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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分类的两种模型及其价值

刘世保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１００１０２）

摘　要：基于教育学的原理，以责任主体为核心的同心圆模型分类法，以描述责任目标为主要内容，便于设计教育方案；而基

于社会学，以描述责任分层特征为主要内容的层级模型分类法，则使责任现象理性内涵分析更充分。正确使用这两 种 责 任 分 类

法，对于辩证地分析责任现象、梳理责任层次，清晰地提炼责任特征、丰富责任描述，着眼问题意识、科学地分类指导，理性地发现

规律，对于受教育者体验反省责任失误，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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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各界对于青年群体责任状况

的评价出现了褒贬不一的情况。

有的人认为现在的青年缺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

貌，缺乏引领时代进步的勇气，缺乏主体意识，没有长

远打算，对国家和政治事务明显地失去热情［１］，是“垮

掉的一代”，“最没责任心的一代”，“愚昧的一代”，“自

私的一代”，“叛逆的一代”。但随着“汶川大地震”抢

险救灾、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等重大事件后，社会上

对青年群体的看法又发生了变化，《人民日报》等多家

权威媒体都相继刊发了正面评价青年的文章。有的

学者更直 接 地 提 出：“鸟 巢 一 代”本 来 就 是 优 秀 的 一

代人［２］。

同样是对青年，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此

前的青年群体是否真是让人悲观的一代，是否他们真

的仅因一次举国运动盛会、一场抗击自然灾害、一次

志愿者活动而突然优秀起来？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试

图用责任教育中的理论进行研究和分析。然而，当我

们用同心圆模型责任分类去分析的时候，却发现———

此模型对于分析此类问题帮助不大。于是笔者提出

了基于社会学的层级模型责任分类方法，使得这个问

题的研究和分析才得以进行下去。现在将责任分类

的两种模型分别论述如下。

一、基于教育学原理的同心圆模型责任分类方法

目前从事责任教育的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认同

的是以责任主体为核心的责任分类方法，其理论模型

为同心圆（图１）。

在同心圆模型中，最内侧的圆称为本圆，即责任

主体圆。由本圆指向圆心的部分，表示责任主体对自

己的 责 任；其 目 标 内 容 是 对 自 己 负 责———珍 惜 生

命，正视生 命，有 良 好 的 卫 生 习 惯；珍 惜 声 誉，珍 惜

人 格；学 会 生 存，学 会 生 活，学 会 求 知，积 极 上 进，终

身努力；守 法 遵 纪，能 够 以 恰 当 的 方 式 维 护 自 己 的

正当权益。

由本圆向外指，表示责任主体对社会的责任。社

会责任是一个系列，由近到远来区分，依次为“对家庭

负责、对他人负责、对学校、社会负责、对人类赖以生

存的自然环境负责”。具体目标内容如下：

对家庭负责———学会理 解、体 贴 长 辈，尊 重 长 辈

的正确意见和教导；学会料理个人生活，主动承担力

所能及的家务劳动；主动把思想、学习、生活情况向父

母沟通；学会生活节俭，不乱花钱，不攀比，不摆阔气，

在家庭出现困难时，能主动为父母分忧。

对他人负责———尊重师 长，主 动 问 候，虚 心 接 受

老师意见；尊重他人的人格、信仰和习惯；尊重他人的

隐私权，未经他人允许不进入他人房间等；惜时守信，

维护他人的合法权益；同学、伙伴间友好相处，真诚相

待，公平竞争。

对集体负责———热爱祖国，尊敬国旗、团徽；热爱



图１　责任分类的同心圆模型

集体，维护集体荣誉，为集体争光；遵纪守法，服从组

织，积极参加各类实践活动，主动承担并出色完成各

项任 务；爱 护 公 物，爱 护 花 草 树 木，保 持 校 园 整 洁

优美。

对自然环境负责———尊 重 自 然，善 待 自 然，珍 爱

自然；学习和掌握科学的环保知识，从身边小事入手，

以实际行动 维 护 人 类 环 境；树 立 良 好 的 环 境 道 德 观

念，敢于批评和制止破坏、污染环境的行为。以上的

责任分类比较适合责任教育的设计，但是，这种分类

解释不了对青少年责任状况在不同领域和不同时期

截然不同的评价。

二、基于社会学原理的层级模型责任分类方法

显然，以责任主体为核心的责任分类比较适合责

任教育的设计，但是，这种分类不便于分析现实问题，

不能解释对同一社会群体的社会责任感评价的悖论。

为了能进一步正确分析、解释问题，笔者试图从社会

分层的角度，提炼责任的特征，提出新的责任分类，对
这一现象进行解构（图２）。

图２　责任分类的层级模型

这种新的责任分类，笔者称作提炼特征的层级分

类。表述如下：

从宏观层面讲，以认同、维护为特征的国家意识

责任、民族意 识 责 任、国 际 义 务 责 任、维 护 人 道 等 责

任［３］。青少年从来都是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传承者。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意识责任和民族意识责任

是责任感宏观层面的重要方面。不论是面临钓鱼岛

争端，还是面临南海争端，不论是欣逢举国大庆，还是

遇到自然灾害，青少 年 都 能 够 表 现 出 极 大 的 国 家 尊

严感、荣誉 感 和 责 任 意 识，对 民 族 尊 严、民 族 文 化、

国家形象、国 家 利 益 有 着 高 度 的 认 同 感 和 责 任 感，

他们尽一 切 努 力 展 示 自 己 作 为 负 责 任 大 国 公 民 应

有的形 象，非 常 在 意 和 关 心 国 际 社 会 对 中 国 的 评

价。这种自 觉 自 愿 的 选 择 源 于 青 少 年 长 期 以 来 所

受到的爱国主义教 育，这 种 爱 国 主 义 精 神 以 其 丰 富

的内涵发展成为了 以 认 同、维 护 为 特 征 的 民 族 意 识

责任、国家意识责 任。这 是 一 种 宏 观 层 面 上 的 责 任

意识，是对 国 家 和 民 族 有 强 烈 归 属 感 的 责 任 意 识，

这种责任意识充满 了 正 能 量，支 撑 着 中 华 民 族 的 进

步事业和国家的自 强 不 息，成 为 中 国 走 向 富 强 的 精

神支柱。

与此同时，在面临全球化的时代，一个负责任的

公民同样需要有一个国际视野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

一个成熟公民的成长，必然要具备对世界发展、国际

义务和人类责任的正面认识和人道关怀。比如近些

年，在援助南亚大海啸灾区、悼念突发空难、谴责恐怖

袭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事

件中，青少年 对 人 类 道 义 的 担 当 和 对 国 际 责 任 的 关

注，充分地体现了他们的高尚道德、无私情意和国际

责任。

从中观层面讲，以关注、参与为特征的关心政治、

关注法律、关注政策、关注社会问题、关注公益问题、

关注环境问 题，并 在 能 力 范 围 内 积 极 参 与 建 设 等 责

任［３］。中观层面主要讲的是社会关注、社会参与和生

态文明建设，这些都是和人类的生存发展环境密切相

关的。为了在法制的轨道上促进政治的民主化进程，

就要求公民能够在现代社会里，积极自觉地参与政治

建设，增强政治凝聚力，这是关注与参与政治的责任。

民主与法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标志，法治是人类政 治 文 明 这 棵 大 树 上 结 出 来 的 一

个硕果，是经过全人 类 几 千 年 的 摸 索 而 找 到 的 国 家

与社会治理的最 佳 方 式。就 法 治 而 言，亚 里 士 多 德

讲过一番话 确 定 了 它 的 核 心 内 涵：“已 经 制 定 的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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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得到了人民的一 体 信 守，而 得 到 了 人 民 一 体 信 守

的法律本身又是 制 定 的 良 好 的 法 律”。增 强 全 民 法

治观念，推进法治 社 会 建 设。这 是 关 注 与 参 与 法 治

的责任。关 注 社 会 问 题、关 注 公 益 问 题、关 注 环 境

问题，这些涉及的都 是 人 类 赖 以 生 存 的 社 会 及 自 然

环境，在关 注 的 基 础 上，在 力 所 能 及 的 范 围 内 积 极

参与建设，这 些 都 是 公 民 的 中 观 层 面 的 责 任，做 一

名合格的 公 民 必 须 要 有 守 法 责 任、守 德 责 任、政 治

责任，要有 主 体 意 识，真 正 意 识 到 自 己 是 国 家 和 社

会事务的主人。

从微观层面讲，以自律、互助为特征的遵守社会

规则、遵守公共道德责任、扶贫助困责任、维护秩序责

任、文明自律责任、交友从善责任等［３］。

遵守公共秩序，规范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这是

整个社会运转的规则。每个人都应该自觉遵守社会

规则、遵守公共道德责任，这样整个社会才会有序前

进。但是毋庸讳言，我们的许多公共场所，不守社会

公德、不守社会规则的事情时有发生；在海外一些旅

游景点，提示文明、整顿秩序的标识许多是用汉语表

达的。许多不文明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生活中，也被

我们带到了社会、甚至带出了国门，确实有人在社会

生活中未曾意识到自己有维持社会文明的责任。与

此同时。作为一个公民，还应尽保卫国家、缴纳赋税

等义务。

青少年的辨析力尚弱，自我控制力较差，虽然他

们自我意识逐步增强，希望自立自强，摆脱社会和成

人对他们的监护，但是在缺乏引导的情况下，往往“有

观念、无行动”，出现了青少年微观层面责任与社会文

明程度二律背反现象。亦即应然与实然的不同，表现

为知行不一，能意识到，却做不来；能说得很好，却行

动上看不到；答问卷时认同度很高，实证一看没有行

动；培训时都很轻松就完成了，但在实际生活中形不

成良好习惯。尤其是我们经常看到许多不文明现象

的存在。考试作弊、打架斗殴、损坏公物、随地吐痰、

排队加塞、中国式过马路等。这些无责任的行为具有

强烈的负面 暗 示 作 用，影 响 了 责 任 意 识 总 体 水 平 的

提高。

三、层级模型提出的意义及价值

综上所述，责任教育中同心圆模型和层级模型的

提出和依据以及适用范围各自都有道理，现梳理比较

如表１。

表１　责任分类同心圆模型和层级模型的比较表

模型名称 学科依据 表达方式 适用领域 应用优势

同心圆模型 教育学
描述目标

内容

设计教育

方案

便于策划

引导

层级模型 社会学
描述分层

特征

分析责任

现象

便于理性

区分

通过表１的比较，可以明显看到，基于教育学的

原理，以责任主体为核心的同心圆模型责任分类以描

述责任目标为主要内容，便于设计教育方案。而基于

社会学，以描述责任分层特征为主要内容的层级模型

责任分类，则更便于分析责任现象理性内涵更充分。

正确区分这两种责任分类，对于辩证地分析现象、梳

理责任层次，清晰地提炼特征、丰富责任描述，科学地

分类指导、着眼问题意识，理性的发现规律，便于体验

反省，都有重要意义。

在这个基础上，笔者分析层级模型分类的意义及

价值。

（一）辩证地分析现象，梳理责任层次

以责任主体为核心的同心圆模型和以提炼特征

的层级模型责任分类，都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突出了责任教育的层次性和实践性原则。两者或由

近及远，或由大及小地厘清了责任的类别。从层次性

原则的角度 观 察，层 级 模 型 责 任 分 类 的 范 围 由 大 及

小，分别对 应 了 责 任 领 域 的 国 家 民 族 层 面、社 会 建

设层面 和 实 际 生 活 层 面。从 实 践 性 原 则 的 角 度 观

察，层级模 型 责 任 分 类 中 提 到 的 宏 观、中 观 和 微 观

则由务虚 化 到 实 在 化 不 断 升 华、不 断 强 化，构 成 了

一个层层 递 进、循 序 渐 进 的 责 任 教 育 谱 系，这 对 于

正确认识 青 少 年 在 宏 观 责 任 层 面 的 和 中 微 观 责 任

层面的表现差异，以 及 对 责 任 教 育 的 整 体 优 化 有 着

积极的意义。

（二）清晰地提炼特征，丰富责任描述

同心圆模型责任分类基于教育学的原理，以责任

主体为核心，描述了责任目标；层级模型责任分类分

析出责任的“认同、维护”“关注、参与”“自律、互助”的

特征。两种分类方法体现了责任教育客观性与广泛

性的有机结合，丰富了责任描述。用两种不同方法，

从不同角度切入，就会客观的描述责任现象，总结规

律，剖析原因。尤其是层级模型责任分类方法，从人

类社会生活的领域，把国家民族大责任、社会生活中

责任、日常生活小责任，把我们对责任的关注，回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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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的社会属性层面，这对于在哲学领域和社会学领

域开展对责任机理、责任激励的研究和分析，都有理

论上的突破。
（三）科学地分类指导，着眼问题意识

着眼问题意识，科学地分类指导，是责任分类的

实践价值所在。从同心圆模型责任分类方法分析，不
好描述青少年在不同情境下责任表现的反差；而用层

级模型责任分类方法，则可以清晰地分析出，青少年

在对国家意识责任、民族意识责任、国际义务责任、维
护人道等宏观层面的责任面前不含糊，爱憎分明；在

遵守社会规则、遵守公共道德责任、扶贫助困责任、维
护秩序责任、文明自律责任、交友从善责任等微观责

任方面也可以提高自律意识；而在关注法律、关注政

策、关注社会问题、关注公益问题、关注环境问题等中

观责任方面，则是比较犹豫的，也可以说是表现不尽

人意。这样，通 过 层 级 模 型 责 任 分 类 方 法 的 责 任 分

层，人们对客观地、科学地看待青少年责任状况就一

目了然了。
（四）理性地发现规律，便于体验反省

责任分类是为了分析问题，发现规律，提出对策。

有了基于教育学原理的同心圆模型责任分类和基于

社会学原理的层级模型责任分类，人们就可以从多个

角度观察现象，分析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人的责任是有发生、发展

过程的。起点在家庭，重点在学前，成长点在教育，关
键点在内省。学龄前的儿童，依托行为教育理论，可

能行为训练和习惯养成所占的比重较大，进入学龄后

的青少年，依据认知理论，可能体验、感受、反思，才能

形成清晰、连贯、确定、反省的思维功能。有了同心圆

模型责任分类和层级模型责任分类，并把它交给有理

性判断能力的青年人，就会促进其分层思考、分情境

思考，进而促进他们的体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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