自身的知识结果和道德观念结合，经过内在的活动

把敬业价值观培育信息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和观念，

这种活动是积极主动的。大学生对敬业价值观培育

信息的内化要注重三个原则：一是目标性原则；二是

主体性原则；三是践履性原则。坚持目标性原则就

是要和我国社会发展方向相适应，与自身的知识结

构和道德结构相适应；坚持主体性原则，就要清楚内

化的主体是青年大学生，要理解和尊重大学生，来充

分调动青年大学生的积极性、能动性及创造性；坚持

践履性原则，把内化的观念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并

在实践中检验内化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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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1页）“灌输式”向“说理式”转变。知识灌输

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教育，道德说理则是一种平

等对话的互动教育，阿伦特认为，“没有言语的行动

不再是行动……只有当他同时也是说话者时，他才

能成为行动者”。显然，道德说理更符合责任感生成

的内在规律，应采用道德说理的方式充分发挥青少

年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让青少年自觉参与到

道德教育活动之中，积极、自由、真实地“言说”自己

的真实想法。其次，教育内容从“重书本”向“生活

化”转变。社会责任感是青少年道德教育的重要内

容，也是青少年社会化的内在需要。陶行知说过，生

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育应当与社会生活紧密联

系，在实际生活中培养青少年的道德情感、道德认

知、道德品格。因而，在青少年责任感教育中，应积

极推进教育内容的生活化转型，建构负责任的生活

伦理和生活方式，让青少年自觉担当自己的社会角

色。再次，实现教育方式从“理论式”向“实践式”转

变。社会责任感的培育是将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青

少年的道德自觉、道德信仰和道德品格的过程，应通

过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文明创建活动培育青

少年的责任意识和道德自觉，让青少年主动理解和

认同责任，在社会实践中自觉担当角色责任，主动承

担社会责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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