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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网络社会责任感的研究综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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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已成为青少年成长的重要社会情境，其自由性、开放性和虚拟性等特点对青少年的

成长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2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13年 6月，我国网民达到5.91亿，其中10—19岁网民

超过1.37亿，“在线”成为青少年社会生活交往的主要手段。青少年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

形成但尚未定型的关键期，培养良好的青少年网络道德，构建和谐健康网络，塑造青少年

网络社会责任感显得非常必要。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网络已成为青少年成长中的重要教

育情境。但网络环境对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具体作用机制还没有统一的研究结论，一部分认为，

网络环境为青少年创造了无限参与和扮演各种社会角色的机会，拓展了个体间的学习和交

流空间，促进了青少年在探索自我、寻求社会支持和获得亲密关系等方面的良性发展[1]。但

也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它对青少年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副作用，青少年网络成瘾、网络攻击行为

和网络偏差行为时有发生[2]。由此可见，网络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结构，对青少年的影响具

有复杂的发生机制。

影响网络情境下青少年社会化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其中，青少年的网络社会责任感就

会影响青少年社会化发展。网络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是青少年社会责任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现实生活中，责任感对青少年社会化有积极影响，责任感强的青少年在人际交往、利他行

为、道德行为发展等方面较为完善[3]。研究者发现，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责任感不能简单地

迁移到网络情境中，对于偏好网络社交的个体而言，高责任感个体会对社交网络积极投入

时间和情感，提高了病理性使用网络的风险[4],也有研究者发现，现实世界的利他行为通过

网络社会支持等因素的中介和调节而影响网络利他行为[5]。

可见，青少年网络情境中的社会责任感的影响机制正处于研究的关键阶段。本研究将采

用文献研究方法，对青少年网络社会责任感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为未来研究提供借鉴和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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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网络社会责任感的概念及测量

1.网络社会责任感的概念

青少年网络社会责任感的早期研究主要针对网络失范行为青少年的情绪表现，强调网

络道德和伦理的重要性，多集中在社会学、伦理学、传播学和教育学领域。心理学视角下的青

少年网络社会责任感，源自于对青少年责任心的发展研究[6]，可追溯到皮亚杰和科尔伯格

对道德认知发展的研究。社会责任心研究兴起于20世纪 50年代初起，呈现多元化研究取向，

心理动力学、人格心理学领域和社会认知等不同领域对社会责任心理均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7]。社会责任心的内涵丰富[8]，研究者认识不一，但对于“社会责任感是社会责任心情绪体

验的部分”已达成共识。社会责任感是个体在社会活动中履行自己应尽责任的一种情感态度，

是对自己分内的事勇于承担并尽力完成的情感体验[9]。可见，社会责任感与社会责任心既有

联系又有区别，前者通常包含后者，前者一般通过社会责任认知、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责任适

应三个动态心理过程来实现的。社会责任感属于心理过程中的情绪活动，体现为个体动态的

道德情感体验过程[10]。社会责任感是在一定社会责任认知基础上形成的，它对个体的社会责

任适应具有重要的调节和评价功能，它由义务感、正义感、爱心与奉献精神、良心、同情心、自

尊心和羞耻感构成[11]。

网络社会责任感是社会责任感的特殊表现形式，是个体实现符合网络道德规范的网络

行为时所体验的积极情感态度。在网络虚拟世界中的道德规范是什么呢？社会责任规范

（social-responsibility norm）理论指出，社会责任规范是进一步从社会整体和长远利

益出发，不管个人之间是否互利，人都应该助人的合乎社会要求的行为方式。遵从社会责任

规范不仅仅为了互利，而且还为了自身的声誉[12]。网络道德规范行为的规定受到了各国政府

和民间组织的高度重视，尤其是作为网络用户增长速度极快的中国，建设文明和谐网络环

境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目标。团中央、教育部、文化部、国务院新闻办、全国青联、全国学

联、全国少工委、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2001)联合向社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青少年网

络文明公约》, 中国互联网协会(2006)发布《文明上网自律公约》，中国互联网大会（2013）

从道德底线角度出发，提出网络社会责任感的七个维度，即“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

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信息真实性底

线”。这个概念是从个体在互联网世界中对他人、群体、国家、社会所应有的法律和道德责任

进行定义，等同于网络社会责任行为规范。

综上所述，国内外研究者已对网络社会责任感的内涵作出初步的探讨和实践，一方面

关注网络社会责任感的内在体验，另一方面关注其外在的行为规范。网络社会责任感对于网

络社会行为具有积极影响，网络社会责任感是一种较为稳定的情感体验，是青少年主动适

应网络情境的良性结果。具有高网络社会责任感的青少年能自觉遵守日常行为规范和网络文

明公约，不看色情、赌博、暴力等不健康网站，坚决抵制不良诱惑，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如

诈骗、散布谣言、黑客攻击等行为。

2.网络社会责任感的测量

早期心理学对社会责任感的测量多包含于人格量表中的社会责任心的测量，对于网络

社会责任感的特殊情境研究是没有的。随着社会各界对网络道德和伦理规范的理论探讨的逐

步深入，有关网络社会责任感的操作性测量也有所出现，主要包含在网络社会行为测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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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是网络社会责任行为缺失的测量，如网络欺凌行为[13]、偏差行为[14]、去个性化[15]；一

是网络社会责任行为体现的测量，如网络亲社会行为[16]、网络利他行为[17]等测量。

目前，对于网络社会责任感的相关测量，主要采用自我报告的问卷测评方式，在测评

效度上容易出现社会赞许效应。品德心理学对责任感的相关研究虽然多集中在认知和行为的

测量上，但方法较为多样，其中有许多经典的方法可借鉴，如采用对偶故事、两难故事等生

态效度较高的情境测量。可见，网络社会责任感作为一种复杂的特殊情境下的心理特征，需

要注重情境的生态性，从不同研究层面结合不同研究方法进一步开发合适的测量工具。

二、网络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因素

目前心理学领域对网络社会责任感的研究已经从理论思辨发展到实证分析阶段。网络社

会责任感作为伴随网络道德行为的产生而发生的重要道德情感，其影响因素是个性使然，

还是情境作用？心理弹性理论认为个体对外界变化了的环境具有在心理及行为上主动调适

的机制，由此类推，个体的特点对网络社会行为的发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网络行为主体

总处于心理在线而身体不在线状态。许多学者从网络情境的特殊性出发，探讨网际不对称、

网络社会支持、网络社会角色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另一方面，网络虚拟世界是现实世界的

延伸，网络行为特征受到现实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根据 Bronfenbrenner的生态学理论，

家庭和社会因素等环境因素对个体发展起着关键作用。

1.个体因素

(1)性别因素。研究发现性别对社会责任心理与行为具有潜在的影响[18]。在现实世界中，

由于不同性别的归因方式、移情反应和敏感细致等方面具有差异性，从而女生在责任感上的

得分显著高于男生[19]。但在网络情境下，性别对相关社会责任心理和行为的影响结果并不一

致。有研究发现，男性的网络过激行为（包括攻击性、易怒和冲突）和网络色情行为发生频

率显著高于女生，女性的亲社会行为显著多于男生[20]。但也有研究发现，在网络世界中男女

的网络欺负行为不存在显著差异，分析认为网络空间是符号的空间，给女性提供了更多的

实施攻击的途径[21]。虽然以往研究结论不尽一致，但可发现，性别对于网络社会责任的心理

和行为的影响存在领域特异性。

(2)年龄因素。国内相关研究发现，儿童社会责任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下降的趋势，

小学和初中差异显著，初中和高中之间差异不显著[22]。在虚拟网络世界中，年龄和网络欺负

的频率存在非线性关系，频率最低的是 5年级，频率最高的是 7-8年级，随后呈现下降趋

势[23]。在对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研究中发现，网络亲社会行为在高二时显著低于其他年级，

这与现实世界的儿童社会责任行为发展趋势相同[24]。一般认为中学生处于青春期，较为自我

而忽视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也有依据道德认知发展理论认为，小学阶段处于服从和遵守

权威指令阶段，小学生能够很好地执行外在社会环境的行为要求。还有从学业压力方面进行

探讨，认为社会对中学生的学业要求逐渐提高，其他方面的责任行为要求较为弱化。因此，

为了更好地揭示网络社会责任感的发展趋势，还应综合考虑青少年的内在身心特点与外在

环境相互作用的深层机制。

(3)网络使用偏好因素。网络社会责任感具体表现在个体使用不同网络功能时的道德情

感体验。网络道德情感的积极反应表现之一为幸福感，有研究发现，网络幸福感和网络休闲

娱乐偏好相关程度最高[25]。根据需要满足理论，上网内在动机是发动、指引和维持个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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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内部动力，个体网络使用偏好是这种内部动力的具体外化形式，满足或弥补某种社

会心理需求，从而激发网络积极情绪体验的产生，其中包括积极的网络道德情感体验。网络

使用偏好是指网络使用者对某种网络服务和功能的偏好，表现为经常、反复性使用某种网络

服务。有研究表明，外向型的青少年，即具有活跃、合群、热情的青少年倾向使用互联网社交

服务，高宜人性青少年，具有宽容、坦诚大方、利他等特点的青少年在网络游戏中更可能遵

守规范，营造积极和谐氛围，体验积极情绪和社会支持[26][27]。高责任心的青少年，即具有高

责任感和自律性的青少年，在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与病理性使用互联网卷入程度方面具有

一种正向关系[28]。可见，网络社会责任感与网络使用偏好的关系探讨多在网络成瘾行为研究

中涉及，但目前尚无明确提出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以上研究表明，网络使用偏好与青少年

人格特质存在相关关系，而网络社会责任感是个体社会性人格发展的重要品质，因此，未

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青少年人格特质如何通过网络使用偏好影响青少年网络责任感。

2.环境因素

(1)网络环境因素。 张娅菲(2005)从网络不对称关系的视角分析，认为网际信息、技术、

权限和关系认知等因素的不对称导致了青少年网际社会责任感缺失[29]。有研究表明，网络道

德同侪压力对网络社会责任感缺失具有负向影响[30]。有研究者从网络利他视角分析，网络社

会的互动具有高效率、低成本等特点，网络社会又具有相关激励和延续助人的运行机制，促

使个体能够践行主动承担帮助他人的责任，增加个体利他和支持行为的发生率[31]。后继研究

进一步发现，网络社会支持在现实利他行为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既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又

具有调节作用[32]。也有研究者认为，网络作为一种多元刺激、新颖活动的媒介，可能吸引高

感觉寻求者，激发这类群体的内在冲动性，从而导致网络病理性使用，影响其学习、工作和

其他人际社会活动[33]。也有研究发现，合作或竞争网络环境的不同、第三方保障机制和网络

社区成员间的相似性等因素影响个体信任水平，而个体信任水平是对网络社会交往对象责

任感实现的一种概括化预期[34]。总之，网络环境的虚拟化和交互性等特点影响了网络社会责

任感的发生，未来研究还需进一步结合现实情境下的个体心理特质探查网络社会责任感的

发生机制。

(2)家庭因素。已有研究表明，家庭因素中的父母监控和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冲动性网

络使用具有重大影响，良好的亲子沟通和支持性的父母监控能够很好地预防网络成瘾[35]。自

我报告亲子关系差的青少年参与更多的网络欺负事件[36]。进一步研究发现，父母监控和网络

偏差行为之间呈现显著相关，青少年人格类型在父母监控和网络偏差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

作用[37]。可见，已有研究多集中于亲子关系与网络社会责任行为之间，对于青少年网络社会

责任感与家庭氛围、父母情绪情感调控特点等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

(3)社会文化因素。据阿诺德—拉扎鲁斯理论，青少年网络社会责任感作为情感的一种，

必然受到自我认知评价的影响，受社会文化的制约。责任扩散理论也认为，个体的道德行为

受周围情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社会文化是一种广义上的外在情境力量，深受社会心理学家

的青睐，相关理论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理论、独立自我和依赖自我的文化自我

理论。跨文化研究初步表明，受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影响，加拿大和中国青少年

在网络欺负情境中反应有所差异，中国青少年会告知成年人实施干预，而加拿大青少年更

多强调个体行为，倾向于实施网络欺负行为[38]。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下的利他主义和互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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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会同时影响网络游戏虚拟空间的助人行为[39]。也有研究表明，在以计算机为平台的团队

合作情境中，当面临团体和个体利益冲突时，具有依赖自我文化的个体比独立自我文化下

的个体更信任他们的团队，有一定的网络社会责任感[40]。可见，已有研究表明了社会文化环

境与网络社会责任感具有一定的联系，但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如何影响个体的网络行为，

如何与个体特质一起形成网络社会责任感差异的作用机制，还是尚未解决的问题。

三、 总结与展望

国内外研究者已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网络社会责任感进行了探讨，发现网络社会责

任感受到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情境中的不同水平的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性别、年龄等个体

因素。但有关网络社会责任感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其涵义以及影响机制需要进一步对其

进行深入地探究。

第一，已有研究多为零星分散式的研究和个别变量间静态关系的探讨，对青少年网络

社会责任感形成的影响因素的综合研究属于起步阶段。网络社会责任感概念作为网络心理方

面的重要研究领域，还有待进一步从社会责任感的内涵和本质属性出发，进行深入探讨，

形成科学、可操作的定义。探讨网络社会责任感形成机制需从情感的形成机制出发揭示其关

键影响因素。在情感形成机制中，社会性需要的发展，认识的深化，情绪体验的积累，情感

的迁移和泛化等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41]。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推广和发展，网络越来越成

为青少年生活学习中的主要场景，青少年网络社会经验发生了变化，青少年网络社会责任

感的形成研究需注重动态发展的视角去探讨。

第二，已有研究缺乏符合中国文化情境的设计，青少年网络社会责任感的研究涉及本

土道德文化氛围的影响，社会责任感存在文化差异[42]。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个体

追求自我独立处理和执行个体情感、思维和行为，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强调人与

人的关系，个体会主动地使自己与周围人及环境融为一体[43]。在网络行为研究中文化差异对

结果影响十分明显，Carlo等人(2003)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网络亲社会行

为倾向增加[44]，而国内研究表明其随年级增加而呈降低趋势 [45]。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研究以问卷调查和相关研究设计为主，缺乏综合方法

（Mixed method）视角的研究设计。从情感形成机制的角度，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探讨青少

年网络社会责任感的心理结构、形成机制及其关键变量的作用的系统研究还不够，这与当前

亟需为青少年构建健康网络生活与网络情感心理干预提供理论支持的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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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lin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Adolescen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Xie Dengfeng   Xie Zhangming

(West Anhui University,Lu’an 237012 ,China)
Abstract:The  onlin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adolescents  is  the  important  indicators  of  evaluating 
adolescents’ adjustments to online social situation, is the attitude of the individual initiatives in social 
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 Its antecedents mainly include individual factors such as gender, 
age,  internet  service  preference,  as well  as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network  ,family,  culture 
environments, etc. The study in the future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effect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haracter of its development in contex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adolescents; onlin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ividual factors; environment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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