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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梦视角下，高职院校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体现为对“中国梦”认识缺

乏深度，以及履行具体社会责任时存在的偏差。为强化高职院校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必须从人生理想教育、习惯养

成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三个维度，不断提升他们对践行“中国梦”的思想认识，从而积极主动地担负起各种社会角色中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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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经济社会发展还需要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高职院校的学生作为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不仅要培养他们的技术技能，更要强化他们的社会责任

意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是大学生对自己应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自觉意识和体验，是大学生对自

己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的一种表现［１］。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高职院校学生在面对日趋严峻的

就业形势和功利化评判标准时，对于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还缺乏清晰的定位。而“中国梦”为全民构

筑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背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为引领，为加强高职院校的大学生责任

意识教育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了深入了解高职院校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现状，笔者以调查问

卷的形式开展了相关调查工作。中国梦理论命题的提出，对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要

切实提高高职院校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就必须紧紧依托“中国梦”强大的凝聚力。

１　调查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问卷均为客观题，且都是单项选择题，调查内容包括被调者的基本信息、对中国梦的基本

认识、对大学生应承担社会责任的态度、大学生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具体表现、提高社会责任感的主

要做法等。本次调查共采集了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

学院等１５所高职学院学生的问卷数据。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３５０份，回收３０６份，回收率８７．４％，
回收的有效问卷为３０６份，有效率１００％。调查对象中，大一学生占５６．５％，大二学生占２９．７％，大三学
生占１０．５％，大四学生占３．３％，男生占３５．３％，女生占６４．７％。

２　调查统计结果分析
２．１　对个人梦想的认知

对于“梦想”一词的理解，７１．９％的被调查者认为梦想是对于美好事物的一种憧憬和渴望，但有
１７％的被调查者认为梦想是件奢侈的不靠谱的玩意，还有７．５％对此没感觉。这反映出大多数的高职
院校学生对未来具有美好的向往，比较积极和乐观，而少部分学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思想。在将个人的

梦想进行具体表达时，４１．５％的被调查者选择未来找个理想的工作，２６％的被调查者选择为祖国、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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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作贡献，１１．５％的被调查者重视身体健康，１０．５％的被调查者更重视物质财富，这反映出当前的就业
形势仍对学生造成了较大的压力，具有崇高理想的学生比重偏小，更有部分学生更关注健康、财富等与

个人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情。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的理想追求更趋于理性和和现实。

２．２　对实现“中国梦”的信心
一个目标的提出必须是现实可行的，否则就成为一句空话。人只有对目标具有坚定的信心，才愿意

为此主动承担责任。在调查问卷中，对 “中国梦”抱有的信心和期望，７１．２％的被调查者比较有信心，认
为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努力来实现，１６．３％的被调查者完全有信心，认为一定可以实现，只有
１２５％的被调查者没什么信心，认为只是很美好的梦想。对于实现“中国梦”的具体期限，调查问卷设
计了２０年至５０年以上的时间跨度，４１．５％的被调查者认为２０～３０年可以实现，２８．８％的被调查者认
为３０～４０年可以实现，１８．３％的被调查者认为４０～５０年可以实现，只有１１．４％的被调查者认为要５０
年以上才可以实现。这两项的调查结果充分表明，大部分的学生对“中国梦”的实现抱有强烈的信心。

２．３　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的态度
对于国家梦想与个人梦想的关系，５２．３％的被调查者认为紧密相连、高度统一，４２．２％的被调查者

认为一定程度上有联系，仍有 ５．６％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关系；对于为实现“中国梦”的具体做法，
６５４％的被调查者认为要努力学习，进一步求知，为“中国梦”的实现添砖加瓦，２５．１％的被调查者认为
要早日参加工作，挣钱养家，９．５％的被调查者认为力量太小，什么也做不了；对于大学生在助推实现
“中国梦”中的作用，４６．４１％的被调查者认为重要，３０．７％的被调查者认为比较重要，１７．３％的被调查
者认为不重要。这３项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的学生能正确认识个人在实现“中国梦”进程中的重要作
用，能准确把握“中国梦”与个人梦想的本质关系，从而在现实当中做出有利于民族和个人的正确选择，

但还是有少数学生理想信念缺失，少了一份青年学生应具有的勇往直前的决心。

２．４　高职院校学生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情况
在调查大学生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之前，笔者先对大学生的责任意识现状的直观感受进行了

调查，５４．９％的被调查者认为比较缺乏，２６．８％的被调查者认为较强，１０．５％的被调查者认为极强，７．
８％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常缺乏。由此可以，看出高职院校的学生对自己这个群体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
表现不太认可，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根据后续的调查问题，笔者从以下５个方面进行更为具体的概括
分析。

高职院校学生的担当精神。对于是否愿意服兵役，仅有３１．４％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３１％的被调
查者表示不愿意，１４．４％表示随大流，２３．２％表示没想过；对于如果国家发生战争的选择，仅有２７．５％
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奔赴前线，４６．７３％的被调查者选择做幕后支援，１２．７５％的被调查者选择躲在家
里，１３．０７％的被调查者选择其它。我国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
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从调查的结果来

看，在面临特殊考验时，多数的被调查者缺乏勇于担当的精神。

高职院校学生的文明意识。对于是否会乱闯红灯或横跨栏杆，４２．２％的被调查者表示在偶尔且有
急事时会有此不文明举动，３０％的被调查者表示偶尔且车少时会有此不文明举动，２２．２％的被调查者
表示从来没有，５．６％的被调查者表示经常有此不文明举动；对于是否会给老人、孕妇等让座，６４．７％的
被调查者表示无论何时何地都会让座，１４．７％的被调查者表示只有坐在“爱心专座”上时才会让座，
１３４％的被调查者表示只有与同学、老师一起时才会让座，７．２％的被调查者表示当别人主动求助时才
会让座。由此看出，高职院校学生虽然具有一定的文明意识，但是对于文明举动的选择也有很多的附加

条件，如何让文明的言行内化为一种自觉还有较大差距。

高职院校学生的环保意识。对于是否有自己携带购物袋去购物的习惯，４７．７％的被调查者表示没
有，３７．６％的被调查者表示偶尔，仅１４．７％的被调查者表示有；对于扔垃圾而附近没有垃圾箱时的选
择，７３．５％的被调查者选择一直拿着直到扔到垃圾箱里，１５．７％的被调查者选择扔到隐蔽的地方，
１０８％的被调查者选择随手扔掉或塞给别人；对于草稿纸、废旧电池的处理，４７．７％的被调查者表示会
整理起来等待回收，３２％的被调查者表示碰到回收的就交给他们，否则随手丢掉，２０．３％的被调查者表
示会随手丢掉。以上的调查结果表明，高职院校学生的环保意识还比较淡薄，对于一些生活中的环保细

节缺乏正确的认识，还需要培养良好的环保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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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学生的社会正义感。对于在路边看到别人发生了伤害事故，３５．３％的被调查者选择报警，
２４．８％的被调查者选择主动帮助事主解决，２１．６％的被调查者选择直接回避，１８．３％被调查者选择跟别
人看看就散了；对于街上摔倒的老人，５０％的被调查者表示在得到证明自己不是肇事者的前提下会上前
搀扶，３１％的被调查者表示会毫不犹豫地上前扶起老人，１１．８％的被调查者表示会避免遭人诬陷，７．２％
的被调查者表示会绕道走开。见义勇为本是传统美德，但由于一些负面事件的影响，让高职院校学生在

做出选择时多了一分理性与担忧，尽管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正义感，但其间过多的夹杂对个人得失的考

量，值得我们关注。

高职院校学生的自律意识。对于收了别人的１张百元假钞的处理，４３．５％的被调查者选择保存起
来当成教训，２４．２％的被调查者选择与别人理论，１８．３％的被调查者选择找机会用掉，１４％的被调查者
选择上缴银行；对于推销假冒伪劣产品的工作，４０．８５％的被调查者选择立即向有关部门举报，３６．６％的
被调查者选择不接受也不举报，２２．５５％的被调查者虽不愿意但还是接受；对于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
生矛盾，６６．６７％的被调查者选择总体上尽量保全集体利益，但也尽量保全个人利益，１６．９９％的被调查
者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１３．０７％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好处理，３．２７％的被调查者选择用牺牲集体利益来
保全个人利益。以上这些调查问题的设计，是测试被调查者在面对利益诱惑时如何做出抉择。总体上

来看，高职院校学生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但是部分学生在思想上还是容易动摇，甚至有

个别学生表现出对自我要求的放纵。

３　调查的结论与建议
３．１　调查的结论

根据前文调查统计结果分析，高职院校学生社会责任意识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高职

院校学生对中国梦的认同度比较高，对自己的未来也保持着美好的追求，表现出积极、乐观、进取的态

度，但是在认知中国梦与个人梦想之间的关系时还存在一定的分歧，甚至有的学生表现出一种消极的利

己主义，对个人的得失看得比较重；二是在承担社会责任时高职院校学生虽然从思想上都能有一个正确

的认识，但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行为都会表现出很多顾虑，都会附加很多条件，受此影响，一些不良习惯

就逐渐形成，细节之处的表现尤其令人失望；三是从爱心意识来看，高职院校学生缺乏必要的社会实践

和生活磨砺，因为爱心的培养不是通过简单的说教就可以实现，必须要到现实中去身体力行，不能勇于

付出爱心，就难以肩负起自己在各种社会角色中的责任。

３．２　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建议
一是坚持开展人生理想教育。中国梦既是国家和民族的强大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幸福梦，离不开

大学生的参与和奋斗，离不开大学生的共同创造［２］。高职院校必须把中国梦与学生的人生理想教育紧

密结合起来，既要用中国梦的感召力把学生的人生理想统一起来，也要为每一个学生实现个人的理想进

行具体指导，营造出人人有理想、个个肯拼搏的校园风气。二是坚持开展习惯养成教育。高职院校学生

在一些细节的行为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这些行为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但它造成的影响却非常深刻。在高

职院校，对于成绩、技能、就业等指标关注度比较高，而对于学生的日常表现管理方式比较单一，必须把

养成教育作为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一部分来对待，只有当学生认真履行好每一个细微的责任时，他的社

会责任意识才能不断被强化。三是坚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学生在强化社会责任意识的过程中能否接

受外界的影响，以及接受的程度如何，取决于其主体作用的发挥［３］。高职院校学生要自觉提高自身的

社会责任意识，主动走出校门，去关注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充分激发爱心和奉献精神，不断实现自

己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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