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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在“课程思政”背景下，充分了解体育专业大一新生的社会责任感，以

利于课程体系的完善和体育专业大一新生的社会责任感的提高。本研究以池州学院为例，采用问卷调查

法等对体育专业大一新生的社会责任感进行调查，并从性别和专业两个维度分析社会责任感及其维度的

差异。结果显示，体育专业大一新生的社会责任感较高，但仍有提高空间。女生和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专业的社会责任感分别高于男生和休闲体育专业，尤其是家庭责任感，同时社会责任感在性别和专业上

呈现显著性差异。后期在“课程思政”的建设中应注意社会责任感在性别和专业的差异，完善课程体系，

促进大一新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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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s, it is important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freshmen major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urri-
culum Civics and Politics”,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freshmen major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This 
study takes Chizhou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o investigate the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freshmen major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by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analyse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ts dimension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gender 
and maj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eshmen major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have a high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bu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The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female students and social sports i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major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 students and recreational sports majors respectively, especially the sense of family respon-
sibility, while the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and major.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gender and majo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Civics” in the future, improve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fresh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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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学校是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高校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2]。当下体育专业大学生为 00 后，拥有较

好的生活物质条件，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享受到诸多便利[3]。但政治觉悟相对薄弱，缺乏政治敏锐性，思

想不够成熟，同时重体育技能的专业特征，弱化体育专业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4]。 
社会责任感是拔尖人才的核心素养，是个人道德与文化道德的统筹整合[5]。同时作为衡量高校学生

思政素养的重要指标之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高校学生承担更多社会责任[6]，体育专业大一新

生作为未来服务社会的人才，未来承担着体育教师、体育科研人员、社会体育指导员等众多角色。在当

前“课程思政”背景下，为探索体育专业课程如何融合思政元素，完善体育专业大学生培养体系，本研

究立足地方高校服务社会需求，以池州学院体育学院为出发点，对大一新生进行社会责任感的调查，分

析当前大一新生社会责任感的特征，为后期针对性的课程建设及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课程思政”背景下体育专业大一新生社会责任感的调查研究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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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以“课程思政”、“社会责任感”和“体育专业大学生”等主题词在中国知网、万方、北京师范大

学图书馆、EBSCO 等中外数据库进行相关文献检索，总结梳理目前有关社会责任感、课程思政等相关研

究的进展，为量表选取、方法选择、论文写作等奠定理论基础。 

2.2.2.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以池州学院为例，池州学院共开设社会体育管理与指导和休闲体育两个专业，调研组对 240

名大一新生(各专业 120 人)的基本信息和社会责任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240 份，回收 228 份，回

收率为 95%，其中有效问卷 197 份，有效率为 86.4%。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采用田园于 2017 年编制的大学生社会责任感量表进行测量，包括家庭责任感、

集体责任感和国家责任感三个维度，共有 28 个项目[7]。问卷采用 5 点计分，从 1 (完全不符合)到 5 (完全

符合)得分越高表明社会责任感就越高。本研究中的 ɑ系数为 0.826。 

2.3. 数理统计法 

使用 SPSS26.0 对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首先对大一新生和各专业学生采用描述性分析，分析总结

其社会责任感的特征；后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两个专业间在社会责任感及其各维度上的差异，p < 0.05
表示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01 表示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3. 结果与分析 

3.1. 大一新生社会责任感的特征 

分别对问卷社会责任感量表中大一新生和男女生有效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1，大一新生社会责

任感的得分是 4.33 ± 0.50，其中国家责任感、集体责任感和家庭责任感三个维度的得分分别是 4.25 ± 0.74、
4.24 ± 0.53 和 4.60 ± 0.41，国家责任感和集体责任感均低于社会责任感。从总体上看，大一新生对国家和

集体责任感偏低。 
从性别维度上看，女生的社会责任感得分与男生相比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39 < 0.05)，其中国家责

任感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p < 0.01)，集体责任感和家庭责任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表明女生在社会责任

感上显著优于男生，其中国家责任感女生非常显著优于男生，集体责任感和国家责任感虽高于男生，但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Table 1.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mong freshmen and its various dimensions 
表 1. 大一新生社会责任感及其各维度的现状分析 

 社会责任感 国家责任感 集体责任感 家庭责任感 

大一新生(n = 197) 4.33 ± 0.50 4.25 ± 0.74 4.24 ± 0.53 4.60 ± 0.41 

男生(n = 169) 4.31 ± 0.51 4.20 ± 0.78 4.23 ± 0.54 4.59 ± 0.41 

女生(n = 28) 4.47 ± 0.35 4.57 ± 0.35 4.25 ± 0.49 4.64 ± 0.35 

t −2.126* −4.195** −0.162 −0.607 

p 0.039 0.001 0.872 0.544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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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与休闲体育专业大一新生社会责任感的对比分析 

从专业维度上看，如表 2，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大一新生的社会责任感得分与休闲体育专业的

相对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29 < 0.05)，其中国家责任感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18 < 0.05)，集体责任感和

家庭责任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表明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大一新生在社会责任感上显著优于休闲体

育专业的大一新生，其中国家责任感得分也显著性高于休闲体育专业的大一新生，集体责任感和国家责

任感虽高于男生，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mong freshmen in different majors and its various dimen-
sions 
表 2. 不同专业大一新生社会责任感及其各维度的现状分析 

专业 社会责任感 国家责任感 集体责任感 家庭责任感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n = 101) 4.41 ± 0.46 4.38 ± 0.65 4.28 ± 0.53 4.64 ± 0.37 

休闲体育(n = 96) 4.25 ± 0.52 4.13 ± 0.82 4.18 ± 0.53 4.55 ± 0.43 

t 2.206* 2.389* 1.315 1.411 

p 0.029 0.018 0.19 0.16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4. 讨论 

经过以上调查分析得出，大一新生的社会责任感仍有提升空间，国家、集体和家庭责任感三个维度

中，从性别和专业角度看，均是家庭责任感的得分最高，国家和集体责任感均得分均低于家庭责任感；

在社会责任感总分和国家责任感维度得分上均在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表明大一新生在社会责任感

中国家和集体责任感的提高是十分有必要的，同时也需要注意性别和专业的差异。 
性别维度中，女生的社会责任感均高于男生的。相关研究表明，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存在性别差

异[8]，女性在社会责任感中存在重家庭责任轻国家责任感的问题[9]，同时个体在生命历程中会经历和变

换不同角色，但女性的家庭责任会受传统观念、社会期望等不断增加家庭角色投入，以增加女性的家庭

责任[10]。这本研究结果相符。其中国家责任感在性别上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00 后”的人格特征具

有较强的自觉性、较强的自信心、较差的自律性；但是有些大学生在学习不够认真、思想认识不够完善

[11]，体育专业的男生更为凸显，其主要原因是其人格特征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存在着某种差异，需针

对性进行思政教育工作。 
专业维度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社会责任感均高于休闲体育专业的，且在社会责任感及其

中的国家责任感存在显著性差异。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所对应的要求为 21 世纪社会急需的大批体育

行政管理、体育健身指导、体育康复与保健等复合型人才[12]。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是由群众体育转化而

来，而“休闲体育”自国外舶来，休闲体育侧重休闲体育项目策划、经营与管理的能力[13]。专业要求的

区别可能是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社会责任感高于休闲体育专业的原因之一。另外，池州学院社会体

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录取分数高于休闲体育专业，成绩越优异，可能社会责任感越强，值得进一步深入探

讨。 
综上所述，体育专业大一新生的社会责任感虽较好，但仍有提升空间。随着课程思政理念和实践的

不断深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成为当前推进体育教学改革、提升育人质量的重要举措[14]。为贯彻立德树

人，提高体育专业大一新生的社会责任感，促进其全面发展。在体育“课程思政”的建设中，众多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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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优化路径，其中包括科学设置体系，完善育人系统；多元协同发力，形成育人共同体；挖掘思政元

素，构建共享平台；提升教师素养，增强内生动力；营造育人氛围，优化育人环境[15]；从多维角度统筹

教学要素，加强对多元教学环节的科学化安排，以期形成具有高校特色的体育育人模式[16]；让全部高校、

教师和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形成

协同效应，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17]。 
本研究仅调查大一新生的社会责任感，以池州学院为例，同时样本量较小，研究结果仅具备一定代

表性，后续仍需要大量研究来调查大一新生的社会责任感及价值观等素质品质，以营造良好育人氛围，

为“课程思政”建设奠定基础，完成教育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任务的重要工作任务。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体育专业大一新生的社会责任感较高，但仍有提高空间。女生和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社会责

任感分别高于男生和休闲体育专业，尤其是家庭责任感。 
社会责任感在性别和专业上呈现显著性差异，且国家责任感在性别和专业上分别呈现显著性和非常

显著性差异。 

5.2. 建议 

1) 在“课程思政”的建设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学生知识和能力的发展，还要关注学生社会责任感等

优秀的品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 
2) 在体育“课程思政”的建设中，需要注意性别和专业的区别，做到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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