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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经济市场化、信息迅捷化及思想多元化的影响及以往思想品德教育模式的僵化、单一，

加之一系列庸俗社会学、功利主义以及享乐主义的侵蚀，当前某些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呈现出了

“淡漠化”的倾向；但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人们视野的开阔、信息的通畅及文化水平的提高，

加之思想教育的持续推进及理性自觉的提升，很多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又出现了“自觉化”的倾

向。面对当前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淡漠化与自觉化并存”的复杂态势，应采取措施，使其“淡漠

化”倾向得到消弱，“自觉化”倾向则得到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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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感的树立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复

杂多变的现代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的基本保障。随着

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人们视野的开阔、信息的通畅

及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及存在的

问题，已越来越为社会各界所体认，因此纷纷倡导，

建言献策。社会所有群体、成员，皆需树立社会责

任感，目前已成社会共识，但最为大众所关注的就

是企业和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问题。大学生是社会

的精英群体，加之年轻，代表着社会的未来，因此

其社会责任感能否稳固确立，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

族的命运。基于此，大学生社会责任感问题已经成

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很多人都对当今大学生社会

责任感缺乏倍感焦虑，纷纷针对此而建言献策，但

很多人却对其中存在的自觉化倾向认知不足，更没

有出现“淡漠化与自觉化并存”的表述。笔者认为，

必须正视当今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淡漠化与自觉化

并存”这一现象，对其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调研，弄

清成因，进而提出详细周全而又切实可行的对策，

使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淡漠化”倾向能够切实得

到消弱，使其“自觉化”倾向能够迅速得到壮大。 

一、培育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必要性 

一方面，社会系统长效发展的根本索求决定必

须积极培育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社会是由个体、

群体组成的有机系统，大学生无疑是推动社会稳定、

协调发展的中坚力量。而这一群体是否具备关心社

会时事、投身社会建设以及乐意奉献社会的责任感，

则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对于社会发展的辅助功

效。而基于关键局部影响全局发展的辩证原理，着

重塑造大学生群体积极的、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促

使其以集体主义、乐观主义为精神先导，则当然能

够充分助推社会系统的长效发展。 

另一方面，大学生群体自身价值的凸显需要通

过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来协同实现。渴望被社会

主流阶层认可，希求在社会之中有所作为，是大学

生群体共同的价值诉求。而通过着力培养大学生群

体积极、自觉的社会责任感，激活其积极性、增强

其自信心，促使其以饱满、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到

社会实践之中，则就保证了自身价值实现与社会互

动发展的交互。 

（二）可行性 

1.大学生群体的思想意识纯粹度高，整体可塑

性较强 

由于教育教学环境相对封闭、社会经历整体偏

少，大学生群体在思想意识上普遍带有理想主义化

的倾向，对于社会中的未知事物，则大多充满着单

纯的“真善美”的定位与憧憬，且容易被其自身所

认可、接纳的思想意识所影响，形成追随性与服从

性，这就使得其整体可塑性的拓展性显得颇为明显。

而社会责任感价值体系的建设，可以借助一系列思

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内容输出，诱导大学生群体去系

统认知其精神内涵，深刻感悟到其对于确立正确价

值理念、辅助精神健康成长的切实效用，则自然能

够确保这一价值体系的推广、拓展。 

2.大学生群体的积极理念诉求明显，价值定位

感清晰 

将自身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完成文化

价值与社会效益的良性转换，始终是大学生群体刻

苦学习考入高等院校、提升能力融入社会系统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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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诉求之一。这种积极、鲜明的社会实践价值定位，

就促使其乐于接受有助于自身未来发展的物质或精

神上的辅助组件。而社会责任感价值体系的构建，

可以增强大学生群体的道德感、认知性以及践行力，

可以倍增其投身社会系统、实现自身价值的综合能

力。这种显而易见的价值功效，就契合了这一群体

的主流索求，加上系统、合理的教学编排，则自然

能够推动社会责任感价值体系的高效构建。 

3.大学生群体的践行担当意念鲜明，服务社会

意愿大 

在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历程之中，大学生群体

每每都扮演了先锋性的重要角色，其正义感强烈、

韧劲充足、持续性强，这种践行担当的认知意念，

也促使其乐于接纳集体主义，并主动、积极地投入

到社会系统之中，为各阶层群体服务。这种服务社

会的意愿性，无疑也契合了社会责任感价值体系的

社会属性。通过具体的教学统筹，带领大学生群体

去更为科学、理性地认知社会践行的深层内涵，协

调引导其较为强烈的践行意愿感，以促使其脚踏实

地融入社会、务实坚韧地服务社会，最终实现自我

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同步。 

二、当前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淡漠化与自觉化

并存”的复杂态势 

当前，受经济市场化、信息迅捷化及思想多元

化的影响及以往思想品德教育模式的僵化、单一，

加之一系列庸俗社会学、功利主义以及享乐主义的

侵蚀，当前一些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呈现出了“淡

漠化”的倾向，若干价值观念混乱、精神意志薄弱、

理念人格缺失的大学生表现得懒散懈怠，对于学业

进度、社会动态、国家大事等都漠不关心，社会责

任担当意识极为薄弱；但是，随着全球化、信息化

时代人们视野的开阔、信息的通畅及文化水平的提

高，加之思想教育的持续推进及理性自觉的提升，

很多大学生已经将社会责任感的树立当做自觉自愿

的行为，自觉化趋势也在日益显现，一部分心理素

质过硬、道德价值正确的大学生能够较为自觉地进

行社会责任的承载，不仅会圆满完成学业任务，而

且会主动参与社会活动、时刻关注国家发展，出现

了“自觉化”的倾向。很明显，当前大学生社会责

任感出现了“淡漠化与自觉化并存”的复杂态势。

这主要表现为： 

（一）价值观念混乱不一，既愿意坚持主流诉求，

又不拒绝低俗化情调 

多样化、复杂化以及分异化是时下社会的突出

特征之一。而对于正处在心理成长期、转型期的大

学生群体而言，由于其自身尚未形成体系化的价值

观念，所以自身意识定位的稳定性较差，各种混乱

的价值观念容易彼此共存、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

一种较为复杂的态势。例如在不少高等院校之中，

大部分学术群体都秉持着刻苦学习、积极实践的主

流价值观念，也乐于去关心国家大事、投入社会义

务活动，这当然是一种自觉性。然而也不可否认，

还是有不少学生群体，始终难以抵抗各种低级趣味

意识的侵扰，对周边的人与事均漠不关心、置之不

理，这就无疑是一种淡漠化的表现。 

（二）精神意志变化性大，既能够抵抗消极思想，

又容易陷入颓废失落 

心理情绪变化频繁、精神意志双面转化快是当

前大学生群体较为普遍的一种思想病态，也是较难

对其进行社会责任感塑造的切入点所在。由于不具

备充分的自我甄别的能力，又缺乏相应的心理辅导

机制，所以也使得当前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素质显得

脆弱、敏感而多变。譬如在高等院校之中，部分大

学生群体始终坚持学习与实践并行，拒绝接触暴力、

凶杀、阴暗等消极思维，乐于帮助弱势群体、积极

投入社会活动，这一群体意志坚定、诉求鲜明，其

自觉性较强。而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群体，

在遭遇到若干挫折之后，普遍显得逃避、推脱，出

现自暴自弃的消极情绪，这就是淡漠化意识的泛滥。 

（三）理念人格交错不定，既可以明辨基本是非，

又经常追求拜金享乐 

理念人格的交错呈现是当前大学生群体精神分

异化的趋势之一，主要表现就是对于是非观的合理

辨析与消极理念诉求之间的混淆转化。比如在高等

院校之中，绝大部分大学生群体均能区分善恶、真

伪以及美丑等基本是非，坚持健康成长、抵制不良

理念的自律性较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事不关

己高高挂起、拜金贪恋及时行乐的心态思维也一直

在这一群体之中普遍存在，其中不少大学生群体都

不愿意去关注国家、社会大事，而是盲目追求物质

享受，相互攀比吃穿住行，拒绝帮助困难同学、敷

衍应付集体活动，并标榜其为自由主义，逐渐显得

冷漠、封闭。从而也严重干扰了大学生群体正确人

格的塑造。 

面对当前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淡漠化与自觉化

并存”这种复杂态势，急需正确引导以促进自觉化

而消除淡漠化，让大学生能够主动提升自身思想道

德修养，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责任价值观，最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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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社会、磨砺自我、奉献集体，充分实现个人价值

与社会价值的交互统一。 

三、大学生社会责任促进自觉化而阻止淡漠化

的策略 

（一）建立心理健康统筹指导制度，倡导多元化思

想教育方针，注重责任感的规范化塑造 

对于高等院校的领导决策层而言，心理健康统

筹指导制度需要依照院系统一规划、班级灵活编排

的交互模式来细化，务求多元开放、自由人性。重

新确立以推广自觉化社会责任感塑造为核心导向的

整体方针，通过集中开展关于自觉化社会责任感的

系统调研、及时创设自觉化社会责任感宣传的管理

小组以及适时建立专家学者探讨演讲机制等具体措

施，来充分践行。具体而言，可以在不同场所设立

常驻的心理咨询、辅导以及交流的专用教室，由专

职人员与志愿学生进行接纳工作，同时也可以灵活

开展宣传版画、校内广播以及推广大会等不同形式，

来宣传这一价值观念，让大学生群体感知了解自觉

化社会责任感的塑造确立在疏导价值观念、强化意

志理念以及重塑理念人格等方面的辅价值效用，继

而也让自觉化社会责任感价值理念激荡校园。 

（二）完善社会责任主题交流机制，激活思想教育

的教学氛围，引导价值体系的正确树立 

主题交流机制可以细化为宣讲会、探讨会以及

表演会等形式来具体展开，借助多媒体演示、动态

化影像以及曲艺表演等形式，促使大学生群体群体

均能够主动去咨询、问答以及学习社会责任感。将

自觉化的社会责任感理念诉求，灵活穿插在大学生

群体学习成长的基本构想、工作岗位的预期选择以

及职业人生的远期规划之中，让大学生群体真正认

识自觉化社会责任感理念、接纳自觉化社会责任感

理念、探索自觉化社会责任感理念，继而在充分合

理地掀起自觉化社会责任感理念激荡风行校园的潮

流同时，快速高效地营造构筑轻松活跃、寓教于乐

的环境氛围，提高这一价值诉求的推广效率。 

（三）健全校外社会性实践活动，带领受教群体认

知社会态势，强化社会责任的知行合一 

一方面，可以联合校外相关企业单位，建立长

期的合作学习机制，定期组织大学生群体深入企业

单位实地，全面接触时下真实的行业现状、不断变

换实习岗位，在此过程之中，持续转变这一群体应

对突发事件、遭遇挫折困境之时的价值导向，以充

分锻炼大学生群体自觉、灵活、坚韧的工作职责感

与心理素质；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自觉化社会责

任感理念激励引导对象主体自我认知与集体提升的

价值效用，针对拟定激励奖赏的相关规则，通过更

为切实、人性的社会责任感应用训练，即时嘉奖成

绩出众的学生个人或团队，并鼓励其进行心得分享。

在此过程之中，牢固实现大学生群体对于竞争创优、

团队协作以及集体奉献等积极理念的认知，以打磨

其精神意志，塑造其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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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phenomenon of the coexistenc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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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fected by the impact of economic market, faster information and ideological pluralism and the past 
rigid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single, coupled with a series of vulgar sociology, utilitarianism and 
hedonism of erosion, some of the current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responsibility sense shows a tendency of 
“indifference”. However, with the globalization, the information era of people's vision, open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level of the improvement, coupled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rational 
awareness, many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responsibility shows a “self-conscious” tendency. In the face of the 
current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responsibility sense of “indifference and self-consciousness”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situation,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weaken the "indifference" tendency, and expand the “self-conscious” 
t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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