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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高校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进行测量" 发现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得分与参与青年志愿者活动显著相

关"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并不因定期参加活动而更高"也不随参加志愿活动次数的增加而增高$但被试者如果了

解志愿者活动的性质%内容%则其社会责任感显著提高$ 因此"在组织大学生开展青年志愿者活动的过程中"要让学

生自主选择"了解志愿者活动的目的"以此来提升青年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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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青年志愿者$72"#%6 .'"#%1//$: 是指具有一定专

业技能%热心社会服务和公益事业%以招募方式自愿参

加志愿服务工作的青年E>F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志愿者工

作委员会在'章程(中认为%志愿者是)不为报酬而主动

承担社会责任的人$

E;F

& 大学生青年志愿者作为青年志

愿者队伍中最上进*最活泼*最有凝聚力的一个群体%

已成为当代青年志愿者的核心力量EGH?F

& 作为志愿者主

力军%大到奥运会*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世博会等关乎

国家形象的国际活动%小到慰问孤老*植树美化等改善

身边的公益事业%处处都活跃着大学生们的身影&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是指大学生对自己在承担人类

社会发展的责任中的情况是否符合内心需要而产生的

情感体验EIF

&广义的社会责任感包括自我责任感和对于

自我之外的他者的社会责任感!狭义的社会责任感"

EJF

+

自我责任感是指大学生对自己在承担自身发展的责任

中作出的行为选择7包括,不行为$:*行为过程及后果是

否符合内心需要而产生的情感体验& 狭义的社会责任

感按照层次结构%从系统论角度可分为-家庭责任感*

他人责任感*集体责任感*国家民族责任感*人类社会

责任感等E<F

& 本研究采用广义的社会责任感概念&

研究表明%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市场经济的负面

效应已严重地影响到高校学生的价值倾向% 比如享乐

主义* 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出现% 社会责任感

和义务感的淡漠%人际交往中利己性和实惠性的滋生%

见利忘义行为的增长等EKLMF

& 其中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

弱化问题日益凸显% 部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薄弱令

人担忧&有研究者提出%大学生青年志愿者活动是增强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培养理想人格*塑造

个体内在道德品质的有效途径E>=L>>F

+个体通过参与公益

服务*环境保护*支教支边*社区共建等类型的志愿服

务活动%有利于自身公益性*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与思想

觉悟的提高E>;L>GF

& 为此%本文拟对高校大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进行测量% 了解参与志愿者活动与否与社会责任

感高低之间的关系% 进而探究参与志愿者活动对大学

生社会责任感的影响% 为高校开展大学生社会责任感

教育实践及高校青年志愿者工作提供新的思路&

二$对象与方法

!一"被试对象与施测

采取分层随机法% 选取 N高校二至四年级的本科

大学生为被试对象&以班级为单位%对学生进行集体施

K?



影响因素
社会责任感 自我责任感

! " # ! " #

性别
男!!!"" #$%"&' #$("!)

女!!!"" #$%(*% &$'!* &$##% #$)')+ !&$#"" &$&&&

年级

二年级!"%'" #$%"#* #$%%##

三年级!"((" #$%&#( #$%%""

四年级!'%" #$)*"! "$'#% &$"*+ #$('(( &$*(% &$(!%

家庭所在地

大城市!(" #$("(% #$(*!'

中小城市!%#" #$)!"' #$%)(%

乡镇!)+" #$%('* &$))' &$**% #$((#' &$%"' &$+*"

农村!!%#" #$%&)( #$%%)&

独生子女
是!(&" #$%%## #$%("'

否!#)!" #$%#!! &$!+# &$("( #$%+*% &$&&( &$'#'

学生干部
是!"*&" #$)#"* #$)*('

否!#&!" #$('** +$!#& &$&!# #$%"## #$%&( &$&++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 #$)!"*

预备党员!('" #$%*!& #$)+'!

共青团员!!(!" #$%"') #$()(+

入党积极分子!%!" &$%(* &$+*' #$)#)' "$)") &$"!* #$)))'

其它!!#" #$()%& #$%%&!

是否参加过志愿者活动 性别分布 年级分布

参加过志

愿者活动

没有参加过

志愿者活动
合计 男 女 合计 大二 大三 大四 合计

#() %* **! !!" !!" **! "%' "(( '% **!

测#使用统一的指导语#当场收回问卷$ 对回收的问卷

进行完整性和真实性检查#剔除无效问卷$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到问卷 +(! 份#有效问卷 **! 份#有效率

为 )'$"*,#问卷分布如表 "$ 数据使用 -.--"($&进行

统计分析$

!二"问卷编制

问卷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测量被试对象的社会责任

感& 第二部分了解被试对象参与志愿者活动的情况#共

"#题&第三部分了解被试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共 (题$

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测量# 前人已编制了很多

问卷#但这些问卷有的所针对测试对象不同'有的对社

会责任感结构的分类过于繁杂#并不适合本研究$因此

本研究在主要参考肖波编制的 /--0问卷 1"*2*#和赵兴

奎编制的 3--0 调查问卷1"+2的基础上重新编制#整合

了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测量量表$ 量表将社会责任感分

为自我责任感和对于自我之外的他人 !包括家庭'他

人'集体'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责任感两个维度#参考

相关文献及相关问卷后# 编制出 #+题的量表初稿#选

取某高校 "+&名学生进行初测$ 测量后通过对问卷分

析和对部分学生'老师的访谈#删除了区分度过低'表

述不清的部分测题#并对个别测题进行了修改#最后得

到 !*个测题作为正式量表$ 测题选项采用 456789自评

式 +点量表#完全不符合记 "分#不太符合记 !分#不

确定记 #分#比较符合记 *分#完全符合记 +分$ 为了

避免定势的影响# 问卷中有 ""个测题为反向记分#在

统计得分时做相应的分数转换$

三#结果

!一"总体情况

依照 456789的 +点赋分法# 社会责任感的理论中

性值为 #分$从表 !看#当前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还是

比较高的#不管是社会责任感还是自我责任感#平均分

均达到 #$%#说明当前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总体还是不

错的$

!二"人口学因素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影响

根据被试者的性别'年级'家庭所在地'是否独生

子女'是否学生干部'政治面貌等#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对社会责任感'自我责任感得分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发现#在自我责任感上#女生的得分更高一些#在社会

责任感上# 学生干部的得分更高一些# 差异显著!#:

&$&!#;&$&+"#其余因素对被试者的社会责任感'自我责

任感均无显著影响!#<&$&+"#结果如表 #$

表 ! 被试对象分布情况

表 "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得分情况

总平均 社会责任感 自我责任感

均值 #$%*(% #$%#%) #$%++%

标准差 $&!*(! $&!)&" $&#!#)

表 # 人口学因素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自我责任感的影响

)+



影响因素
社会责任感 自我责任感

! " # ! " #

是!!"#" !$%##& !$%&&%

'次以下()!'* !$%'+& !$%#+#

',-.次(&!/ !$#.+! !$#'+-

是否参加过

志愿者活动 否!%+" !$+#!# -%$-!% $... !$'!"% &$!"# $..)

是否定期参加

志愿者活动

是(%#/ !$#&#% !$%#!&

否()##/ !$%"-- )$.#) $-)" !$#.#. $.+' $&'"

一年内参加志愿者

活动的次数

-.次以上(!&/ !$&"-' )$!.& $-.- !$%&-) $!%# $"#'

非常了解!-!&" !$&&"+ !$&+""

不是很了解()-#/ !$"""' !$%!&)

是否了解每次志愿

者活动的性质#内容

不了解(-./ !$'&.. -"$+%+ $... !$)... #$&#+ $...

能让我产生自我价值感!-!!" !$%"%% !$#+%'

没看法$只是完成任务!!'" !$'+)& !$+)+'

对您参加过的志愿

者活动有什么看法
社会需要志愿服务$

有机会应多参加!-"+"

!$#+&+ +$!!. $.-+ !$#!%- "$&'& $..-

是否愿意继续参

加志愿者活动

非常愿意!%"" !$&%#& !$&'+&

愿意!)%'" !$%'-" "$%). $..- !$%#-! +$'!) $.--

不愿意!-"" !$'!%' !$+''+

!三"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

影响

根据被试者是否参加过志愿者活动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对社会责任感#自我责任感得分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发现参加过志愿者活动的大学生社会责任感#自

我责任感得分明显较高$差异显著!#0.$...1.$.'"% 对

参加过志愿者活动的 !"#人进一步根据其是否定期参

加志愿者活动#参加志愿者活动的次数#是否了解志愿

者活动的性质# 是否愿意继续参加志愿者活动等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是否了解志愿者活动的性

质$是否愿意继续参加志愿者活动#对志愿者活动的看

法等显著影响了被试社会责任感# 自我责任感的得分

!#1.$.'"$具体结果如表 +%

表 !志愿者活动情况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自我责任感的影响

四#讨论

!一"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状况

研究结果表明$ 当前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总体还

是不错的%其中女生的自我责任感比男生更高一些$且

具有显著差异%这与肖波在&青少年社会责任心问卷编

制'

2-"3!%一文中的研究结论是相吻合的% 调查数据也发

现女生在社会责任感上的平均得分低于男生$ 但差异

并不显著!#0.$!!%"% 分析原因$可能跟性别心理的差

异有关%相比较而言$男生对社会关注的积极性大于女

生% 贾茹2-%3的研究也充分说明了这点% 同时$社会对男

女角色的期望不同也导致了这种差异%

学生干部的社会责任感得分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

!#0.$.)!"$ 而自我责任感并不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

!#0.$.''"$这说明当前学生干部对自己的角色认知比

较积极$他们认识到担任学生干部意味着更多的付出#

更多的对他人#对社会承担责任$学生干部普遍具有较

高的社会责任意识% 但调查发现学生的政治面貌对他

们的社会责任感#自我责任感得分没有影响$党员!包

括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 的社会责任感得分并未显著

高于共青团员!#0.$'+&"$这可能与高校普遍较重视发

展学生党员工作$ 而容易忽视或放松对学生党员的教

育有关%

!二"青年志愿者活动与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研究发现$参与青年志愿者活动的大学生$其社会

责任感和自我责任感均比未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大学生

高4两组样本之间的方差分析呈现出显著的差异4这表

明大学生参加志愿者活动与其自我责任感与社会责任

感的形成有一定的相关%若再进一步探讨$究竟是由较

高的社会责任感促发了大学生的志愿者活动$ 还是由

于参加了志愿者活动而进一步培养了大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从本研究所得结果看$并未充分证明参加志愿活

动显著提升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对参加过志愿者活动的同学$ 研究调查了被试者

是否定期参加志愿者活动# 一年内参加志愿活动的次

数$ 统计分析发现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并不因定期参

加活动而更高$ 也不随着参加志愿活动次数的增加而

增高% 也就是说参加志愿者活动次数的多寡与被试对

#"



象的社会责任感并不相关! 我们进一步了解高校青年

志愿活动的组织开展情况" 发现大学生志愿者活动的

开展都是在各高校团组织的指导下进行的" 组织模式

往往是自上而下# 逐层领导" 带有一定的行政干预色

彩!这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志愿服务的精神内涵"大学

生的自主性和选择性常被忽视" 容易引发大学生的抵

触情绪! 同时大学生参加的志愿者活动大多停留在帮

困扶贫#敬老服务#社区建设等简单的服务性工作上"

活动内容单一" 大学生青年志愿者活动应有的水准没

有很好地体现出来"使得大学生难以找到自我认同感!

这些因素削弱了志愿者活动的教育功能" 从而制约了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提升! 本研究还调查被试是否愿

意继续参加志愿者活动的情况" 发现非常愿意继续参

加的同学的社会责任感# 自我责任感得分也显著高于

不愿意的同学!!"#$%&'! 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观点!

本研究还调查了被试者是否了解志愿者活动的性

质#内容以及对参加过的志愿者活动的看法"发现以上

两个问题却显著影响了被试者的社会责任感# 自我责

任感得分" 对青年志愿活动有更加准确认知的大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更高!!"%$%&'! 这就提醒我们"在组织大

学生开展青年志愿者活动的过程中" 加强对志愿者活

动本身所倡导的志愿精神# 志愿服务真正内涵等一些

理念的宣传"让学生了解志愿服务的内容"明确活动的

目的"增加学生心理体验就显得特别重要"唯有如此"

才能有效通过志愿活动提升青年学生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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