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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志愿服务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成

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志愿服务不仅为社会发展做出重

要贡献，还对个人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志愿

者是中国社会公益性工作的重要力量，他们以其独特的视

角，积极投身于中国社会公益性工作，并以积极的精神，

推进中国社会公益性工作的发展。然而，由于中国社会公

益性工作的参与度偏低、参与时间偏少、参与渠道有限

等。有必要对当前的社区公益性工作进行调整，以提高社

区公益性工作的整体素质。通过制定有效的指导方案，可

以帮助大学生更好地投身到义工队列中。通过调查发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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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社会支持、组织因素和个体特征，分析民办高校大学生参与志愿活动现状及影响因素。通过研

究发现组织因素和社会支持对于对民办高校大学生志愿活动有着尤为显著的影响，而个体特征中，性别、年龄、与家庭

之外的因素同样具有较强的显著影响。为了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志愿服务中，充分发挥其贡献社会的作用，通过以下

措施提高大学生的积极性。首先，提升大学生参与志愿活动的主动性。此外，我们应该加强对志愿服务的重视，让它成

为一种受到普遍尊重和赞赏的行为。其次，为了更好的发挥志愿服务的教育作用，通过构建联动教育机制加强志愿服务

活动与高校课程以及大学生专业领域之间的关联性，使高校大学生能够通过参与活动提高实践能力培养社会责任感。最

后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为大学生提供充足的志愿者资源和帮助，以激励他们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促进个人和

社会的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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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 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voluntee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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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 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volunteer 
activities through social support, organizational factors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It is found that organizational factors and 
social support have a particularly signifi cant impact on the volunteer activitie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and among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gender, age, and factors outside the family also have a strong and signifi cant impact. In order to allow 
more university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service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role in contributing to society, we will increase 
the motiv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hrough the following measures. First of all,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initiative of colle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activities. In addition,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volunteering and make it an act that is 
universally respected and appreciated. Secondly, in order to better play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volunteer servic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olunteer service activities and college courses and college students’ professional fi eld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linkage education mechanism, so that college students can improve their practical ability and cultivate their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activities. Finally, a sound social support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provide suffi  cient volunteer resources and help for college students, so as to motivate them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s and promote the common growth of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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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因素包含多个方面，如个体

特征、组织情况以及社会支持等。所以应制定可行性的引

导策略，加强对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宣传，提高参与志

愿活动服务的积极性，提高社会志愿服务活动的影像力和

感召度。

1　高校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现状分析

新时代大学生是志愿团队的主力军，也是提升国民综

合素质的重心所在。发挥大学生志愿精神，提高思想政治

觉悟，在学校中、在社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真正成为社

会的顶梁柱。但是研究发现，大多数学生明确表达了参

加志愿服务的原因，既有的希望增强自身的沟通和协作技

巧，也有的希望感受到志愿者的热情和责任心，从而更好

地帮助别人。但是通过对不同年级大学生参与志愿活动次

数统计发现，各个年级中大学生的参于率和志愿时长均有

不同。在参与活动类别时也有明显分配不均，例如：扫落

叶、清理小广告、社区环境保护宣传等消耗体力的活动参

与度与积极性较低。但是，面向留守儿童、孤儿、“蓝信

封”等受众群体为儿童的活动时，大学生的积极性较高。

由此表明他们更倾向于为孩子、长者和其他弱势群体服

务。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厚重的底蕴，即尊重长辈、热心

帮助晚辈的优良品质。相比之下，那些急需特殊照顾的群

体，比如老人、儿童、残障人等，往往没有受到应有的重

视。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指导并提升这些群体的意

识。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

组织和管理，以促进更多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并更

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经过对所带志愿团体学生调查发现许多大学生并未真正

理解志愿服务的重要性，他们仍然将其视作无关紧要，但

也有同学表示他们感受到了志愿服务带来的积极影响，并

在参与志愿活动中感受到喜悦与个人精神的满足感。总结

来讲在大学生志愿群体中存在两种类别，第一类：绝大多

数同学热衷于把自己的热情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之中，并

且抱持着一种崇尚正义、乐于助人、乐于助己的态度，贡

献自己的力量，为学院、为学校、为社会的提供帮助。第

二类：存在一些同学只是想躲开繁琐而枯燥的课业、赚加

分、发展权利等，只是为了追求利益。据此我们需要采取

措施，以提升整个大学生志愿群体的综合素质。在社会主

义价值观的指导下，通过主题教育、红色文化渗透、课堂

思政教学等提高大学生的思想认识与高度，明白其接受社

会主义教育的最终方向是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终身。进而

提高大学生参与志愿活动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大学生志愿

群体的主观能动性。

2　高校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影响因素

2.1　学生个体特征因素

不同的社会群体会对大学生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特

别是在志愿服务方面。这些社会群体的特征包括性别、政

治背景、专业和年级等。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导致高校

大学生对于志愿服务活动的参于方面产生了不同的表现。

1.特征一：冒险性。研究发现,冒险性强的大学生更倾

向于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冒险性是指一个人对刺激和冒险

的需求程度。冒险性强的人通常寻求新的体验和挑战,并愿

意尝试不同的事情。这种个性特征使得大学生更能踊跃地

参加各种志愿服务活动。

2.特征二：外向性。外向性是指一个人与他人互动和

社交的程度。外向性很强的大学生更容易参与到志愿服务

活动中,因为他们喜欢与他人合作和互动。通过志愿服务活

动,他们有机会结识新朋友,扩大社交圈,并与他人一同实现

共同的目标。此外,外向性强的的人通常具有较强的表达能

力,能够更好地与受助者沟通和理解他们的需求。

大学生对于志愿服务活动的认知情况同样会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他们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个体对志愿服务的认知可

以包括对志愿服务目的、意义以及对社会、他人的责任与

关怀等方面的理解与感知。这些认知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个体对志愿服务的积极性、投入程度和行为选择。经过研

究发现,个体对社会责任感的认同和道德价值观的重观,会

促使他们更加愿意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和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是个体参与志愿服务的重要动力。

个体的社会参与经验和社会网络也会影响志愿服务志愿。

个体参与过志愿服务活动的经历,会让他们更加了解志愿服

务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提高他们的志愿服务意愿。如果个

体身边的人都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他们更容易受到影响

并表达志愿服务的意愿。个体的个人特质和动机也是影响

志愿服务意愿的重要因素。个体的性格特质、自我效能感

和动机水平会影响他们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乐于助人、

善于合作和具有积极情绪的个体更容易表达志愿服务的意

愿。因此可初步判断,人口学特征和志愿服务认知对我校大

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有着显著影响。

2.2　志愿服务组织因素

从我国高校的角度来看,组织志愿服务的情况将会直接

影响高校大学生的参与度。但让高校大学生更有动力的参

于其中的前提是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能够为志愿活动的顺

利进行提供保障。同时丰富多彩的活动主题类型、有趣的

活动地点以及活动时间也会为高校大学生们提供更多参与

志愿服务活动的机会与选择。组织方面提供的激励和支持

能够唤起高校大学生的主动性,提高了其志愿服务的积极性

和质量。组织主题行为对组织内的个体产生着正向的影响

作用。

2.2.1活动主题

首先，活动主题对大学生参与志愿活动的影响至关重

要。一般来说，主题越有意义、越能引起大学生的关注

和兴趣，越能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尊敬老人，关爱老

人”的志愿者们通过参与这些活动，不仅可以体验到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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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关爱，更可以深刻地理解孝顺的重要性，从而更好

地实践尊重、关爱的理念，并且以此来推进和谐的社会

发展。这样的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更有可能吸引大学生的     

参与。

2.2.2活动时间

其次,活动时间也对大学生参与志愿活动产生影响。如

果活动时间安排不合理,可能会与大学生的课程时间或其他

重要事务冲突,从而影响他们的参与。因此,在组织志愿活

动时,应充分考虑活动时间是否合理,尽量避免与学生的课

程和其他重要事务发生冲突。

2.2.3活动地点

此外,活动地点和参加人员也是影响大学生参与志愿活

动的因素。如果活动地点距离学校较远,或者参加人员需要

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准备和参与,可能会让一部分大学

生望而却步。因此,在选择活动地点和参加人员时,应充分

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尽可能选择方便学生的活动地

点和参加人员。

最后，活动目的也是影响大学生参与志愿活动的因素

之一。如果一项活动旨在培养学生的技能、提升他们的品

德，或者是为了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那么它将会更容易吸

引到大学生们的参与。相反，如果活动目的不明确或者只

是为了完成任务而组织，那么可能会让学生失去参与的    

兴趣。

综上所述,组织因素对大学生参与志愿活动的影响非常

大。在组织志愿活动时,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尽可能选择

有意义、方便学生的主题、时间和地点,以及吸引更多的大

学生参与其中。同时,还应明确活动目的,以提高大学生的

参与兴趣和积极性。基于此,可以初步判断志愿服务组织对

民办高校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有显著影响。

2.3　社会支持因素

通过调查发现，社会支持因素也会对大学生参与志愿服

务产生因素。其中，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关注度表现为重

要的社会支持因素。家庭的支持与鼓励对大学生参与志愿

服务起到推动作用，促使了他们形成志愿服务的习惯感和

责任感。在这个时代，由于学校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社

区，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来鼓励并促使大家更加热

衷于参加各种社区项目。其次，关于社会上的支持需当地

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提供资金、资源，家庭和朋友的理解

和鼓励，都会对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起到催进作用。

因此，社会上的支持和参与对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至

关重要。

2.3.1教育和家庭环境

教育与家庭环境是影响大学生参与公共志愿服务的重要

因素。通常来说,接受优质教育的大学生更愿意参与志愿服

务,因为优质教育会教育人们社会责任感和公益意识;同时,

来自富有、关爱的家庭则更容易树立公益意识和社会贡献

的观念。因此,一般来讲,家庭对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形成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2.3.2社会因素

社会环境也是影响大学生参与公共志愿服务的重要因

素。在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公益服务和志愿工作得到了广

泛的支持，有着健全的志愿服务体系和丰富的志愿服务项

目，这使得大学生更容易参与公共志愿服务。但是，很多

大学生不参加志愿服务的原因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志

愿服务体系比较薄弱，大学生的志愿需求与其他社会需

求存在竞争关系。尽管在财政状况和社会支持方面存在缺

口，但仍有许多大学生选择参与志愿活动。虽然他们可以

无偿地提供帮助，但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也在逐渐提高。为

了确保他们的正常运行，我们希望他们得到更充分的财政

补贴，并且获得更高的专项奖励。同时，我们也希望通

过各种渠道，鼓励和激励更多的志愿者和团队，为他们提

供更好的帮扶。而且目前我们学习对于大学生志愿服务经

费的保障还没有形成比较好的机制，大部分的经费还是要

通过行政划拨的方式来解决。由于缺乏有效的社会募集渠

道，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机会受到了严重的限制，这也

导致社会公益活动无法得到普及，缺乏全民的互助精神，

甚至仍存在着对志愿者的轻视和蔑视。因为志愿者活动开

展的时间比较晚，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社会心态复杂，志愿

者参与服务的意识不强等问题依然存在。往往低估了社会

意义，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关注，因此大学生参与志愿服

务活动受到社会支持因素的影响，是可以初步判断的。

3　总结

综上所述，大学生志愿群体在志愿活动中受家庭，教

育背景，社会支持度，活动的时间、地点及内容主题等方

面的影响。据此要求高校在组织志愿活动时，应充分了解

大学生团体，对学生的接受度、价值观、认知高度等方

面先做了解。然后寻求社会的认可与支持，组织多种多样

的志愿活动，如慰问老人、关爱儿童、冬季捐衣、书信关

爱、马拉松志愿者、图书整理等提高大学生志愿者的积极

性与参与度。进而在活动过程中，一方面感受奉献的价值

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另一方面提高大学生的社会主义

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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