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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attention to social 
hot spots,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method of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to investigate and study 
college students at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f 
the average total score of the students’ attention to social hot spots i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is 
[85.94, 88.73], and the average score of each item in the scale is mostly above 3 points a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is above 0.7.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the overall attention of 
the students i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to social hot spots is at a relatively good level, but the at-
tention among individuals fluctuates greatly and has poor stability,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atten-
tion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to social hot spot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individu-
al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hot spots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breadth and depth of social hot spots,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hot spots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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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当代大学生对社会热点的关注现状，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中南大学的在校大学生进

行了调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中南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对社会热点关注度的总得分的均值的95%置信区间

为[85.94, 88.73]，量表各条目得分均值绝大部分在3分以上，标准差在0.7以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

南大学的在校大学生整体上对社会热点的关注情况处于一个较为良好的水平，但个体之间的关注度波动

性大，稳定性差，说明当代大学生对社会热点的关注度在个体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本文从社会

热点的关注角度、广度和深度三个方面对当代大学生社会热点的关注现状进行解析，为各高校进一步改

善大学生的社会热点关注现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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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热点指在社会中引起广泛关注、参与讨论、激起民众情绪，引发强烈反响的事件；它体现着当

下社会发展中激烈的矛盾冲突，具有即时性、综合性和社会性，能聚焦大众视野[1]。它对于一个国家的

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为了进一步更好地引导当代大学生关注和思考社会热点问题，本项目以中南大学的

在校大学生为代表对当代大学生社会热点关注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中南大学是全国重点的 985，211 高

校，是国家重点培养的对象之一，了解该校大学生对社会热点的关注情况具有重要意义)。本次调研共收

集了来自中南大学的 291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288 份。通过调研，我们对中南大学的在校大学生的社

会热点关注角度、关注广度和关注深度三个方面有了较为全面和深刻的了解，本研究可在一定程度上为

各高校采取有效措施来培养和提升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供参考依据。 

2. 调研目的 

研究当代大学生对社会热点的关注情况，分析其思想动态是否积极向上、其关注的热点问题的构成

情况是否有利于身心健康，对此探索一种可干预的有效措施。为高等院校正确引导大学生思想倾向及思

想政治教育上提供理论依据。 

3. 调研方案设计 

3.1. 调研方法 

文献研究、横断面调查： 
本项目研究总体为中南大学在校大学生，考虑到各专业人数比例不同，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按

不同的专业类别进行分层)对总体进行抽样调查。首先将专业分为医学、理工、艺体、文史四大类，按每

类专业的人数比例计算所需的样本量，再在每一层中进行简单随机抽样，考虑到简单随机抽样抽时抽到

的个别个体不配合的情况，于总体样本量估计时引入设计效率以扩大样本量，减少抽样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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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通过预调查得到 p = 0.76，假定 ɑ = 0.05，容许误差不超过 0.1，则可计算得到样本量 N = 243。 

3.2. 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分为社会热点关注角度、关注广度、关注深度三个调查维度，共 24 项条目，包括大学生

对社会热点的重要性的认识、对关注社会热点的动力来源是否功利、所关注内容的丰富性、获取信息

渠道的多样性、对社会热点关注的兴趣、精力投入程度以及对社会热点问题思考程度的深入性等多方

面的内容。 

3.3. 调查工具 

综合国内外的学者对社会热点和时政关注的测量[1]-[7]，本文以社会热点关注的态度层面为导向来建

立指标体系。态度层面下设三个一级指标，分别为社会热点关注角度(Y1)、社会热点关注广度(Y2)、社

会热点关注深度(Y3)。三个维度下共设立 24 个条目，每个条目均为一个陈述句，选项设有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五个态度等级，由此组成社会热点关注度评分量表。通过 SPSS 软件计

算 Cronbach ɑ值，结果为 0.858，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结果：P = 0.21，说明

变量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同时 KMO 值 0.787，说明各变量间信息的重叠程度尚可，应当有可能得到较

为满意的因子分析模型。综上，该量表满足测度要求。 
为了解当代大学生对社会热点的关注率，本研究参考健康素养评价体系对“健康素养低下”的定义

[8]，将社会热点关注度量表得分低于总分的 66%者定义为“社会热点关注度低”。计分原则为选项的每

个等级分别对应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每个条目均为正向计分。 

4. 调研分析 

4.1. 中南大学在校大学生对社会热点的关注率较高，但有待提升 

社会热点关注度量表各维度的总分之和为 120 分，根据本文对社会热点关注水平的定义，将得分

低于 79.2 分者定义为“社会热点关注度低下”。根据调查结果统计：中南大学在校大学生对社会热点

的关注率为 77.08%。本调查结果是以中南大学的在校大学生为例所计算得到的结果，中南大学是我国

的 211 重点高校，其关注率虽不算太低，但仍未达到 80%，可见当代大学生对社会热点的关注率有待

进一步提高。 

4.2. 中南大学在校大学生对社会热点的关注度较高，但大学生对社会热点关注度在个体之间存

在着较大的差异 

对社会热点关注度量表的得分进行探索性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可知：当代大学生对社会热点的关注度

近似正态分布。SPSS 分析结果见图 1、图 2、表 1。 
由下图可知：中南大学在校大学生对社会热点关注度的 95%的置信区间为 85.9~88.7，标准误为 0.707。

该结果表示 85.5~88.7 这个得分区间有 95%的可能性包含了中南大学在校大学生对社会热点关注度的平

均水平，由标准误大小可知用该样本均数估计总体参数的可靠性较好；社会热点关注度得分的标准差为

12.00 分，表明社会热点关注度得分波动性较大、稳定性较差，大学生不同个体之间对社会热点的关注度

存在较大差异。故要想提高大学生群体对的社会热点的关注度，需重点关注得分低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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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Histogram of total scor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图 1. 总得分频率分布直方图 
 

 
Figure 2. Standard Q-Q plot of total score 
图 2. 总得分的标准 Q-Q 图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otal entries score 
表 1. 条目总得分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描述指标 统计量 标准误 

均值 87.3403 0.70737 

均值的95%置信区间 
上限 85.9480  

下限 88.7326  

5%修整均值 87.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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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中值 87.0000  

方差 144.107  

标准差 12.00445  

极小值 47.00  

极大值 120.00  

范围 73.00  

四分位距 13.00  

偏度 0.260 0.144 

峰度 1.191 0.286 

4.3. 社会热点关注角度 

4.3.1. 中南大学绝大多数大学生能够认识到社会热点的重要性 
“大学生应当关注了解社会热点”该条目得分的均值为 4.28 分，标准差为 0.78 分，显示出中南大学

在校学生对社会热点的重要性有高度的认知。从选项的构成比来看(见图 3，表 2)，绝大部分同学对社会

热点的重要性表示赞同，有少部分不在意，有个别同学表示反对。 
 

 
Figure 3. Attention angle—item 1 pie chart of survey results percentage 
图 3. 关注角度——条目 1 调查结果百分比饼图 

 
Table 2. Attention angle—item 1 frequency distribution table 
表 2. 关注角度——条目 1 频率分布表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非常不同意 3 1.0 1.0 1.0 

不同意 5 1.7 1.7 2.8 

一般 25 8.6 8.7 11.5 

同意 130 44.8 45.1 56.6 

非常同意 125 43.1 43.4 100.0 

合计 288 99.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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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中南大学在校大学生关注社会热点的主要动力来源是出于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 
由表 3 可知，在条目 2“大学生关注社会热点是出于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条目 3“我关注社会

热点并非因为它对我将来的就业、发展有帮助”和条目 4“我了解社会热点并非为了增加与周围人的谈

资”中，条目 2 均值最高为 4.08 分且标准差在三者中最小。说明在关注社会热点的动力来源中对社会和

国家的责任感起到主要作用。但条目 3、4 得分都在 3 分以上，说明人们对于将了解社会热点并不是仅仅

出于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仍会受到未来就业、发展、谈资等因素的影响，这一结果与社会的发展相

适应。 
 

Table 3. Attention angle—the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items 2, 3 and 4 
表 3. 关注角度——条目 2、3、4 的均值与标准差 

统计量 

题目 2.大学生关注社会热点是出于对

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 
3.我关注社会热点并非因为它对

我将来的就业、发展有帮助 
4.了解社会热点并非为了增

加与周围人的谈资 

均值 4.08 3.85 3.75 

标准差 0.797 0.898 0.907 

4.3.3. 中南大学在校大学生从整体上来看对社会热点的看法有自己的立场，但将近半数的人的立场会受

到外界的影响 
由表 4 可知，条目 5“对社会热点事件我有自己的立场，不会受到媒介报道倾向的影响”与条目 6

“偏见不会影响我对一个社会热点的判断分析”得分的均值分别为 3.68 分，3.52 分，得分在 3 分以上。

但从构成比来看分别有 33.1%，35.5% (见表 5、表 6)的同学对自己的立场不够坚定。 
 

Table 4. Attention angle—the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items 5 and 6 
表 4. 关注角度-条目 5、6 的均值与标准差 

 统计量  

题目 
5.对社会热点事件我有自己的立场，不会受到媒

介报道倾向的影响 
6.偏见不会影响我对一个社会热点的判断

分析 

均值 3.68 3.52 

标准差 0.861 0.951 

 
Table 5. Attention angle—item 5 frequency distribution table 
表 5. 关注角度——条目 5 频率分布表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非常不同意 2 0.7 0.7 0.7 

不同意 20 6.9 6.9 7.6 

一般 96 33.1 33.3 41.0 

同意 121 41.7 42.0 83.0 

非常同意 49 16.9 17.0 100.0 

合计 288 99.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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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Attention angle—item 6 frequency distribution table 
表 6. 关注角度——条目 6 频率分布表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非常不同意 4 1.4 1.4 1.4 

不同意 36 12.4 12.5 13.9 

一般 99 34.1 34.4 48.3 

同意 103 35.5 35.8 84.0 

非常同意 46 15.9 16.0 100.0 

合计 288 99.3 100.0  

4.4. 社会热点关注广度 

4.4.1. 中南大学在校大学生在关注社会热点的内容方面具有选择性 
由维度 2 的条目 1~5 的得分均值可知(见表 7)：中南大学在校大学生对公共安全事件与社会矛盾事件

的关注度更高，而对军事外交及公共管理方面的社会热点事件关注度相对较低。这可能是因为前两者更

贴近我们生活，更容易被大多数的交流与讨论，更容易被人们所理解并产生共鸣。这也可以反映中南大

学在校大学生了解社会热点存在一定的被动性。 
 
Table 7. Social hot spots attention span—dimension 2—items 1~5 
表 7. 社会热点关注广度——维度 2——条目 1~5 

条目 题目 均分 比例 

1 我对体育、娱乐及公众人物等社会热点感兴趣 3.67 0.96 

2 我对军事外交问题感兴趣 3.44 0.89 

3 我对公共安全(例如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问题感兴趣 3.88 0.71 

4 我对公共管理(涉及政府管理，行政管理，城市管理，公共政策，发展管理，教育经济管理

以及劳动社会保障等方向)问题感兴趣 
3.51 0.86 

5 我对社会矛盾(涉及官民、贫富、医患矛盾、道德争议等)问题感兴趣 3.88 0.75 

4.4.2. 大众媒介是中南大学在校大学生获取社会热点的主要途径 
由维度 2 的条目 6~10 的得分均值可知(见表 8)：大众媒介是中南大学在校大学生获取社会热点的主

要途径，其次是与同龄人交流。而对于学校宣讲活动及与长辈交流得分显然叫前两者低得多。社会热点

了解途径的结果与也与所关注的社会热点内容相适应，在当代大学生中，倾向于了解社会矛盾、公共安

全及娱乐、公众人物等方面的内容；而在家长、老师等长辈中更倾向于讨论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内容。 
 
Table 8. Social hotspot attention span—dimension 2—item 6~10 
表 8. 社会热点关注广度——维度 2——条目 6~10 

条目 题目 均分 比例 

6 我一般通过大众媒介来自主获取社会热点 3.95 0.74 

7 我通过学校举办的社会热点学习活动(如政策形势宣讲会、思想教育课)了解社会热点 3.26 0.95 

8 我通过与长辈的交流获知社会热点 3.27 0.94 

9 我通过与同龄人的交流获知社会热点 3.71 0.84 

10 我有便捷充足的途径来获取我感兴趣的社会热点 3.85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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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社会热点关注深度 

4.5.1. 中南大学在校大学生对新的社会热点的获取具有一定的时效性 
维度 3：条目 1“我总是第一时间获取新的社会热点”的得分均值为 3.39 分，结果表明中南大学在

校大学生从整体上看获取新的社会热点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但从构成比(见图 4，表 9)来看半数以上的人

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第一时间获取社会热点或者确定自己不能第一时间获取社会热点，这表明大学生半

数以上的人不会去主动关注每日的社会问题，只有当事情发酵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引起关注。 
 

 
Figure 4. Depth of concern—item 1 percent pie chart 
图 4. 关注深度——条目 1 百分比饼图 

 
Table 9. Depth of concern—item 1 frequency distribution table 
表 9. 关注深度——条目 1 结果频率分布表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非常不同意 4 1.4 1.4 1.4 

不同意 26 9.0 9.0 10.4 

一般 140 48.3 48.6 59.0 

同意 98 33.8 34.0 93.1 

非常同意 20 6.9 6.9 100.0 

合计 288 99.3 100.0  

4.5.2. 中南大学在校大学生中多数对社会热点感兴趣并且愿投入精力去更进一步地了解社会热点 
由维度 3 的条目 2~6 可知(见表 10)：约 60%以上的同学对社会热点感兴趣并且愿意投入时间与精力

去追踪社会热点的后续发展。 
 
Table 10. Depth of social hot spots—dimension 3—items 2~6 
表 10. 社会热点关注深度——维度 3——条目 2~6 

条目 题目 均分 比例 

2 我喜欢与周围人分享讨论新的社会热点 3.56 0.79 

3 我特别关心社会热点 3.44 0.83 

4 我经常关心社会热点 3.60 0.78 

5 我对重要的社会热点事件会长时间关注 3.64 0.76 

6 我会进一步阅读社会热点事件的延伸资料 3.61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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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中南大学在校大学生对社会热点事件具有自己的看法，但很少在网络上发表 
由条目 7~8 可知(见表 11，表 12)：70%以上的中南大学在校大学生在社会热点的看法上有自己独到

的见解，但他们不愿在网络上发表出来，这不利于教育部门了解和引导当代大学生的思和认知。为解决

这个问题，可以建立专门的讨论网站，并邀请专家实时评论；也可以由学校定期举办专题讨论小组，并

请专门的老师指导。 
 
Table 11. Depth of social hot spots—dimension 3—items 7~8 
表 11. 社会热点关注深度——维度 3——条目 7~8 

条目 题目 均分 比例 

7 我在充分了解社会热点事件的基础上还有一定的个人看法 3.75 0.76 

8 我喜欢在网络上发表对社会热点的观点 2.81 1.01 

 
Table 12. Depth of concern—item 8 frequency distribution table 
表 12. 关注深度——条目 8 频率分布表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非常不同意 24 8.3 8.3 8.3 

不同意 92 31.7 31.9 40.3 

一般 103 35.5 35.8 76.0 

同意 53 18.3 18.4 94.4 

非常同意 16 5.5 5.6 100.0 

合计 288 99.3 100.0  

5. 结论与讨论 

中南大学在校大学生对社会热点的关注现状整体上讲较为良好，但关注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且个体

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若想提高关注率以及整体的平均水平，就需要对个别特别不关注的同学加以重

视和引导。从关注角度来看，当代大学生能够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热点的重要性，而且他们对国家和社会

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尽管他们对社会事件有着自己的看法，但仍会受到社会媒体舆论的影响，因此，为

了国家好地发展，除了要培养大学生的思想与信念外，还要谨慎监督和管理舆论导向。从关注宽度来看，

他们对于社会热点的关注内容和了解渠道有一定的选择性，与传统的课堂传授相比他们更倾向于自媒体，

与长辈交流相比他们更倾向于与同龄人交流，正因为他们的了解途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内容的了

解上具有偏向性；为了更好地平衡这个问题，学校应当改进传统的传教方式，寻找让同学们更易于接受

的方式。从关注深度来看，大学生对已存在的社会热点表现出较高的兴趣并且愿意花时间与精力去探索

事件的真相，对社会热点事件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但缺少可以发表言论的平台，为此可以建立专门的

讨论网站，并邀请专家实时评论；也可以由学校定期举办专题讨论小组，并请专门的老师指导，这样有

利于各高校更好地了解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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