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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项目管理视角下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
现状与对策分析

杨丽娜

山东交通学院，中国·山东　济南　250357

【摘　要】本文从项目管理视角出发，对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现状和对策进行了深入剖析。文章阐述了高校大学生

志愿服务的内涵和项目管理的概念及应用，分析了当前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类型、形式以及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探讨了

引入项目管理在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中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提出了具体建议，包括高校应建立志愿者服务项目管理体系，

大学生需要强化自身的志愿服务项目管理能力。总之引入项目管理视角能够提高志愿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培养大学生的组

织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也有助于高校更好地履行其社会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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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volunteer services for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ject management. The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connotation of volunteer service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concept and application of project management. It analyzes the types, form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of current 
volunteer service for college students. Explored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introducing project management in volunteer services 
for college students. Specifi c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volunteer service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 in universities, and the need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strengthen their own volunteer service project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In short, introducing a project management perspective can improve the effi  ciency and quality of volunteer services, cultivate the 
organizational and coordination abilities and teamwork spirit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also help universities better fulfi ll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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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内涵概述

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是指大学生主动参与社会公益活

动，以志愿者的身份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无偿帮助和服务的

行为。这种服务形式既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也是高校

大学生锻炼自身素质、培养社会责任感和拓宽视野的重要

途径。首先，大学生志愿服务具有人文关怀的内涵。通过

志愿服务，大学生可以深入社区、农村和有特殊需求的

人群，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困境，为他们提供关怀、帮

助和支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传递社会温暖。其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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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志愿服务具有社会责任的内涵。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未

来栋梁和社会的中坚力量，应当肩负起社会发展的责任，

通过志愿服务参与到社会建设中，为社会发展和进步做出

贡献。再次，大学生志愿服务具有自我提升的内涵。通过

志愿服务，大学生能够锻炼自身的组织能力、沟通能力和

团队合作精神，增强自信心和自主能力，在实践中培养创

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综合素质和职业竞争力。

最后，大学生志愿服务具有人际交往的内涵。通过志愿服

务，大学生能够与不同背景的志愿者和服务对象进行广泛

的接触和交流，拓宽自己的交际圈子，增进理解和尊重，

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能力。

1.2项目管理的概念与应用

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项目管理是指对大学生志愿服务项

目进行规划、组织、实施和评估的全过程管理。它是为了

更好地组织和推动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提高服务质量和

效益，实现项目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管理活动。首先，项

目管理要从需求分析和规划开始。需要针对社区、农村或

特殊人群的实际需求，制定相应的志愿服务项目目标和计

划，确定项目的内容、时间和资源等。其次，项目管理要

进行组织和协调。需要明确项目的责任主体和组织机构，

建立管理团队和志愿者组织，落实项目的人员、场地和物

资等资源，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再次，项目管理要进行

实施和监督。需要对志愿服务活动进行安排和指导，监督

活动的进行情况，确保志愿者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参与

服务活动，并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和困难。最后，项目管

理要进行评估和总结。需要对志愿服务项目的效果和影响

进行评估，总结经验和教训，为今后的类似项目提供参考

和改进意见，推动志愿服务的长期发展。在实际应用中，

高校可以建立专门的志愿服务项目管理团队，制定管理规

范和工作流程，加强与社区、农村或特殊人群的合作与沟

通，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提高项目管理的效率和便捷性。

2　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现状分析

2.1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类型和形式

大学生志愿服务是指大学生利用自己的时间和能力，无

偿为社区、农村或特殊人群提供各种形式的服务活动。1.

社区服务：大学生通过开展社区服务活动，为社区居民提

供各种帮助和支持，包括社区清洁、环境保护、老年人陪

伴、留守儿童关爱等。这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有助于加强社

区与大学生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并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

量。2.教育支持：大学生可以通过开展教育支持活动，为

农村地区或特殊群体的学生提供辅导和教育培训，包括课

后辅导、科普教育、艺术体育活动等。这样的志愿服务可

以帮助提高教育资源的均衡性和质量，并促进社会公平与

发展。3.健康服务：大学生可以参与健康服务项目，提供

健康咨询、疾病防控、健康教育等服务，帮助社区居民养

成良好的健康习惯和生活方式。这样的志愿服务有助于提

升社区居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4.助残服务：大学生

可以参与助残服务项目，为残疾人提供康复训练、心理支

持、社交互动等服务，帮助他们融入社会，提高生活能力

和自尊心。这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包容与

共享，并提升残疾人的社会地位与福利。5.环境保护：大

学生可以参与环境保护项目，开展垃圾分类、植树造林、

环境监测等活动，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

善。这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环保意识和

责任感，并推动社会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2.2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的问题和挑战

①时间管理问题。大学生面临着学业、社交和其他活动

的压力，很难平衡好志愿服务与其他事务的时间分配。志

愿服务需要一定的时间投入，而时间的限制可能使一些学

生无法全力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②缺乏相关经验和技能。许多大学生可能没有接受过专

门的志愿服务培训，对于如何进行有效的志愿服务可能缺

乏指导和经验。这阻碍了他们在志愿服务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同时也影响了志愿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③资源支持不足。大学生志愿服务通常需要一定的资金

支持和物资配备，但很多大学生组织或志愿者团体在资金

和物资方面缺乏支持。缺乏足够的资源可能限制了志愿服

务能够覆盖的范围和影响力。

④社会认可度和支持度。尽管大学生志愿服务受到了很

多人的认可和赞赏，但仍有部分社会群体对其价值和意义

存在疑虑，或者不给予足够的支持和鼓励。这种认知和态

度的不一致可能给大学生志愿服务带来困扰和阻力。

⑤组织和管理问题。大学生志愿服务通常需要有组织、

有计划地进行，但有时学生组织或志愿者团体的组织和管

理能力不足，导致志愿服务的执行效果不佳。同时，志愿

者的数量和分布也可能影响到志愿服务的实施和推广。

3　项目管理在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中的应用

3.1引入项目管理的必要性

项目管理在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和价值。引入项目管理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项目管理可以提高志愿服务活动的效率和质量。

项目管理强调明确的目标、计划和组织，可以帮助志愿者

更好地规划和执行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

时间管理和任务分工，可以减少重复工作、避免资源浪

费，提高志愿服务的效率。同时，项目管理还注重风险管

理和问题解决，能够及时调整策略和应对挑战，保证志愿

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其次，项目管理可以增强志愿服务的可持续性。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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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往往需要长期的支持和投入，需要稳定的组织和管理

机制。项目管理可以帮助大学生志愿者构建清晰的项目框

架和运作模式，明确目标和职责，建立长期合作的伙伴关

系。通过有效的资源整合和团队合作，可以增强志愿服务

项目的可持续性，持续为社会和受益群体提供帮助。

第三，项目管理可以提升志愿者的组织和管理能力。通

过参与项目管理，志愿者可以学习和掌握项目管理的知识

和技能，如需求分析、团队管理、沟通协调等。这些能力

的培养不仅有利于志愿者在志愿服务中的表现，也对其日

后的个人和职业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在实践中学习项目

管理，不仅可以提升志愿者的综合素质，还有助于培养他

们的创新能力和领导潜力。

3.2引入项目管理的可行性

在条件可行性方面，高校是引入项目管理到大学生志愿

服务中的理想场所。首先，高校有充足的人力资源。高校

是知识和人才的集聚地，大学生是主要的志愿者力量，他

们积极、热情、富有创新精神，同时，教师和校方也可提

供必要的支持和指导。此外，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可以在

项目管理中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长。其次，高校拥有良好

的硬件设施。如信息技术设备、会议和活动场所等都能为

项目管理提供支持。再次，高校的学术环境和教育资源为

项目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撑。例如，可以对参与者进行项目

管理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增强他们的管理能力。最后，社

会对于高校志愿服务的期待和支持，以及高校对于培养学

生社会实践能力、提升校园文化、增进社区联系等方面的

需求，都为引入项目管理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

从条件上看，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引入项目管理是完全可

行的。

4　完善大学生志愿服务项目管理的具体措施

4.1高校建立志愿服务项目管理体系

针对我国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基于项目管理的视

角，首先，建议高校建立完善的志愿服务项目管理机制。

学校可以成立专门的志愿服务项目管理团队，负责项目的

规划、组织、执行和评估。该团队应该具备项目管理的知

识和技能，能够有效地进行需求分析、资源分配和团队管

理，提高志愿服务项目的效率和质量。

其次，建议高校加强对志愿服务项目的监测和评估。通

过定期对志愿服务项目进行监测和评估，可以了解项目的

进展情况、问题和挑战，并及时调整策略和方向。同时，

也可以评估项目的成效和影响，为后续的项目提供经验和

借鉴。

再次，建议高校加强对志愿者的培训和引导。志愿者是

项目管理的重要执行者，他们需要具备一定的组织和管理

能力。因此，高校可以开展志愿者培训，包括项目管理知

识、沟通与协调技巧、时间和资源管理等，以提高志愿者

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最后，建议高校大力宣传和推广志愿服务项目。通过宣

传和推广志愿服务项目，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并提

高项目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高校可以利用校园媒体、

社交平台等途径，进行宣传报道，同时也可以与社会组织

和企业进行合作，共同推动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

4.2大学生强化自身志愿服务项目管理能力

首先，大学生应该在参与志愿服务之前，充分了解项目

的目标和需求，明确自己的参与动机和期望。在项目准备

阶段，可以与项目负责人或导师进行沟通，了解项目的背

景、目标和具体工作内容，确保志愿服务与自己的兴趣和

专长相契合。

其次，大学生在参与志愿服务项目时，应注重时间和资

源的合理管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需要制定详细的项目

计划，明确工作任务和时间节点，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和

精力。同时，要合理分配资源，充分利用团队成员的优势

和专长，共同完成项目的任务。

最后，大学生在参与志愿服务项目后，应进行项目总结

和评估。项目结束后，可以与团队成员一起进行反思，总

结项目的收获和问题，并提出改进的建议。同时，也可以

向项目负责人或相关机构提供反馈，以促进志愿服务项目

的持续改进和发展。

5　结论

从项目管理的视角来看，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具有极大

的实践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首先，将项目管理的理念

引入到大学生志愿服务中，能够提高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大学生志愿者可以通过项目的策划、实施、反馈等方式，

更有效地利用和调配资源，达成目标。其次，项目管理可

以增强大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通过参与

项目的管理和实施，大学生不仅能学习到专业知识和技

能，更能培养他们的负责人精神和团队精神。此外，通过

项目管理，高校可以将志愿服务与教学、科研等核心工作

相结合，形成教育教学、社会服务、科研创新相融洽的良

性循环。这样不仅可丰富大学生的校园生活，而且可以提

高大学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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