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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雷锋精神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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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雷锋精神是以雷锋的名字命名的，是对雷锋生平事迹所体现的先进思想和崇高品质的高度凝练。雷锋精神

是可贵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做雷锋精神的种子，把雷锋精神广播在祖国大地上”。近几年来，在大学生中出现个人

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公德素质低下等问题，已引起国家以及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寻求切实可效的培养路

径也逐渐成为专家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雷锋同志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雷锋精神中蕴含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因

此，用雷锋精神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充足的理论依据以及很强的现实可行性，对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能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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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用雷锋精神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价值意蕴
蕴含着高度社会责任意识的雷锋精神，客观上能够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提供道德支撑、精神

来源以及现实可行的终极目标，因此在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１．１　雷锋精神具有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道德支撑价值
“雷锋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动诠释，其崇高的精神境界具有永恒的道德感召力。”［１］

雷锋为了心中的共产主义信仰，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自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以此来提升自

己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完善自己的人格，提高自我道德修养，在这一过程中，潜移默化形成了以坚强拼搏

的钉子精神和以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为主要特征的高尚道德情操。而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在客观

上要求大学生有一定的自控、自觉、自愿、自省的能力和意愿。倘若强制性亦或毫无根据地要求大学生

具有这样的能力和意愿，似乎连教育者自己都觉得这样的教育软弱无力。因此，在这层意义上来说，雷

锋精神中所蕴含的道德力量，能够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提供道德支撑。

１．２　雷锋精神具有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精神动力价值
雷锋精神时代内涵中的“四个精神”即奉献精神、敬业精神、创新精神、创业精神集中概括了大学生

社会责任感培养过程中需要的精神动力。无论是对于国家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家庭的责任、他人的责

任以及自身的责任，都能够从这“四个精神”中找到依托。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是一个繁复的工

程，加之当代大学生在文化全球化影响下，接收着不同国家文化的洗礼，因此当代的大学生都非常有思

想、有个性，且热衷于张扬自己的个性。因此，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不能单靠硬性灌

输。这样的教育是空洞的、无力的，甚至会起反作用。而精神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精神能够使教育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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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活力，更加充实，必须在客观上为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寻求精神来源。因此，在这层意义上来说，雷锋精

神能够为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１．３　雷锋精神具有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终极目标价值
雷锋作为现实生活中存在过的人，雷锋的事迹作为现实生活中存在过的事，将雷锋精神作为大学生

社会责任感培养中的目标，无疑非常具有可行性和说服力。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旨在通过教育引

导，培养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敢于担当的未来接班人。而在教育引导的过程中，

现实可行的目标的设立是至关重要的。没有目标，就没有方向，教育的结果注定是失败的；有了目标，但

如果设立的目标一味追求“高大上”，会无形中给受教育者带来压力，让他们觉得无法企及，从而产生

“我做不到”的心理暗示，这样的目标没有现实可行性，教育的结果必大打折扣。因此，在这层意义上来

说，雷锋精神能够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提供现实可行的终极目标。

２　雷锋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的内在契合性
从社会责任感的内涵以及雷锋精神新的时代内涵来看，雷锋精神是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的重要体现，

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是雷锋精神形成的内在动力，两者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２．１　雷锋精神是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重要体现
雷锋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正是为了心中的那份对祖国、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他甘愿像螺丝钉

一样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刻苦钻研，并且凡事以他人为先，为他人着想，由此才形成以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为核心的雷锋精神。雷锋精神中蕴含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集中体现为

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

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这“四个精神”正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主要特征。因此，从

这个角度来说，雷锋精神是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重要体现。

２．２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雷锋精神形成的内在动力
社会责任感是个体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对自己与他者（国家、社会、家庭、他人）的关

系的认知，是个体为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而自觉规范自己、主动承担责任并履行相应义务的心理倾向和

情感意愿。而雷锋正是对自己与国家、社会和人民关系的正确认知的基础上，心里产生服务国家、服务

社会、服务人民的意愿，也就是社会责任感。而正是这种社会责任感，促使在他的思想中潜移默化形成

一种精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雷锋精神。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雷锋精神的

形成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是雷锋精神形成的内在动力。

３　用雷锋精神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路径
笔者对辽宁石油化工大学６００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主流是

积极健康的，但仍然存在着个人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公德素质低下等问题。用雷锋精神

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不能一味盲目地宣传、教育，必须运用科学有效的方式方法，要讲究“对症下

药”，循序渐进的开展。

３．１　针对大学生个人价值取向扭曲的问题，引导大学生树立雷锋为心中榜样
根据笔者的调查，对于毕业后你是否愿意到西北、基层或农村工作，３２％的学生表示愿意去，而“看

条件如何”以及“不会去，太苦了”的总比例高达６８％；对于“当社会责任和自身利益发生冲突，你会怎
样选择”，只有１６％的学生选择社会责任优先，而“自身利益重要”以及“具体事具体分析”的总比例达
到８４％。也就是说这种个人主义的意识是占主导地位来引导大学生的行为选择的。针对这一问题，就
可以引导大学生将雷锋树立为心中榜样，向雷锋同志看齐。“人生的目标总需要具体可感的实体依

托。”［２］首先，雷锋只是一个普通人，他做的事也都是些平凡的事，这些事是常人都可以做到的，将雷锋

作为榜样，会让人觉得很亲切，不会给大学生带来压迫感；其次，雷锋本人把个人价值的实现放到集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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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能够起到很好的激励示范作用。因此对大学

生进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将雷锋作为榜样，可以说是非常适宜的。

在引导大学生将雷锋树立为心中榜样的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对事物的看

法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主张，且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唯我独尊”意识占据他们的思想，有的甚至可以

说是根深蒂固。让这样一个个性鲜明的群体将过去的一个普通战士作为自己的榜样，细细想来，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循序渐进的进行。急于求成，只会加深大学生对雷锋的反感，最终的结果也是南辕

北辙。

３．２　针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淡薄问题，用雷锋精神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
根据笔者的调查，对于“你是否经常关注时政信息？”高达７９％的学生偶尔会关注，而经常关注的学

生只有１３％；对于上大学的目的，只有５％的学生选择了“为了祖国的未来出一份力”。且绝大部分大
学生对于社会责任感的认识仅停留在对家庭的责任和对自己的责任上，选择这两项的大学生比例在

８７％～１００％，而选择对国家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以及对他人的责任的大学生比例在６０％～８０％。以
上数据表明，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淡薄，且对于社会责任感的认识是片面的、狭隘的［３］。因此，在

对大学生进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时，应更加注重大学生对国家、社会以及他人责任意识的加强。

针对这一问题，用雷锋精神来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就显得十分适宜。雷锋精神的核心是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关心国家，关爱他人，将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定位于服务，这种无私的“服务

精神”正是当代大学生所欠缺的，尤其是对国家、社会和他人来说。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应处处为国家

着想；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自己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活得

更好等等，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雷锋对国家、社会、人民那种无私的服务与奉献精神。这无疑能够为培

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提供最生动鲜活的教材。

３．３　针对大学生公德素质低下问题，用雷锋精神强化大学生社会责任行为
根据笔者的调查，对于你是否有过随手乱扔垃圾的时候，选择“经常”一项的人为２％，但选择偶尔

会有的人却高达６９％；对于你是否有过闯红灯行为，虽然有３８％的学生“从没有过”，但仍然有６０％的
学生表示偶尔会闯。说明虽然大学生的公德素质水平总体较好，但仍然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以上数

据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公德素质低下，且思想与行动处于一种矛盾状态。相信所有人都知道随手乱扔

垃圾不对，闯红灯不对，可是落实到实实在在的行动上，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投机取巧。总是把话说得

漂亮，却没有漂亮的行动，结果就成为了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这样的教育结果是失败的。因

此，只是在思想意识层面上加强大学生责任意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切实增强大学生的责任行为。正所谓

“学以致用”，归根结底还是在于“用”。

雷锋雷厉风行的超强行动力，无疑能给当代大学生生动的一课。他在风雨中送老人回家的时候、他

用自己的棉被保护集体财产的时候、他把自己微薄的收入全部捐出的时候，不曾犹豫。他是怎么想的，

就会怎样去做。雷锋在思想和行动上是一致的，这种高度的一致性，会在大学生面对个人利益与社会责

任的选择有所犹豫、有所退缩的时候，起到很好的助推作用，帮助大学生做出正确的、有担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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