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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干部的集体主义感更强吗？ 

——大学生的群体地位对集体主义行为的影响作用 
李东芪  杨金桥  孙旭花  郭佳琪 

（东北财经大学辅导员  辽宁大连  116025） 

摘要：采用问卷法和情景法，考察了大学生的群体地位与其集体主义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大学生普遍认为，群体
地位不同的个体，其集体主义行为可以或应当有所区别。群体地位较高的学生干部，理应为集体利益做出更多个人牺牲；群体地位
较低的普通学生，在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之后，理应有更多的权利争取补偿。（2）学院学生干部、班级学生干部与普通学生的
集体主义表现存在显著区别。总体上，学院学生干部的集体主义表现明显强于班级干部和普通学生。（3）班级学生干部的集体主义
表现存在特异性。相比于对学生干部身份的更高期许，他们更加看重自己干部身份的责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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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Student Leaders Have Stronger Sense of Collectivism?The Influence of Group Status on Collectivist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Abstract: Using questionnaire method and situational method,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group status 

and their collectivist behavior.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ollege students generally believe that the collectivist behaviors of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group status can or should be different.Student leaders with higher group status should make more personal sacrifices for collective 
interests;Ordinary students with a lower group status should have more rights to seek compensation after sacrificing their own interests for the 
collective benefit.(2)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ollectivism between college student leaders, class student leaders and ordinary 
students.On the whole, the collectivism of college student leaders is obviously stronger than that of class leaders and ordinary students.(3) The 
collectivism of class student leaders is specific.Compared with the higher expectations of the student leader identity, they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the responsibility scope of their leader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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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在重要场合提到集体主义精神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本次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举国战役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胜这次疫情，

给我们力量和信心的是中国人民。我们紧紧依靠 14 亿中国人

民，让集体主义绽放新光芒，指引新奋斗，一定能取得抗击疫

情的胜利，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这再次强

调了集体主义对于国家发展、人民福祉的意义和作用。而新时

代的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他们在大学期间

能否牢固地树立起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培养出无私奉献的集体

主义精神，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完成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对大学生进行集

体主义教育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尤其是德育体系中的关键

任务之一，始终受到高度的重视。 

对大学生集体主义教育问题进行的研究，首先起源于对“集

体主义”这一概念进行的学理分析。集体主义中的“集体”，指

的是同时满足组织有序、成员的根本利益一致、义务双向这三

个基本条件的群体[1]。在学界，集体一般被分为两个层次，一个

层次是国家和人民，即宏观意义上的集体；另一个层次是个别

的、局部的集体，即微观意义上的集体。这两者之间既有区别，

也有联系[2]。根据集体的这一定义，所谓集体主义，就是主张个

人从属于国家、社会和大局，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一种精

神和思想体系[3][4]。这意味着，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集体主义观

念，以及集体主义观念的强弱，关键在于看他如何处理自己的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

益发生冲突时，他会做出何种行为选择[5]。 

根据集体主义的这一定义，很多学者对大学生的集体主义

价值观情况进行了不同侧面的考察分析，但结论并不一致。一

些学者认为，当代大学生的集体主义感很强[6],他们不仅重视集

体的作用[7]，而且崇尚奉献，能够正确地处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

值之间的关系，价值实现的选择路径也基本正确[8]。但也有一些

学者认为，当前大学生的集体主义状况并不乐观[9][10]，例如，大

学生在职业选择问题上更加务实重利，轻视集体主义要求[11]，

认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要以个人利益满足为前提”的大学

生也不占少数[12]。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分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

因在于不同的学者关注的研究面向以及采用的研究方法存在着

差别。一般来说，当从宏观上考察大学生对集体主义是否认可

时，绝大多数的大学生都会表达出较为强烈的肯定态度；可是

当从微观上考察大学生处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的实际行

为时，更多的大学生则都会普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个人主义倾

向。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大学生对集体主义的“认知”和“践

行”很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分裂[13]，这导致大学生对集体

主义的认可程度并无法准确预测其集体主义的行为倾向[14]。于

是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主张，将研究的关注点从大

学生对集体主义的认可程度转向大学生集体主义的行为表现，

这也逐渐形成了近些年大学生集体主义价值观研究的一条新思

路[15]。 

当前大学生集体主义行为体现出的新特点[16]，从某种程度

上反映出他们价值观运行机制的复杂性。这不仅无形中提高了

对他们进行有效集体主义教育的难度，也使得大学生集体主义

教育中长期存在的弊端和问题愈加凸显出来[17]。在所有这些问

题中，最有普遍性的就是过分倚重课堂上的理论教学，而优秀

榜样、整体环境[18][19]等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则得不到足够

的重视[20][21]。事实上已有很多研究表明，个体在集体中的行为

模式，受领导者和干部行事作风的影响很大[22][23]，因此，充分

调动和发挥学生干部在集体中的带头引领作用，对大学生的集

体主义价值观培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关于学生

干部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表现特点，以及学生干部与普通学生集

体主义价值观的表现存在何种差异等问题，尚未见有深入研究。

目前一些国内外研究已经发现，一个集体中个体的身份[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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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26][27]和地位[28]能够显著影响其亲社会行为[29][30][31]，因此，在

集体中处于不同群体地位的大学生很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集体

主义行为。作为集体中的领导者，由于学生干部的组织代表性

更强[32]，因此这样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们应该会比普通学生

表现出更多的集体主义行为[33]。但是他们的这种集体主义表现

很可能也存在着一定功利化和实用化的成分[34]。与此同时，作

为普通学生，由于他们对自身的心理定位距离集体核心较远[35]，

因此这种较低的群体地位也可能会导致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必要

像学生干部那样必须具有很强的集体主义精神，从而在面对个

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处理问题时更可能会表现出个人主义

行为。 

为了证明以上假设，我们设计了两项研究。 

研究1：采用问卷法，宏观了解和把握大学生如何看待和评

价不同群体地位大学生的集体主义表现。 

研究2：采用情境法，微观考察在具体情境下，不同群体地

位大学生的集体主义行为表现。 

2 实证研究 
2.1 研究 1 

2.1.1 研究目的： 

采用问卷法，宏观了解和把握大学生如何看待和评价不同

群体地位大学生的集体主义表现。 

2.1.2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文科类、理科类和综合类三所高校中的大学生共

742 人参与调查，所有对象年龄在 17 岁到 22 岁之间，年级跨

度为一年级到三年级。 

2.1.3 研究工具： 

自编《不同群体地位大学生的集体主义表现评价调查问

卷》。除标题和指导语外，问卷主体由 5 个问题组成，具体内容

见表 1。 

表 1：《不同群体地位大学生的集体主义表现评价调查问卷》 

题号 题目 

1 你认为，大学生的集体主义表现程度与他在集体中的角色或地位有关系吗？ 

2 你是否认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一个集体的领导者都应当比普通人为实现集体利益而做出更多的个人牺牲？ 

3 当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你是否认为普通人比领导者理所应当拥有更多的权利去首先保全个人利益？ 

4 
你是否认为，集体中的领导者，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本身就已经是一种个人利益了，因此他们为集体利益做出个人牺牲原本就

是一种义务，不应得到额外的补偿？ 

5 
你是否认为，集体中的普通人，他们原本就没有更多的个人权利，因此当他们为集体利益做出个人牺牲时，就应当得到相应

的补偿？ 

这 5 个问题分别从不同角度，考察大学生如何看待和评价

不同群体地位大学生的集体主义表现。题目采用迫选法，即每

个问题都只有“是”和“否”两个备选答案，要求大学生根据

自己的想法认真进行选择。 

2.1.4 研究过程： 

采用现场和网络两种途径发放问卷，要求调查对象仔细阅

读问卷内容，认真仔细思考后作答。回答完后，立刻回收并进

行筛选、整理和数据处理。 

2.1.5 研究结果： 

对问卷进行初步筛选，剔除无效问卷 9 份，最终保留 733

份问卷。使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描述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不同群体地位大学生的集体主义表现评价调查问卷》描述统计结果 

题目 回答“是”人数 回答“是”比例 回答“否”人数 回答“否”比例 

1 520 71% 213 29% 

2 235 32% 498 68% 

3 286 39% 447 61% 

4 205 28% 528 72% 

5 425 58% 308 42% 

从表 2 数据中可以看出，总体上，大学生普遍都认为，在

集体中群体地位不同的个体，其集体主义行为可以或应当有所

区别。其中第 1 题，71%的大学生认为“大学生的集体主义表

现程度与他在集体中的角色或地位有关系”，这表明大多数的大

学生都认为，个人在集体中地位会影响其集体主义行为；第 2

题，只有 32%的大学生认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一个集体的

领导者都应当比普通人为实现集体利益而做出更多的个人牺

牲”，这表明大学生对领导者的集体主义行为要求并不极端，具

有一定的宽容度；第 3 题，有 39%的大学生认为“当集体利益

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普通人比领导者应当拥有更多的权利

去首先保全个人利益”，这表明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明确认为，

领导者和普通人的集体主义行为应该有所区别，普通人的集体

主义感比领导者弱是可以接受甚至是理所应当的；第 4 题，只

有 28%的大学生认为“集体中的领导者，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本

身就已经是一种个人利益了，因此他们为集体利益做出个人牺

牲原本就是一种义务，不应得到额外的补偿”，这表明大多数大

学生都主张，即使是领导者，为集体利益做出牺牲也不是理所

应当的，应该得到一定的补偿；第 5 题，有 52%的大学生认为

“集体中的普通人，他们原本就没有更多的个人权利，因此当

他们为集体利益做出个人牺牲时，就应当得到相应的补偿”，这

表明大多数大学生都认为，普通人为集体利益做出牺牲并不是

一种理所应当的义务，而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 

研究 1 的结果让我们从宏观上了解了大学生如何看待一个

人的群体地位与其集体主义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大学

生普遍在不同程度上认为，领导者和普通人的集体主义行为表

现是可以甚至应当有所区别的。这提示我们，在一个存在等级

关系的集体中，等级关系本身就会影响大学生的集体主义行为

表现，这就容易使不承担领导角色的普通大学生形成一种观念，

认为自己原本就没有责任和义务必须要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精

神，显然，这种观念对他们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培养将非常不利。

此外，我们从研究 1 的结果中还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大学生

认为，作为普通人为集体利益的实现而做出个人牺牲就应该得

到补偿，不能为集体做无谓的牺牲。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当前大学生的个人主义观念较强，与近年来学者有关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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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基本一致。同时，这也反映出大学生越来越注重对付出与

回报之间公平关系的坚持和追求。 

尽管研究 1 的结果初步证明，大学生普遍认为群体地位不

同个体的集体主义行为是有所区别的，但在实际中，这种区别

的具体表现还不清楚。基于这种考虑，我们设计了研究 2，采

用情境法，考察大学生面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出现冲突的具

体问题时会做出何种行为选择，以提高研究的精度和结论的可

靠性。 

2.2 研究 2 

2.2.1 研究目的： 

采用情境法，微观考察在具体情境下，不同群体地位大学

生的集体主义行为表现。 

2.2.2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一所综合类高校中的大学生共 140 人参与调查。

其中，学院学生干部 34 人，班级学生干部 48 人，普通学生 58

人，所有学生年级跨度从一年级到四年级。 

2.2.3 研究工具： 

自编《大学生集体主义表现情境问题》。除标题和指导语外，

问卷主体由 8 个问题组成，具体内容见表 3。 

表 3：《大学生集体主义表现情境问题》 

集

体

类

别 

题

号 
题目 

1 
假如学校现在要组织召开一次座谈会，要求每个学院派出 5 名学生出席。目前你没有任何其他重要事情需要去做，那么你

在多大程度上会主动报名参加这次会议，代表学院完成这项任务？ 

2 

假如现在学校征文，倡议每个学院撰写一篇一万字左右的学院风采录，并根据情况自愿参加评选。撰写这篇风采录需要多

方面的能力，院长和院书记一致认为你这方面的能力非常强，于是动员你执笔撰写，那么你在多大程度上会同意完成这项

任务？ 

3 

假如学校今年又一次组织了一年一度的新生演讲比赛，你们学院已经在大一新生当中成立了一支代表队并即将参赛。但是

这时领队找到你，他认为其中一名队员的水平稍差，希望曾经有过参赛经验的你对他进行为期一周的单独训练，以帮助代

表队提升整体水平，取得好成绩，但这会耽误你整个这一周的休息时间。那么你在多大程度上会乐于接受领队的这个请求？

学

院 

4 
假如现在学院正在开会，但会议室的门外有两个老师在聊天，声音虽然不大，但却可以传到室内。你现在坐在离门最远的

地方，希望能有人开门制止他们，但始终都没有人这样做。那么你在多大程度上会主动起身走到门口请他们离开？ 

5 
假如学院现在要组织召开一次座谈会，要求每个班级派出 5 名学生出席。目前你没有任何其他重要事情需要去做，那么你

在多大程度上会主动报名参加这次会议，代表班级完成这项任务？ 

6 
假如现在学院征文，倡议每个班级撰写一篇一万字左右的班级风采录，并根据情况自愿参加评选。撰写这篇风采录需要多

方面的能力，活动组织者认为你这方面的能力非常强，于是动员你执笔撰写，那么你在多大程度上会同意完成这项任务？ 

7 

假如学院今年又一次组织了一年一度的班级演讲比赛，你们班级已经成立了一支代表队并即将参赛。但是这时领队同学找

到你，他认为其中一名队员的水平稍差，希望曾经有过参赛经验的你对他进行为期一周的单独训练，以帮助班级提升整体

水平，取得好成绩，但这会耽误你整个这一周的休息时间。那么你在多大程度上会乐于接受领队同学的这个请求？ 

班

级 

8 
假如现在你的班级正在开会，但会议室的门外有两个老师在聊天，声音虽然不大，但却可以传到室内。你现在坐在离门最

远的地方，希望能有人开门制止他们，但始终都没有人这样做。那么你在多大程度上会主动起身走到门口请他们离开？ 

这 8 个问题分别从不同角度，考察不同群体地位的大学生

在现实中会如何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每个问题都

采用里克特 5 点量表进行计分，从“非常不愿意”到“非常愿

意”，要求大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相应的数字。 

2.2.4 研究过程： 

采用现场途径发放问卷，要求调查对象仔细阅读所有问题，

经过认真思考后作答。回答完后，每个调查对象将获得一支笔

作为答谢礼物，然后我们立刻回收问卷进行整理和数据处理。 

2.2.5 研究结果： 

对问卷进行初步筛选，最终保留全部 140 份问卷。对原始

数据进行整理后，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描述统计

结果见表 4。 

表 4：《大学生集体主义表现情境问题》描述统计结果 

学院干部组 班级干部组 普通学生组 
集体类别 题号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1 4.24 0.496 2.79 0.651 2.06 0.715 

2 4.53 0.615 3.06 0.522 2.83 0.596 

3 4.06 0.489 3.23 0.857 2.22 0.702 
学院 

4 4.79 0.410 2.88 0.531 2.74 0.849 

5 4.18 0.521 3.94 0.345 2.01 0.474 

6 4.03 0.834 4.06 0.998 2.47 0.537 

7 3.94 0.851 4.13 0.704 1.97 0.837 
班级 

8 4.21 0.592 4.17 0.559 3.01 0.598 

从表 4 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学院干部组、班级干部组与普

通学生组的大学生在 8 个问题上的平均得分都存在明显差别。

在学院层次，学院干部明显比班级干部和普通学生表现出更强

烈的集体主义行为倾向；在班级层次，班级干部又比普通学生

表现出更强烈的集体主义倾向，这一结果初步证明了我们的假

设。为了进一步提高解释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我们分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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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集体类别中，三组大学生在 4 个问题上的平均得分进行方

差分析。结果表明： 

在学院层次上：（1）三组大学生在第 1 题上的平均得分存

在显著差异（F=71.732,df=2,p<0.01），事后检验进一步发现，学

院干部得分与班级干部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学院干部得分与普

通学生得分存在显著差异，但班级干部得分与普通学生得分没

有显著差异；（2）三组大学生在第 2 题上的平均得分存在显著

差异（F=100.703,df=2,p<0.01），事后检验进一步发现，学院干

部得分与班级干部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学院干部得分与普通学

生得分存在显著差异，但班级干部得分与普通学生得分没有显

著差异；（3）三组大学生在第 3 题上的平均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F=73.436,df=2,p<0.01），事后检验进一步发现，学院干部得分、

班级干部得分、普通学生得分之间两两存在显著差异；（4）三

组 大 学 生 在 第 4 题 上 的 平 均 得 分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F=117.321,df=2,p<0.01），事后检验进一步发现，学院干部得

分与班级干部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学院干部得分与普通学生得

分存在显著差异，但班级干部得分与普通学生得分没有显著差

异。 

在班级层次上：（1）三组大学生在第 5 题上的平均得分存

在显著差异（F=42.914,df=2,p<0.01），事后检验进一步发现，学

院干部得分与班级干部得分没有显著差异，但学院干部得分与

普通学生得分存在显著差异，班级干部得分与普通学生得分存

在显著差异；（2）三组大学生在第 6 题上的平均得分存在显著

差异（F=67.677,df=2,p<0.01），事后检验进一步发现，学院干部

得分与班级干部得分没有显著差异，但学院干部得分与普通学

生得分存在显著差异，班级干部得分与普通学生得分存在显著

差异；（3）三组大学生在第 7 题上的平均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F=83.802,df=2,p<0.01），事后检验进一步发现，学院干部得分

与班级干部得分没有显著差异，但学院干部得分与普通学生得

分存在显著差异，班级干部得分与普通学生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 4 ） 三 组 大 学 生 在 第 8 题 上 的 平 均 得 分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F=175.003,df=2,p<0.01），事后检验进一步发现，学院干部得

分与班级干部得分没有显著差异，但学院干部得分与普通学生

得分存在显著差异，班级干部得分与普通学生得分存在显著差

异。 

3 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探讨了大学生的群体地位对其集体主义行为倾向的

影响作用。研究 1 的结果表明，在集体中，大学生普遍默认领

导者理所应当比普通人具有更强烈的集体主义感，但与此同时，

普通学生则会对自己的集体主义行为给予更高的自我评价，因

此当他们为集体利益做出个人牺牲时就会产生更强烈的补偿诉

求。这一结果反映出当前大学生集体主义观念的复杂性，即大

学生并不是单纯地表现出越来越强的个人主义和越来越弱的集

体主义，而是希望能够根据个体在集体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区

别性地评价和对待自己和他人的集体主义行为。尤其是普通大

学生，他们希望自己为集体利益考虑的同时，集体也能给予他

们相应的正向反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体现出大学生个体意

识的逐渐增强以及对“公平”越来越强烈的价值追求。他们并

不会简单地拒绝为集体利益做出个人牺牲，而是反对自己为集

体利益做出无谓的个人牺牲，从而展现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互相交织的价值观表现。这一表现，印证了一些学者对当前大

学生集体主义价值观总体状况的判断[36]，也基本符合当前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集体主义的原则要求[37]。因此，在未

来对大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将公平教育作为

一项重要内容纳入进来，立足于对大量现实案例的分析和评价，

让大学生清楚地知道，真正的集体主义绝不是简单粗暴地要求

每个人都要随时做好为集体牺牲的心理准备，个人牺牲并不是

集体主义的必然要求。即使在特殊情况下不得不牺牲个人利益，

也应当得到来自集体的合理补偿。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让大

学生体会到集体主义的人性关怀，从而乐于接受集体主义教育

并实现内化，最终实际提高他们的集体主义行为动机。 

在研究中我们还进一步发现，大学生的群体地位在他们的

集体主义行为表现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 2 的结果表

明，从总体上看，学生干部的集体主义行为倾向要显著强于普

通学生。这说明，群体地位越高的大学生，其集体主义表现越

好，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欣慰的结果，证明学生干部确实能够为

集体利益的实现起到更强的模范带头示范作用。而对于这一现

象产生的原因，则更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根据社会角色理论，

每个社会角色都有一套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的体系[38]，正是

这套体系，驱动着学生干部比普通学生做出更多的集体主义行

为。但是，同样是学生干部，学院干部和班级干部的地位也存

在区别，而这两种干部的集体主义行为是否存在着差异，存在

着何种差异，目前尚无学者进行研究。本研究则发现，在不同

类型的集体中，学院干部和班级干部的集体主义行为倾向的确

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具体来说，在处理学院层级的集体利益和

个人利益关系时，班级干部的集体主义行为倾向与普通学生基

本没有差异；在处理班级层级的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时，

班级干部的集体主义行为倾向才明显强于普通学生。这说明，

班级干部的集体主义表现，并不是普遍性的，而是特异性的，

即当他们面对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具体情境时，也

会首先评估自己在这一集体中的相对地位。如果地位较高，他

们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选择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但

如果地位较低，他们则更可能会将自己视为跟其他普通学生一

样的个体，从而表现出较强的个人主义行为倾向。从这一结果

中可以看出，班级干部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普遍依然没有升华

为一种更高层次的理想和信念，而更多的停留在责任和义务层

面。相比于大家对学生干部身份的更高期许，他们还是更加看

重自己作为干部的责任范围。对处于自己责任范围内的问题，

他们能够做到尽力而为；但对处于自己责任范围外的问题，他

们则更可能持观望态度。这一方面能体现出班级干部有较强的

规矩意识和边界意识，但也可能会阻碍他们提升自己的精神境

界。这是本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因此，在未来对大学

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过程中，要尤其注意对班级干部集体主

义精神的培养和教育，要灵活采用各种方法，让他们明白，集

体主义不仅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更是一种信念和追求，只有让

集体主义真正成为自己价值观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才

能更好地发挥自己作为学生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并同时提高

自己的思想境界。 

4 结论 
（一）大学生普遍认为，群体地位不同的个体，其集体主

义行为可以或应当有所区别。群体地位较高的学生干部，理应

为集体利益做出更多个人牺牲；群体地位较低的普通学生，在

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之后，理应有更多的权利争取补偿。 

（二）学院学生干部、班级学生干部与普通学生的集体主

义表现存在显著区别。总体上，学院学生干部的集体主义表现

明显强于班级干部和普通学生。 

（三）班级学生干部的集体主义表现存在特异性。相比于

对学生干部身份的更高期许，他们更加看重自己干部身份的责

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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