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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调查与分析 ①

刘晓霞
（湖南农业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１００）

摘　要：为准确了解９０后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现状，对南方某城市５所高校的１０４６名９０后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显示：９０后大学生因社会、学校、家庭和自身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社会责任感呈现出对国家和社
会的责任意识弱化，对他人和自我的责任意识淡化，对家庭和婚姻的责任意识退化，对职业和工作的职责意识虚化等特

征。社会、家庭、高校应形成合力，引导９０后大学生正确认识个人与国家、社会、家庭、他人之间的关系，不断提升大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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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道德规范体系中，责任居于重要地位。正如康德（Ｉ·ｋａｎｔ）所言，“每一个在道德上有价值
的人，都要有所承担。不负任何责任的东西，不是人而是物。”［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作为确定的人，

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

由于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２］责任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源泉，９０后大学
生是当代社会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群体，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和后备力量，他们的社会责

任感状况不仅会影响到自身的社会化进程与成长成才，更会关系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关系到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民族的复兴。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的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９０后大学生，一度被学者们认为是“垮掉的一代”，对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强弱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这
不利于社会责任教育的有效开展。了解９０后大学生真实的社会责任感水平，不仅有利于高校有效实施
社会责任教育，也有利于９０后大学生自身素养的完善和全面发展。

１　调查对象
为准确了解９０后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现状，准确把握影响９０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形成的因子，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笔者在南方某市的大学中选择了５所学校，针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１０４６名大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现状开展了问卷调查。问卷对象涉及理工类专业、文史类专业和艺术类专业等，年级涉及大

一至大四所有年级。本次调查发放问卷１０６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０４６份，有效率达９８．７％。

２　调查方法
本调查以问卷方式为主，调查问卷的编制是以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五个维度———对国家社会的责

任感、对他人的责任感、对家庭的责任感、对自我的责任感和对职业的责任感为依据，每个调查维度设置

了４～６个问题，共计２５个问题，采取封闭式题目的方式设计。另外，为了弥补调查问卷信息收集的限
制，还针对个别学生进行了访谈，并与学生的公共课教师、专业课教师和辅导员老师进行了座谈，以确保

真实了解９０后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３　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９０后大学生在自主意识、竞争意识等方面显著提高，然而，由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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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身、社会、学校、家庭等各方面的原因，其社会责任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弱化甚至错位，调查结果

表现出以下问题：

３．１　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意识弱化
问卷第１题，“对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问题，你认为个人有必要承担社会责任吗？”，只有

６６．１６％的人认为个人有必要承担社会责任，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认为“不太有必要，社会责
任观念可以淡化”、“个人自由，无须强求”、“没有必要，国不爱我，我不爱国”分别为１８．１６％、１３．７７％
和１．９１％。３３．８４％的大学生对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没有正确的认知，社会责任感弱化。

问卷第２题，“你看新闻时最关注的内容是？”，回答结果是９０后大学生在看新闻时主要关注的是
娱乐八卦、花边新闻，达３６．４２％，关注时事政治和社会新闻的分别为３２．８９％和１９．６９％。从数据上看，
９０后大学生中相当部分的学生很少关心国家大事，缺乏政治敏感性，社会认知肤浅。

问卷第３题，“你一般多久会查阅相关时政新闻”，选择“每天都会”“每周都会”的人分别为
２４２８％和４１．３０％，而选择“每月”“更长时间”的人达到２１．０３％和１３．３８％。从数据来看，选择每天、
每周都查阅时政新闻的只占６５．５８％，虽然这个数据略高于第二题，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一个月甚
至更长的时间不会关注时政新闻。

问卷第４题，“你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参与社会公益话题、国家大事的讨论吗？”，选择“有时会”“不太
会”“从来不会”的人分别占到３８．６２％、３０．５０％和１１０９％，而选择“经常”的人只占１９．７９％。９０后大
学生经常参与社会公益话题、国家大事讨论的不到２０％，而从来不参与讨论的人超过了１０％，这说明当
代大学生对国家和社会重要事件的关注度偏低。

问卷第５题，“对于志愿者服务、社会公益活动等社会实践，你的参与度是？”，选择“积极参加”的人
只占２６．３９％，而选择“偶尔参加”“同学参加，我就参加”的占４２．８３％和２１．０３％，选择“没时间参加”
“没兴趣，必要时参加”“与自己无关，从不参加”的人分别占到４．９７％、３．７３％和１．０５％。９０后大学生
对于志愿者服务、社会公益活动的参与度不高，容易受周围同学和同伴的影响，对参加志愿者服务和社

会公益活动的意义与社会价值缺乏清晰的认识。

３．２　对他人和自我的责任意识淡化
在问卷调查中，对于问卷第８题，“当你看到小偷正在偷窃，而被偷的那个人却没发觉。你会怎么

做？”，选择“挺身而出，制止小偷”“大声喊叫有小偷”“制造声响，引起受害者注意”“悄悄打电话报警”

的人分别占到２１．３２％、１９．２２％、４０．２５％和１２．６２％，只有近５％的调查对象选择“装作没有看见”或
“赶快避开，离远点，保护好自己”。

对于问卷第９题，“在大家自觉排起很长的队伍中，如果有机会插队，你会怎么做？”，选择“不会插
队，自觉遵守纪律”的人只占４６．６５％，而选择“会插队，反正也没人管”的人占１８．３６％，选择“别人插
队，我也插队”的人占２１．８９％，选择“有时插队，有时不插队，依心情而定”的人占１３．１０％。从数据可
以看出，能够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的人只占４６．６５％，大部分的学生对他人的责任意识较弱，在社会活动
中的自律意识比较缺乏。

问卷第１３题，“对于责任感你最看重哪种品质？”，选择“诚信”的人占４３．７９％，“对自己行为负责”
的占到３４．１３％，选择“对他人与社会的担当”的只占２２．０８％。说明９０后大学生对于责任感看重的是
诚信和对自己行为负责，对他人和社会承担责任的认同度不高。

问卷第１４题，“你能用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标准、行为方式来约束自己吗？”，选择“能”的人占
４８９５％，选择“不能”“看情况”的人分别占２５．２４％和２５．８１％。说明大部分９０后大学生还做不到用
社会公德和社会普遍认可的行为方式来约束和要求自己，重视个人感受和个人利益，个人本位比较

突出。

３．３　对家庭和婚姻的责任意识退化
在问卷调查中，对于问卷第１０题，“每当你父母的生日来临时，你一般是怎么做的？”，选择“每次都

会主动问候和祝福父母”的人只占到５６．２１％，选择“记起来的时候就会问候一下”的人占２３．８０％，而
选择“记得父母的生日，但从来没有问候祝福过”“不记得父母生日”的人分别占到１４．３４％和５．６４％。
父母生日时能主动问候，送去真挚的祝福，体现出良好家庭责任感的９０后大学生比例不高，有相当部分
的大学生家庭责任意识缺乏，对父母的养育之恩体会不够，缺少感恩的情感。

问卷第１１题，“毕业时，选择未来的职业和工作地点，你首先考虑的是？”，选择考虑“国家和社会的
需要”只占２１．８９％，选择“家庭的需要”的人占到３１．８４％，而选择“个人发展需要”的占到３９．０１％。这
说明在选择未来的职业和工作地点时个人发展依然是９０后大学生考虑的首要因素，只有５３．７３％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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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愿意考虑国家、社会和家庭的需要。

问卷第１２题，“你认为恋爱和婚姻的关系是？”，选择“恋爱是为了选择终身伴侣，是婚姻的前奏，是
以共同生活为目的的”只占５８．１３％，而选择“恋爱是为了排解空虚和寂寞，没有过多考虑将来”“恋爱
是为了将来事业做跳板”“恋爱不必考虑态度，跟着感觉走”的人分别占到 １７．１１％、１２２４％和
１２５２％。有４１．８７％的学生恋爱不是以有共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为基础，不以婚姻为目的，而是以功利
的眼光或者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感情。

３．４　对职业和工作的责任意识虚化
在问卷调查中，对于问卷第１５题，“你对自己的职业有一个良好的规划吗？”，选择“有，十分明确”

的人只占２６．９６％，选择“有，还要看情况”和“没有”的人占到５７．８４％和１５．２０％。这说明９０后大学生
对于自己的职业缺乏认同，对职业生涯缺少规划，职业责任感虚化。

问卷第１６题，“在选择职业时，你选择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原因？”，选择“社会贡献大”的人
只占２４．５７％，选择“高收入”的人占３４．８０％，选择“稳定性”的人占２１．４１％，选择“社会地位高”的人
占到８．８０％，选择“符合兴趣”的人占６．２１％。这说明绝大部分９０后大学生在选择国有企业、机关事业
单位作为职业时，主要关注的是良好的收入和工作稳定性，而较少考虑社会因素。

问卷第１７题，“考虑就业的地区因素时，你倾向于选择？”，选择“西部偏远地区”的人只占６．１２％，
选择“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中部较发达地区”的人占到４８．５７％和３４．６１％。这说明绝大部分９０后大
学生在考虑就业地区时主要关注经济发达地区，重点考虑的是个人的发展与个人价值的实现，而较少考

虑国家和社会的需求。

问卷第１９题，“你认为当前大学毕业生在职业道德方面最缺乏什么？”，选择缺乏“吃苦耐劳的作
风”的人占２１．１７％，选择“合作共事的团队精神”的占２０．７６％，选择“认真踏实的科学态度”的人占
１８７９％，选择“虚心好学的态度”、“勇于创新的钻研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的人分别占１３．０７％、
１２５１％和１３．７０％。９０后大学生认为当前大学毕业生最缺乏的职业道德是吃苦耐劳的作风、合作共事
的团队精神和认真踏实的科学态度。

问卷第２０题，“你对当前大学生职业道德的总体评价是？”，选择“很好”“有些问题，但总体较好”的
人分别占１９．０２％和５７．９３％，选择“不大令人满意”“很糟糕”的人占到１８．８３％和４．２１％。这说明调
查对象对当前大学生表现出来的职业道德水平认同度不够，满意度不高。

４　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受到来自社会、家庭、学校和自身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部分９０后大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表现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意识弱化，对他人和自我的责任意识淡化，对家庭和婚姻的责任意识

退化，对职业和工作的责任意识虚化等特征。这与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呼唤与国家的要求背道而驰，相

距甚远。但是９０后大学生在事关国家利益和民族忧患的关键时刻，也能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民族复兴的重任和中国梦的实现对９０后大学生社会责任担当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因此，社会应通过加强媒体宣传，加大正面典型和主流价值观念的报道［３］，潜移默化地影响９０后
大学生，使其在社会环境中校准价值目标，获得正义支持；家庭教育应纠正子女成才的标准，以培养孩子

的责任感和独立人格为核心，帮助孩子成长为责任感强、懂得感恩的人；高校应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引导９０后大学生正确地认识个人与国家、社会、家庭、他人之间的关系，懂得
承担社会责任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必由之路，个人价值的实现离不开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深刻领会大

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的时代价值，研究新时期加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的创新理路，对不断提升大学

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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