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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道德认同%亲社会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
!

曾晓强

"重庆工商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学院大学生发展研究所# 重庆 &"""HK$

摘D要!采用道德认同量表,父母养育方式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亲社会行为量表对

MH% 名大学生施测$考察大学生的道德认同与亲社会行为状况$并探索养育方式,社会支持感

知对大学生道德认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结果表明&!#"大学生的道德认同水平,亲社会行

为水平较高$二者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养育方式,社会支持感知对大学生道德认同有一

定的预测力)!G"社会支持感知是养育方式影响道德认同的中介变量)!&"养育方式,社会支持

感知,道德认同对亲社会行为有一定的预测力)!M"道德认同是养育方式,社会支持感知影响

亲社会行为的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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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道德认同 'V,-/05:7.?5?9( 是指道德观念

'<7.<7,1V,-/05?9(和个人认同'<7.<7,15:7.?5?9(

的统合程度# 简言之"可以把道德认同界定为

%道德的自我重要性& 'V,-/0<701L5VZ,-?/.87("即

德性'V,-/05?9- T75.)V,-/0(对自我的重要程度#

道德认同研究是道德心理学的一个新领域"是对

道德认知研究传统的有力补充# 道德认知研究传

统的局限显而易见$一方面"经验研究显示道德认

知水平与道德行为充其量只有较小程度的相关-

另一方面"日常的道德生活中知行脱节的现象比

比皆是# 道德认同被认为是激发道德行为的重要

动机"是连接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桥梁# 唯有

道德价值被个体所内化)认同"或者说唯有个体认

为%做有道德的人&对自我很重要时"个体才会有

遵循道德原则行动的强烈动机# 经验研究的确显

示"道德认同能预测道德行为意向1#21!2

)慈善捐

献1G2

)社区志愿服务1&21M2

)亲社会行为1H2

)对外群

体成员的态度和行为1K2

)对恐怖分子的人道主义

态度1$2

)学术诚实1%2

)组织公民行为1#"2

"初步验证

了道德认同的动机力量#

既然道德认同是道德人格的核心要素"因此

探究影响道德认同形成的因素就至关重要# 纵观

现有研究文献"道德认同的影响因素可概括如下#

'#(人格特征# 有研究发现"道德榜样的责任感)

宜人性)经验开放性水平显著高于普通人1H21##2

#

'!(亲子关系# 积极的亲子关系和养育方式'如

充满关爱)支持自主)权威而非独断的管教等(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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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孩子道德认同的发展1M21#!2

# 'G(朋辈关系#

积极的朋辈关系有助于发展道德自律和道德责任

感1#G2

# '&(群体道德氛围# 积极或消极的道德氛

围可以促进或削弱个体道德1#&2

# 'M(道德行动机

会# 尽管道德认同可以激发道德行为"但是道德

行为也可以发展和巩固道德认同"从发展的视角

看"德行'V,-/05?9(与认同'5:7.?5?9(互为因果)相

互促进1M21#M2

# 在上述五个因素中"亲子关系)朋

辈关系)群体道德氛围在本质上都是人际关系"而

道德行动机会则意味着参与道德性人际关系的机

会-此外"人格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成长

过程中的社会L人际经验# 由此可见"人际互动经

验是道德认同形成的根源# 积极的)合乎道德的

人际互动经历有助于养成道德认同"反之亦然#

正如生活德育论所主张的"道德养成的根本途径

是过有道德的生活1#H2

#

家庭是个体发展个性与社会性的最初的)最

重要的场所"因而在所有的人际经验中"亲子关系

占有特殊的地位# 积极的亲子关系有助于孩子形

成健康的人格)积极的人际取向和较强的人际能

力"有助于涵养德性# 家长对孩子的养育方式是

影响亲子关系的主要因素"因而可以预期养育方

式会影响孩子的道德认同发展# 如前所述"国外

已有几个研究揭示出积极的养育方式的确与青少

年的道德认同水平显著正相关# 另一方面"如前

文所述"家庭外的人际经验'如朋辈关系)群体人

际氛围等(对养成道德认同也有重要影响# 理论

上讲"彼此支持)互惠互助的人际关系网络有助于

道德认同的养成# 在这种积极的人际互动中"个

体感知到他人的善意和支持"从而形成并不断强

化对人性)人际关系的良好预期"进而形成对道德

价值的较高认同# 由此可以推测"个体在其人际

网络中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可以预测其道德认

同水平"不过"国内外迄今尚无直接检验上述假设

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述"在理论上"道德认同是激发道德行

为的重要动机力量"人们的道德认同水平越高则

越有可能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做出道德行动-积极

的人际经验则是形成道德认同的重要因素# 不

过"目前国内学界对道德认同研究尚缺乏关注"只

有个别学者对国外研究做了简要介绍1#K" #$2

"实证

研究付诸阙如# 另外"目前流行中国社会%道德

滑坡说&"学校德育的成效也备受关注"那么"已

经接受多年学校教育并将成为国之栋梁的大学

生"他们的道德素质究竟如何呢3 鉴于上述背景"

本研究拟以中国大学生为对象"考察其道德认同

状况"并考察其亲社会行为倾向"同时"考察两者

的关联度以初步测查道德认同对亲社会行为的影

响-此外"本研究还将进一步考察养育方式)社会

支持感知这两个重要人际变量对大学生道德认

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以期推动国

内道德认同研究继续拓进"对影响道德养成的重

要因素展开深入研究#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对重庆市三所普通高校 H%& 名大一)大二)大

三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MH% 份'回收

率 $!a-大一 !"! 人"大二 #%K 人"大三 #K" 人-男

!K# 人"女 !%$ 人-人文社科类 !M% 人"理工类 G#"

人("平均年龄 !" s# 岁#

"二$研究工具

#*自编大学生道德认同量表

目前测量道德认同的量表不多"相对常用的

量表是'4(5.,和]77:'!""!(编制的道德认同量表

'R,-/0[:7.?5?9R7/<(-7(

1&2

# 鉴于该量表中的道德

特质词未必与中国大学生认同的核心道德价值一

致"且该量表的某些测题在表述上较为笼统)拗口"

因此决定专门编制中国大学生道德认同量表#

通过对 #!" 余名重庆大学生进行开放式问卷

调查'询问%你个人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具

备哪些品质或行为特征3 请根据你自己的认识写

出这些品质或特征&("结果显示重庆市大学生认

可的核心道德价值包括%有爱心&%乐于助人&%善

良&%尊重他人& %孝顺& %诚信& %有责任心& %正

直&%关心社会)有奉献精神&%爱国&'共 #" 个(#

然后"根据道德认同的定义即%德性对自我的重

要程度&"应用上述 #" 个核心道德价值词编制问

卷# 测题采用%做一个,,的人&的形式'如%做

一个有爱心的人&("每项核心价值对应一道测

题"要求被试对每道测题做 H 点评分'# P非常不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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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P不重要"G P有点不重要"& P有点重要"M

P重要"H P非常重要(# 在实际测试的时候"在

正式测题中加入一些辅助测题'如%做一个有钱

人&%做一个有能力的人& %做一个乐观的人&"等

等("以模糊测试目的并促进被试进行比较性思

考"这些辅助测题不纳入分析# 该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为 "*$K"间隔一个月的重测信度' ; P

HK(为 "*HM#

!*自编大学生亲社会行为量表

鉴于缺乏适用于大学生的道德行为量表和亲

社会行为量表"因而决定编制大学生亲社会行为

量表# 参考国内外相关量表"并与大学生)同行进

行座谈)交流"遴选出我国大学生常见的)有代表

性的亲社会行为以编制初始问卷# 经过试测)分

析"确定了正式的大学生亲社会行为量表"共 #M

题'如%当别人遇到麻烦急需帮助时"我1D2主动

帮忙&("M 点计分'# P从不"! P很少"G P有时"&

P经常"M P总是(# 该问卷为单维量表"内部一

致性信度为 "*$M"间隔一个月的重测信度' . P

HK(为 "*KG#

G*父母养育方式问卷

该问卷'\/-7.?/0;,.:5.)[.<?-(V7.?" \;[(由

\/-X7-" 6(Z05.)和 ;-,Y.'#%K%(编制1#%2

"是国外

临床和研究领域应用最广的父母养育方式测量工

具之一# 该问卷要求被试回忆 #H 岁以前父)母对

自己的养育方式"测量父)母在关爱'2/-7- #! 题"

如%对我关爱有加&(和过度保护'F>7-Z-,?78?5,.-

#G 题"如%允许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两个维度

上的表现-& 点计分'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

非常同意(# 本研究使用的中文修订本由本文作

者负责"信)效度良好1!"2

# 本研究只测量母亲养

育方式"并将%过度保护&维度进行反向计分"更

名为%鼓励自主&# 在本研究中关爱)鼓励自主分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依次为 "*$K)"*$&#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该量表1!#2测量对社会支持的主观感知"包含

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三个分量表'题如

%我的家庭能尽力给我帮助&(-K 点计分'非常不

同意)比较不同意)有点不同意)不确定)有点同

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该量表在国内应用广

泛# 在本研究中全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

"三$研究程序

使用 @\@@#G*" 进行描述统计)均值比较)相

关分析"使用'RF@K*"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

三%研究结果

"一$大学生道德认同%亲社会行为的基本

状况

道德认同量表仅%乐于助人&一题的均值略

低于 M'DP&-%&- M P%重要&("其余各题均值都

略高于 M"量表题项均值'量表总分O#"(大于 M"表

明大学生总体上认为遵循核心道德价值做人对自

我认同是重要的# 亲社会行为量表的题项均值

'量表总分O#M(为 G-%"'& P%经常&("表明大学

生总体上表现出较高的亲社会行为水平#

独立样本>检验结果显示"男生的道德认同

水平'DPM-!G(略低于女生'DPM-G!("尽管差

异达到 "-"M 显著水平'>'MHK( PO!-#$K" EP

"-"!%("但是实际差别很小-男生的亲社会行为

水平略低于女生'>'MHK( PO!-$#$" EP"-""M(#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各年级的道德认

同水平存在显著差异'I'!" MHH( PK-"GG" EP

"-""#("其中一年级略高于二)三年级"二)三年

级无显著差异-各年级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水平

存在显著差异'I'!" MHH( P#G-"&K" Eq"-""#("其

中一年级略高于二)三年级"二)三年级无显著

差异#

"二$养育方式%社会支持感知%道德认同%亲

社会行为的相关

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各变量两两显著正相

关# 就亲社会行为而言"养育方式)社会支持感

知)道德认同均与其显著正相关"其中道德认同与

亲社会行为的相关度最高"呈中等相关 '5P

"-MG("表明道德认同对亲社会行为具有较大的

预测力"符合理论预期"即道德认同是影响亲社会

行为的重要因素# 就道德认同而言"养育方式的

关爱维度)鼓励自主维度均与其显著正相关"另

外"感知到的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以及

社会支持感知总分也与其显著正相关"符合理论

预期"即父母养育方式)社会支持感知影响道德认

同的形成#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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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养育方式%社会支持感知%道德认同%亲社会行为

的两两相关

母亲

关爱

母亲鼓励

自主
道德认同

亲社会

行为

母亲关爱 #

"*M&

!!

"*G#

!!

"*G#

!!

母亲鼓励自主
"*M&

!!

#

"*!H

!!

"*#$

!!

家庭支持
"*MM

!!

"*GK

!!

"*G#

!!

"*!G

!!

朋友支持
"*!!

!!

"*!&

!!

"*G&

!!

"*!K

!!

其他支持
"*!"

!!

"*#$

!!

"*#$

!!

"*#$

!!

社会支持总分
"*&#

!!

"*G&

!!

"*GM

!!

"*!%

!!

道德认同
"*G#

!!

"*!H

!!

#

"*MG

!!

D

!!

Eq"*"#

"三$养育方式%社会支持感知%道德认同影

响亲社会行为的中介模型

前面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养育方式)社会支

持感知)道德认同均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亲社会

行为"并且养育方式)社会支持感知能在一定程度

上预测道德认同"同时"根据道德认同理论的核心

理念!!!道德认同是激发道德行为的重要动机"

初步假设$养育方式)社会支持感知对亲社会行为

的影响至少部分地以道德认同为中介# 此外"就

养育方式)社会支持感知)道德认同三者的局部关

系而言"考虑到养育方式所影响的亲子互动经验

是个体发展个性与社会性的基础"因而初步假设$

养育方式对道德认同的影响至少部分地以社会支

持感知为中介# 遵循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和刘红

云'!""&(

1!!2推荐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第一步"

确定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显著的回归效应-第二

步"确定自变量对中介变量具有显著的回归效应-

第三步"确定在自变量)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多元

回归模型中中介变量的回归效应仍然显著-假如

上述三个步骤的结果都是确定的"则可以判定中

介效应存在("对上述两个假设予以检验"检验结

果表明假设成立# 根据上述理论构想和检验结

果"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建立养育方式)社会

支持感知)道德认同影响亲社会行为的中介模型"

对相关效应做出估计# 删除效应不显著的路径

后"模型如图 # 所示'

"

!

OB3PG-M!" HIUP"-%&"

!HIUP"-%#" ,IUP"-%#" )IUP"-%M" RD#F!P

"-"K(# 养育方式对道德认同没有直接效应"而

是以社会支持感知为中介对其产生间接效应"母

亲关爱)母亲鼓励自主对道德认同的效应依次为

"-G")"-"%# 社会支持感知对亲社会性行为没有

直接效应"以道德认同为中介对其产生间接效应

'

#

P"-G"(-母亲鼓励自主对亲社会行为没有直

接效应"以社会支持感知)道德认同为中介对其产

生间接效应'

#

P"-"M(-母亲关爱对亲社会行为

有直接效应'

#

P"-#H("同时通过社会支持感知)

道德认同对其产生间接效应'

#

P"*#K(#

图 #D养育方式%社会支持感知%道德认同影响

亲社会行为模型

四%讨论

"一$大学生道德认同状况

调查结果显示"重庆市大学生的道德认同水

平较高"普遍认为%拥有核心道德品质&对他们的

自我认同是重要的# 这个结果与社会大众的日常

观感不太一致# 社会大众往往认为"由于社会环

境)风气的变迁以及德育的缺乏实效"当前大学生

的整体素质包括道德修养与以前的大学生相比有

所下降# 如何解释调查结果与大众观感的差异

呢3 可能存在下述若干原因$'#(随着高等教育

走向大众化"当前大学生与以往的所谓精英大学

生相比"可能整体素质'比如知识素质(有所下

降"由于晕轮效应"社会大众放大了大学生%道德

素质下降&的问题-'!(在中国"政治教育)思想教

育和道德教育缺乏明确区分'统一在%思想政治

教育&名下("政治)思想教育的低效和大学生政

治)思想素质的相对低下很可能导致了对大学生

道德素质的过低评价"而实际上"道德素质很可能

与政治)思想素质是相对分离的-'G(道德认同的

测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社会期望效应的影

响"即被试的答案不仅反映了核心道德品质对个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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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自我的重要性"还部分地反映了社会对核心道

德品质的%正确&评价-'&(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即

大学生的道德认同水平确实很高"不过"正如道德

认同研究的社会认知取向'区别于人格特质取

向(所主张的"一个人的自我认同是多元的"除了

道德认同"还可能存在职业认同)政治认同)民族

认同)权力认同)享乐认同等多种认同"故而有可

能在道德认同于自我认同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的

同时"其他某个或某些社会认同'如对功利性价

值的认同(也占据着重要位置"从而相对抵消了

道德认同的动机力量"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道德行

为表现"进而可能出现道德认同水平较高但道德

行动表现相对欠佳的落差#

另外"本研究显示"道德认同存在性别)年级

差异# 女大学生的道德认同水平略高于男大学生

'亲社会行为同样如此("其原因可能在于女性的

人际取向)情感取向高于男性"而成就取向)理智

取向低于男性-此外"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

内&的思想以及女性应该贤良淑德)以照顾家庭

为主的思想可能对中国人还有一些残余影响# 大

二)大三学生的道德认同水平略低于大一学生

'亲社会行为同样如此("这可能与大二)大三学

生更多地涉入社会)取向更为功利有关#

"二$养育方式%社会支持感知与道德认同的

关系

目前有关养育方式与道德认同关系的经验研

究不多# S/-:9等人'!"#"(

1#!2发现父母养育方

式的%积极响应& '-7<Z,.<5>7.7<<()%鼓励自主&

'/(?,.,V9L)-/.)?5.)() %行为管束& ' :7V/.:5.)L

.7<<(三个维度与青少年的道德认同水平均显著

相关"其中%积极响应&的相关度最大-\-/??等人

'!""G(

1M2则发现"对于女性青少年而言"其道德

认同水平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积极响应&%行为管

束&维度没有显著关联'该研究没有考察鼓励自

主维度("而对于男性青少年而言"则只有%行为

管束&维度与道德认同显著相关# 上述两项研究

虽然显示父母养育方式对道德认同有一定影响"

但是在养育方式各个维度的效应上结果不一致#

在本研究中"简单相关分析显示%母亲关爱& %母

亲鼓励自主&两个维度均与大学生道德认同显著

正相关"而结构方程模型数据则显示%母亲鼓励

自主&对道德认同的效应小得基本可以忽略'

#

P

"-"%("%母亲关爱&的效应则相对较大 '

#

P"-

G"(# 鼓励自主与道德认同的显著相关可能反映

了鼓励自主是以关爱为基础的'在结构方程模型

中两者的相关度为 "*HG("可以设想"假如鼓励自

主没有包含真正的关爱"那么它就会变成%冷漠

的放任&# 本研究的结果印证了关怀教育理论家

诺丁斯所提出的核心理念$道德关系和人的德行

都是从基本的关怀关系中衍生出来的1!G2

# 积极

的养育方式有助于道德认同的发展"其机制至少

包括$'#(充满%关爱&的养育方式本身就是合乎

道德的"对孩子是一种道德示范"孩子由此获得道

德熏陶-'!(积极的亲子关系有利于孩子对父母

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进而认同父母体现或内化

的道德价值-'G(积极的亲子关系能使孩子获得

基本的安全感"形成对人性的积极预期"并发展共

情能力"总之"积极的亲子关系有助于培育孩子的

%亲社会!共情&取向#

目前还没有关于社会支持与道德认同关系的

实证研究报道#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感知到的社

会支持与其道德认同水平显著正相关"感知到的

家庭支持)朋友支持以及其他支持均与道德认同

显著正相关# 此外"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感知是

养育方式影响道德认同的中介变量# 家庭人际经

验是德行发展的基石"但是家庭外的人际L道德经

验是形成道德观念)养成道德认同的必由之路"其

原因在于道德关系)道德价值)道德原则是超越家

庭关系的# 可以设想"假如某个人有积极的家庭

人际经验"但是家庭外人际经验全是消极的)不合

道德的" 那么这个人必然不能获得真正的道德体

验"更谈不上形成道德认同# 积极的家庭经验有

利于良好个性与社会性的发展"有利于积极人际

关系的建立"而积极的人际关系经验'如分享)关

怀)互助(最终孵化并强化道德认同# 社会支持

感知是人际关系状况的主观指标"上述分析可以

很好地解释它在养育方式和道德认同之间的中介

作用#

"三$道德认同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发现"在简单相关分析中道德认同与

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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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社会行为的相关度达到 "*MG"在结构方程模型

中道德认同对亲社会行为的标准化效应达到

"*M$"这表明道德认同与亲社会行为达到中等程

度的相关# 本研究的结果与国外的相关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道德认同对道德行为)亲社会行为具有

一定的预测力# 与此相比较"道德认知的相关研

究则未能提供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显著相关的一

致证据"比如"国外对道德榜样的研究发现"道德

榜样的道德认同水平显著高于普通人"而其道德

推理水平与普通人则无显著差异1!G" !&2

# 可以说"

本研究为道德认同理论的重要命题!!!道德认同

而非道德认知才是道德行为的重要动机!!!提供

了跨文化的证据#

此外"本研究不仅发现养育方式)社会支持感

知可以预测大学生的道德认同水平"而且还发现

道德认同是养育方式)社会支持感知影响亲社会

行为的中介变量# 社会支持感知完全通过道德认

同对亲社会行为产生效应'

#

P"-G"(-养育方式

经由社会支持感知再以道德认同为中介对亲社会

行为产生间接效应"另外"%关爱&维度对亲社会

行为还有直接效应-还发现"%关爱&维度对亲社

会行为的总效应'

#

P"-GG(比%鼓励自主&维度的

总效应'

#

P"-"M(大得多"再次显示'与对道德认

同的效应类似(在养育方式的几个维度中%关爱&

是影响孩子道德发展的主要因素# 道德认同所显

示的中介效应表明"道德认同是道德发展的核心#

综合上述发现可以得出如下启示$如果道德

教育以知行合一的道德人格为目标"那么培养道

德认同是关键-道德认同的培养应以营造积极的

家庭)学校)社区人际关系为主要途径"在道德的

生活中培养德性#

五%结论

'一(总体而言"大学生对%有爱心& %乐于助

人&%善良& %尊重他人& %诚信& %有责任心& %正

直&等核心道德价值有较高的认同"道德认同水

平较高#

'二(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水平较高"且与道

德认同水平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

'三(养育方式'特别是%关爱&因子()社会

支持感知对大学生道德认同有一定的预测力#

'四(社会支持感知是养育方式影响道德认

同的中介变量#

'五(养育方式'特别是%关爱&因子()社会

支持感知)道德认同对亲社会行为有一定的预

测力#

'六(道德认同是养育方式)社会支持感知影

响亲社会行为的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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