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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志愿服务实践育人机制研究 

邹发伟 

（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湖北荆州  434020） 

摘要：新时代高校更加注重大学生在思想道德品质和价值观的教育与引领，高校志愿服务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效强化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奉献精神的有效方式和途径，大力开展高校志愿服务对高校实落实践

育人无疑是一种直接有效的探索。 

 

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

中指出：“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是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于国民教育全过程，深入实施素

质教育，大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大学生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是高校落实实践育人机制的一个重要体现。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曾对志愿者服务活动进行了“责任意识、规则意

识和奉献意识”的强化，并指出要将志愿者服务作为一种制度

来开展。因此，在高校的教育过程中，建设志愿者服务体系，

可以有效地发挥出高校实践育人机制的影响作用。 

一、高校志愿服务的基本特征 

高校志愿服务是指在高校学习的大学生，以志愿者的身份

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各种公益活动，从而提升自身实践能力的

一种活动形式。高校志愿者在青年志愿者里面，文化水平突出、

思想觉悟很高，和一般的青年志愿者相比，对于志愿者活动的

认识更深入、更明确，在进行志愿活动的参与过程中，具有明

显的时代性和主动性。 

1.高校志愿服务具有较强的组织性 

高校的志愿者服务具有较强的组织性，活动由学校的共青

团负责组织开展。在全团推动团员成为注册志愿者，积极参加

志愿服务的大环境下，相对于学校其他学生组织而言，该组织

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社会服务性最强，社会影响力最大，也

是学校与社会公益交流互动的最好渠道。高校志愿服务按照单

设的学生组织或者学生社团进行管理，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凝

聚力。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高校志愿者积极补充到青年志愿

者活动中来，接受青年志愿者组织的管理，在大型体育赛事、

保护环境、应急救援等社会公益活动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有

效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锻炼了大学生自身的社会实践能力，

也推动了社会文明的大幅进步。 

2.高校志愿服务具有重要的实践育人作用 

所谓的实践育人，是指依托理论知识，参与各种实践活动，

在实践活动的参与中发挥出教育的作用。而高校的志愿服务活

动，是针对大学生开展实践活动的最有效途径。大学生参与到

志愿者活动中，从教室走向社会，在帮助弱势群体的过程中履

行责任与担当，在公益活动的过程中收获快乐与感动。这有利

于解决如今大学教育教学中过分注重于理论知识教育的问题，

而忽略了大学生实践教育的问题。志愿服务活动可以让大学生

在实践锻炼中培养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创新精神、团队合

作精神，提升大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等。高校

志愿者到祖国西部偏远地区参与志愿服务，充分发扬爱国主义

精神、奉献精神，通过此类系列志愿服务实践活动，培养出更

多具有时代奉献精神的高素质人才。 

3.高校志愿服务是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抓手 

高校的意识形态教育，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培养什么样

的人？怎么样培养人？”的问题。把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落到实

处，做到主渠道和广覆盖并重，高校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

无疑是非常好的方式，通过让大学生参与各种志愿服务活动，

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社会参与意识、服务意识和奉

献意识。大学生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创新等实践活动

中实现学思融合、知行统一，意识形态教育在发挥着潜移默化

的育人效果。 

4.高校志愿服务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校的校园文化主要表现在物质、精神和制度等三个方面。

精神文化建设是整个校园文化中的核心。高校志愿服务活动是

校园文化中精神文化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高校营造出积

极向上、青春活力的校园文化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高校发展

建设的志愿服务体系，可以集中的反映出高校学生的群体风貌，

体现出高校文化建设的质量水平。志愿服务可以培养新时代大

学生服务社会、奉献自我、体现担当的爱国主义精神，让大学

生在新时代能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学本领，尽其所能做奉献。 

二、高校志愿服务的实践育人功能 

1.志愿服务可促进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 

在高校的教育中，理论与实践同等重要，在部分学科的教

育过程中，实践教育更是大于理论教育。通过引导学生参与到

志愿者活动中，让学生利用学到的理论知识，进行实践操作，

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目的。大学生在参与志愿者活动

的过程中，需要亲身体验社会的各种实际问题，认识到社会最

底层的真实情况，并通过自己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进行各种问题

的处理，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提升个人的综合运用理论知识

的能力，提高社会实践的能力。大学生在实际锻炼中接受了教

育，学习了知识，增长了才干，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应有的

作用，帮助了他人，服务了社会。不少学生通过志愿服务也发

现了自身社会经验和理论知识的欠缺，认识到理论不能简单的

等同于实际，从而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的内生动力。 

2.志愿服务可以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志愿服务精神的实质是一种乐于奉献的大爱精神。高校的

大学生，通过小学阶段、中学阶段的学校教育，已经基本形成

了自身的价值观。在高校的教育中，对于学生价值观的正确养

成教育至关重要，只有培养出道德高尚、价值观正确人才，才

能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所需的优秀人才。在高校的教育中，

引导学生参与志愿者服务活动，对于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养成具

有积极的作用。大学生通过参与志愿者活动，在无形中形成对

事物的正确认识，及时的改掉以往不正确的价值取向，能够以

正确的观念看待社会中的各种人、事、物。实现自身素质的提

高，有利于发展成为综合素质全面的高等人才，更有助于高校

实践育人机制工作的水平、质量、效率提升。 

3.志愿服务可以激发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对于高校大学生来说，他们通常是以组织的形式参与到志

愿服务的活动中，而该种活动对大学生也具有正向的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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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参与到志愿者服务活动中，面对的服务对象来自各行各

业，文化水平高低不等、素质水平高低不一，价值观念认识也

各有不同，大学生与这些服务对象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他们要

尊重服务对象的文化、习俗，学会体谅他人，理解与人为善、

诚信、担当等富有道德情感的责任内容，不断充实、提高自身

的能力。大学生在提供各种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只有发自内心

的愿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正确的认识，社会责任感意

识强烈，才能真正的参与到活动中。 

4.志愿服务有利于大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志愿者服务的过程中，需要每一个参与到其中的志愿者，

都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运用自己的知识储备解

决问题。需要有前期专项的培训，也需要有面对突发事件灵活

的处理与应对。大学生在与人接触的过重中掌握沟通技巧，学

会团队配合，需要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需要协调各种资

源等等，志愿服务锻炼平台和机会对大学生管理能力、协调能

力、沟通能力、社会交际能力等起着积极的作用，有利于他们

综合能力的提升。 

5.志愿服务可以增长大学生的阅历和见识 

大学生在参与志愿服务的活动中，可以通过参与活动，实

现自身阅历和见识的增长。大学生的生活环境相对单一，接触

社会的机会很少，只有通过参与各种活动，才能真正实现走进

社会，接触社会的机会，了解到基层人民的生活，认识到社会

的真实问题，对于提升自身的能力、找准自己今后的发展定位

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大学生通过亲身参与社会志愿服务活

动，将书本知识在实践中进行运用，提高大学生实践能力，拓

展大学生的社会视野，他们也能了解到书本以外的知识，通过

这个平台，锻炼实践能力，展示才华，实现自身价值的升华。 

三、构建高校志愿服务实践育人长效机制 

1.健全高校志愿服务的相关制度 

在高校发展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首先要建设完善的

制度保障。只有将志愿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一种完善的制度进行开

展，才能保证各项活动能够得到有序的开展。也是符合志愿服务

活动发展的趋势和理念的。在高校的发展中，可以依托《学生志

愿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志愿服务条例》的相关规定，在大学

生志愿服务组织建设、内部管理、保障措施等方面制定相应的制

度，以保障和完善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健康有序发展。 

2.规范高校志愿服务的内部管理 

高校志愿服务应“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意愿，按照公开招

募、自愿报名、择优录取、定岗服务的方式展开”，对志愿者要

有定期或专项的相应技能和安全意识的培训，对参与志愿服务

的志愿者要有详细的记录和合理的考核机制，按照志愿服务质

量和时长综合权衡，加强考核结果运用，在志愿服务中表现优

秀或者达到一定志愿服务时长的志愿者可以优先评选各类先进

荣誉称号，用这种方式来引导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志愿服务的活

动中，营造出积极向上的良好社会氛围。 

3.完善高校志愿服务的保障措施 

在高校开展志愿服务一定要完善各种保障措施。首先，志

愿活动是公益性的活动，并没有收入来源，服务过程中需要各

种物资、设备，因此，如果没有完善的保障措施，会造成志愿

服务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虎头蛇尾的现象，造成不好的社会影

响。其次，在《学生志愿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中也对志愿服务

活动的保障措施进行了专门的规定，对于各种经费的保障、物

质条件的保障和人员的安全保障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规定。最后，

高校的各级领导也要重视志愿服务活动的重要作用，在精神上

和物质上给予关注，并提供及时的保障，来促进高校志愿服务

工作的有效健康开展。 

高校是为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基地，在教育过程中，

要正确认识志愿服务活动的积极意义，为大学生志愿服务体系

建设提供完整的组织保障、制度保障和经费保障，让更多的大

学生将奋斗的青春闪耀在祖国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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