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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运用元分析的方

法，综合分析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的４１３篇有关网络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研究的文献，

发现：研究视角日趋多元，仍未建立起框架性的研究体系；对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社会责

任感评价标准体系的研究比较薄弱；已有研究成果的推广价值不大。建议：整合研究

力量，提升研究质量；拓展研究视角，完善研究体系；突出研究重点，深化研究深度；紧

扣时代特征，提高研究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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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１５年３月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
行动计划以来，发展互联网一直被视作是重要的国家战略。大学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重任，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工作面临着众多新情况和新挑战。一方面，“无时

不网”与“无处不网”的学习与生活方式，使大学生高度依赖互联网。另一方面，互联网在给大学

生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不能鉴别不良信息、自我控制能力弱的大学生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大

学生社会责任感弱化的情况比较明显。

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问题由来已久。２００３年以来，国内有关网络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感
的研究层出不穷，涉及领域广，研究视角宽，研究方法多元。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通过对网络

环境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的研究文献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和评价，进一步明晰已有研究的

局限性，努力为新时代研究大学生社会责任感问题提供参考依据。



一、理论、方法与研究样本

（一）基本理论

人们对社会责任感的认识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当时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第一次把“责

任”纳入人生哲学的研究范畴，他认为，责任就是按照“公正”的原则去做自己份内应做之事，其

基础是公共利益，只有以公众利益的实现为出发点，按章公正行事，才能成为负责的人，才能使自

己真正感受到快乐或幸福［１］。意大利思想家朱塞佩·马志尼把人的责任分为对自己的责任、对

家庭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对人类的责任４种，基本上概括了人一生所应承担的全部责任。近
代，学者们对社会责任感的理解和阐释更加丰富和多元。总的来说，社会责任感是指社会群体或

者个人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为了建立美好社会而担当的相应责任、履行各种义务的自

律意识和人格素质［２］。社会责任感既包括自我责任感，又包括对自我之外的他者和社会群体的

社会责任感［３］。

胡建进最早提出了大学生社会责任感问题，但他未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结合大学生自身

的特点，有学者将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界定为：大学生对自身、他人、社会、国家所应肩负责任的认

识和信念，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遵守法律、规范和习俗，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的态度和心情［４］。拥

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大学生身心健康和人格健全的重要体现，作为高校大学生，更应自觉遵守

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心系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关心、尊重并尽力帮助他人，自觉地把个人的学

习、工作、家庭、事业与社会发展、祖国需要结合起来，努力建设祖国，报效祖国。

社会责任感是知、情、行的统一，是人的内在精神价值和外部行为规范的结合。小到促

进个人成长、家庭幸福，大到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民族进步、社会发展，都必须以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为基础支撑。互联网时代，人们思想意识和行为活动的独立性、开放型、选择

性、多变性、差异性和复杂性较之过去明显增强，与之相对应，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也

日益复杂多样。

（二）基本方法

元分析是对同一问题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定量合并的统计方法［５］。元分析的优点在于能借助

统计学的理念与方法，综合评价、总结已有同类研究，进而归纳出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热

点、未来的发展方向及存在的不足等，是一种高级逻辑形式上的文献综述。本文借助元分析的方

法，对有关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研究进行整体综述，以期发现这一领域潜在的研究规

律及事实。

（三）研究样本

本文数据来源为：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中文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ＣＮＫＩ）
中的中国全文期刊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及中国

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的文献，检索条件为 “主题”及“检索词”，具体设定为“大学生”“社会责任

感”“网络”，以“并含”的关系进行检索，匹配模式为模糊方式。共检索到相关文章４７７篇，剔除
与研究主题不符合，以及重复发表的６４篇，最终获得的实际样本数是４１３篇，其中博士论文３
篇，优秀硕士论文８８篇，期刊论文３２２篇。从成果发表的年份、文献作者分布、研究视角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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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等４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分类和编码，具体操作设定如下：
１．文献数量及时间。通过统计每篇论文发表的年份，了解人们在不同年份对互联网时代大

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

２．文献作者分布。通过统计研究者的身份，了解该问题的研究层次。研究者的具体身份为
博士生、硕士生、专业教师、行政人员（学工干部）等。

３．研究视角。具体指的是研究的学科视角，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伦理学、心理学３个视角。
４．研究主题。按照论文阐述的议题分为以下几个类别：一是网络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困境与对策；二是对大学生网络道德的探讨；三是对网络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

感的探讨。为防止出现对同一篇论文重复统计的情况，本研究按照论文的核心主题进行

归类。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文献数量及时间

对检索出来的所有文献进行统计、整理，得出有关网络背景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研究的历年

发文数量走势图，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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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历年发文数量走势图

由图１可见，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的研究文献仅占总发文数的 １３．７％，从 ２００９年起该研究
的热度明显提高，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的发文数占总发文数的８６．３％。近十年是我国互联网，尤
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大学生搭建了一个广阔、开放、

立体的交往空间和更加多样、便利、高效、个性化的交流平台。然而，网络信息资源的庞杂

及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价值断裂，给在校大学生的政治立场、思想信念、价值取向、

行为方式和心理发展等带来了巨大冲击，并引发了一系列网络失范问题。对此，国家和地

方政府多次出台加强大学生网络行为教育的文件，研究者们也予以了广泛关注，相关的研

究日益升温，成果逐年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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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作者分布

对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感问题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较多，但研究的专业化程度还

不够高，研究者的身份统计如下（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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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研究文献作者身份统计图

由上图可见，２１．３１％的作者为在读硕士，足见在读硕士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问题的关注度
较高；研究者中数量最多的是高校从事教育管理工作的人员，占比４８．１８％，这也表明从事大学
生一线教育管理工作的群体比较重视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研究；专业教师身份的作者仅占

１３．５６％，这也凸显国内权威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度不高。
（三）研究视角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研究势必受思想政治教育、伦理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影响。已有文

献从这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的共有３２０篇，其具体分布情况为：从心理学视角进行研究的为６２篇，
占比为１９．３８％；从伦理学视角进行研究的为１０４篇，占比为３２．５０％；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进行
研究的为１５４篇，占比为４８．１３％。

（四）研究主题

在４１３篇文献中，研究互联网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困境与对策的文章有１５９篇，占
比为３８．５０％，而对网络背景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方面进行探讨的文章仅有 ５１篇，占比为
１２．３５％，相对较少（见表１）。

表１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研究文献的研究主题统计

研究主题 数量 百分比

网络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困境与对策 １５９ ３８．５０％

关于大学生网络道德的探讨 １１５ ２７．８５％

网络背景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方面的探讨 ５１ １２．３５％

网络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探究 ３４ ８．２３％

其他 ５４ １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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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５１篇关于网络背景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探讨的文献中，有７篇主要运用的是调查研究
的方法，占比为１３．７３％，其调研途径包括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等；经验总结式的研究有１１篇，
大多是学生管理工作者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概括，占比为２１．５７％；有５篇主要采用了文献
研究法，占比为９．８％；其他２８篇主要采用的是文献研究的方法，占比为５４．９０％。

系统梳理已有研究，得出的主要观点有：

１．上网时间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有明显影响，上网时间越多，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影响
越大［６］。

２．网络特定的虚拟环境和低约束性，会降低大学生对自己的要求，导致他们对身边不道德的
行为熟视无睹，从而与现实世界脱轨，更谈不上承担社会责任［７］。

３．高校辅导员要“线上”“线下”相结合，及时掌握当前的信息流量、精通内容过滤的网络监
控技术，把网络作为对大学生开展社会责任感教育的场所和工具［８］。

４．应加强群体自治与监管，努力优化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的环境［９］。

三、思考及对策建议

（一）思考

１．互联网时代的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问题越来越受关注。互联网已成为大学生获取知识
和信息的重要渠道，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意识、道德信念、价值观念。从采样的

文献来看，该问题已引起学者较多的关注，研究的文献也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但研究质量仍有待

于进一步提升。目前国内学界对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的研究仍未形成合力，缺乏

相对权威的专业研究者。

２．研究视角日趋多元化。元分析结果发现，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问题的研究，不再局限
于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进行，已逐渐拓展到心理学、伦理学及其他学科。网络环境下大学生

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和大学生几方的积极配合，

未来多学科、多领域的交叉研究将有助于该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

３．目前，对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评价标准体系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科学的社会责
任感培育评价机制有助于高校加强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的目标、内容、方法、过程、特色等各

个方面的监管，有利于切实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如果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就不

能全面地反映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现状［１０］。

４．已有的对策研究与实际结合得不够紧密，可操作性不强。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问题
的研究，一定要结合其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等进行，只有这样研究结论和建议才会有时代感、实

效性和生命力。目前，学者提出的措施、对策及建议等大多是泛泛而谈，缺乏针对性；对各种培养

措施，没有进行相应的追踪研究，无法确定其实际效果［１１］。

（二）对策建议

１．整合研究力量，提升研究质量。应充分挖掘、完善和整合相关的研究资源，构建由科研机
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学校、学生及家长等多方共同参与、协作研究的机制，培养相对稳定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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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队伍，集聚研究力量，提升研究层次，突出研究特色。

２．拓展研究视角，完善研究体系。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研究，将继续升温，并引发具
有更多学科背景的学者们的密切关注。应积极实现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不断深化研究主题，进而

构建系统的理论体系。

３．突出研究重点，深化研究深度。应加强对社会责任感本质的探讨；深化研究互联网时代大
学生社会责任感的评价机制；探讨如何将“互联网＋”模式应用到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的过程
中去。这仍然需要加强对研究力量的整合和协调，避免研究资源的浪费。

４．紧扣时代特征，提高研究实效。站在新时代的角度去考察、解析大学生社会责任感问题，必
须深刻认识和洞悉新时代的特征，并将其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问题进行关联、匹配，力争提出

富有时代感、实效性和生命力的观点和建议，务求在解决现实问题和服务政府决策时能进退自如。

结　语

全面收集资料是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价的先决条件，本研究未将研究报告、基金项目等其他形

式的研究成果和外文文献列入网络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元分析的范围，因此在资料搜集

方面显得不够全面和系统。此外，当前国内有关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研究的文献

层次和质量不高，某种程度上也降低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研究必须把准新时代的发展大势，反映时代风尚和精神。互联网时

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正视“数字化生存”的客观境遇，针对当前大学

生社会责任感缺失的现状，整体把握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深刻内涵，凸显研究的宏观性，以大学

生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协同发力的培养机制。“互联网＋”时代大学
生社会责任感的培育研究更应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规范性、综合性

和客观性，不断增强研究成果的实效性、导向性、可操作性和可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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