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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家主场外交活动中大学生
志愿者群体素养提升的助推作用
——以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为例
刘心芝    
青岛理工大学商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20

【摘要】 2018 年 6 月 9 日至 10 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山东青岛成功召开。峰会
的成功举办，2000 余名高校志愿者功不可没。志愿服务工作是国家主场外交活动成功举办的重要保障，高校大
学生志愿者在主场外交活动举办的整个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服务职能。同时在主场外交活动中，面对诸多国外
媒体，大学生志愿者的整体素养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一个国家国民的整体素养、公民意识、文化自觉等信息，研
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志愿服务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将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志愿服务工
作，提升群体成员的国家意识、专业素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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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志愿者是国家主场外交活动的重要人力资
源，他们所参与的志愿服务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有效载体，二者唇齿相依，相互促进，是推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实践教育的重要途径。

2018 年 6 月 9 日至 10 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
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山东青岛成功召开。峰会成
功举办，2000 余名高校志愿者功不可没。他们以饱满
的热情、高度负责的态度服务于峰会一线，用青春面孔、
昂扬活力向中外嘉宾展示了热情友好的中国形象，向
世界展示了谦和有礼的“中国主场”。志愿者招募工作
自 2018 年 1 月启动，驻青十所高校定向招募，经过一
系列专业化培训，为各国嘉宾、媒体等参会人员提供
包括翻译、问询接待、交通指引等在内的全方位的志
愿服务。这支“三高”（文化程度高，选拔标准高、培
训水平高）志愿者队伍经过培训与实践，服务意识与
技能、媒体服务水平、医疗应急救护能力、志愿者应
知应会等方面均有显著提高。因此，探究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对国家主场外交活动中志愿者群体素养提升
的助推作用具有积极意义。
一、当代大学生志愿者自身特点分析

1. 自我意识较强。“90”后，甚至“00”后的大学
生志愿者，自幼生活优越，倍受宠爱，习惯以自我为
中心。在团队工作中，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出现矛盾
时容易冲动，较缺乏包容精神和协作意识。

2. 学习能力强，善于创新。他们学习能力强，具
有一技之长，喜欢探索和发现未知，常打破常规。

3. 敏感，内心承受能力弱。“90”后、“00”后大
学生志愿者群体普遍存在内心敏感、脆弱的问题；经历
挫折少，生活环境优越，因此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抗
压能力也弱，容易陷入内心崩溃、自暴自弃等消极状态。

4. 判断力较差，易受错误信息干扰。互联网时代，
信息纷乱，大学生群体的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处理问
题时缺乏准确判断，同时抵制诱惑的能力又普遍不强，
因此极易受到错误信息迷惑，落入隐性陷阱。
二、志愿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

的高度契合
志愿精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的“仁爱”

思想，有学者认为：“志愿精神是个人对生命价值、社会、
人类和人生观的一种积极态度。”[1] 还有学者认为：“志
愿精神是一种基于道德和良知的不图回报的精神、一
种自觉自愿奉献社会的精神，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及道德情感的继承。”[2] 因此，综合来看，志愿精神本
质上是一种普遍联系个人与社会的精神纽带，是驱动
志愿者无私奉献、追求社会正义和大爱的价值观。新
时代的志愿精神可以概括为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生动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倡
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志愿服务活动带来充满正能量的
社会效应，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传播主流价值观念，
对于整个国家的繁荣具有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凝聚
作用。在个人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是与志愿精神的最佳契合点。爱国
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爱国主义集中表现为民
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志愿者在志愿服务中时刻牢
记国家利益，为国家奉献青春力量便是具体的爱国体
现。敬业是人们遵守职业道德、恪尽职守的工作态度，
是社会主义公民的基本职业准则。无论岗位大小，志
愿者们都默默坚守、辛勤付出，这是对敬业最好的诠释。
诚信是公民诚实守信的美德，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
基石，志愿者的每一次服务行为都是与服务对象之间
的坦诚相待。友善是人性善良的体现，优秀的志愿者
时刻面带微笑，待人亲和温婉，以热情友好的形象投
入服务之中。

志愿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涵上高度契
合，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中所形成的
衍生道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志愿精神的总依据
和总指引。大学生志愿者在国家主场外交活动中的志
愿服务比其他任何赛会活动都更加直接、更加显著地
体现出志愿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上的
融合性。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推大学生志愿

者群体素养的提升
（一）助推路径

1. 广泛宣传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
国家意志，对个体人生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国家
主场外交活动对于大学生志愿者充分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要求更高，前期在各个环节加强宣传和引
导会有更好的效果。

2. 借助志愿者的遴选、培训机制。在志愿者的遴
选和培训体系中引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落实
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路径。青岛峰会志愿者选拔充
分考量每一名候选人的基本能力和日常品德表现。对
志愿者形象、语言等方面做出了详细要求，要求他们
以爱岗敬业的精神和诚挚友善的风貌投入到志愿岗位
中去。

3. 借助志愿者激励、评价反馈机制。后期总结评
价阶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通常比其他环节效
果更加显著。一方面，大学生志愿者在总结评价阶段
对刚刚经历的志愿服务过程历历在目，具备深刻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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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
学校召开优秀志愿者表彰大会，以身边的榜样来引导
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传播了榜样力量，
对于志愿者自身也是一种无形的激励。

4. 志愿服务的制度化建设。近年来，青岛市大力
推动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相继出台《青
岛市志愿服务记录办法》、《青岛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通过一场场志愿活动、一次次公益善举，努力打造“大
爱青岛”品牌，不断推动城市文明迈向新高度。培育
群众的志愿服务精神作为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中的重
要一环，本质上与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
求高度契合，也是助推大学生志愿者提升服务能力和
素养的重要途径。
（二）效应评估

本文在评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上合组织青岛
峰会大学生志愿者产生的具体效应时，采用了问卷调查
法。共发放 246 份问卷，回收 239 份，回收率 97.15%。
有效问卷 236 份，有效率 98.74%。借助 spss22.0 对问
卷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均通过检验。

在问卷的 10 个问题中直接问到关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有 3 题（Q3、Q4（3）、Q7），间接提及
的有 2 题（Q5、Q6），具体结果如下。

表 1 问卷调查部分结果
题项 结果
Q3：您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个人层面中哪个或哪些与
此次志愿服务的精神内涵最为
契合？

爱国：84.32%  敬业：82.20%
诚信：57.63%  友善：84.32%

Q4（3）：自己在志愿服务中很
好地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5 分制打分题）

平均得分：4.62 分

Q7：您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对于此次志愿服务的指导意
义在于？（5 分制打分题）

理念指导：4.24 分
凝聚力量：4.31 分
激励作用：4.38 分

Q5：根据对语句的认同度打分。
（5 分制打分题）

志愿者的服务质量和水平对会
议的成功举办有较强的影响：
4.60 分
志愿者的精神风貌是展现主办
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名片：
4.69 分
志愿者的精神风貌在国家主场
外交活动中对展现国家形象起
到重要作用：4.69 分

Q6：您认为此次志愿者经历对
您个人的提升在于？（5 分制打
分题）

爱国主义情感：4.18 分  社会责
任意识：4.24 分
奉献意识：4.22 分      与人沟通
能力：4.24 分
应变抗压能力：4.13 分  自信力：
4.31 分

分析发现，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大学生志愿者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中的“爱国”、“敬业”、“友
善”的体会和感悟最为深刻，“爱国”反映出国家主场
外交活动志愿服务的特殊性，“敬业”和“友善”是志
愿服务对于志愿者的普遍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于本次志愿服务的指导意义，“激励作用”是志愿者
们的普遍共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与志愿精神的高度契合，成为志愿者的精神支

柱。在本次志愿服务对志愿者自身素质的提升方面，
得分最高的三项是“自信力”、“社会责任意识”、“与
人沟通能力”，这些能力和素养都是个人未来取得突出
发展成就的重要特质。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总的精神引领，
指导国家主场外交活动的志愿服务工作，为大学生志
愿者提供了行动指南，使其在实践中体悟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真正内涵，同时获得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
（三）结论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大学生志愿者真实经历了国家
主场外交的服务保障，在实践中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评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志愿者产
生的积极效应对于总结经验、更好地提升志愿者群体
素养具有积极意义。综合上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于青岛峰会大学生志愿者群体素养提升的助推作用
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点：

一是助推提升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增强他们的
民族自豪感。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的成功举办，向世界
展示了中国的大国形象，让世界为中国“点赞”，中国
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提振了青年大学生的民族自信，
这是最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二是助推优化大学生志愿者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进一步培养他们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精神和
责任担当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公民
正确的、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标杆，通
过志愿服务平台引导大学生志愿者努力践行，对于端
正和优化其尚未完全成熟的“三观”具有重要作用。

三是助推大学生志愿者由“校园人”向“社会人”
转变，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
助于大学生志愿者塑造完善的人格，为其今后进入社
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是助推培养大学生志愿者的团队意识，提升团
队协作能力。志愿精神的“互助”内涵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和谐”、“友善”不谋而和，要求大学生
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首先要做到团结一致、互帮互助，
以更好地服务他人，服务社会。

五是助推培育当代大学生的公共外交意识。近年
来中国主场外交活动大量增加，增进了广大青年对国
家外交的了解，让大学生志愿者们更近距离地接触国
家外交活动，增加交流学习的机会。
四、结束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支柱，
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是引导大学生志愿
服务工作的核心和灵魂。在国家重大主场外交活动中，

“国民精神的锻造、国家形象的塑造需要凸显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而志愿服务是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3] 习近平总书记对峰
会的成功召开做出重要指示，他强调 ：“认真总结‘办
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的有益经验，推广好的做法，
弘扬好的作风，放大办会效应，开拓创新、苦干实干，
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4] 因此，认真总结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助推大学生志愿者群体素养提升的宝
贵经验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工作指示的积极响应，同
时对于促进国家重大主场外交以及其他高水平赛会的
志愿服务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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