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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泽宇、陈青、崔万春（20 1 8）在《大学生志愿服务常

态化建设与对策分析》一文中指出，高校需要开展大学生志愿

服务，大学生通过参与志愿服务增强社会认知与社会体验，有

利于培养大学生的正确的人生价值观[1]。林永超、樊建业、蔡

同博（2017）在《地方民办高校青年志愿者服务常态化研究—

以湖北理工学院为例》一文中指出，民办高校志愿服务常态建

设需要加强组织保障和制度建设，建立科学的志愿服务激励培训

机制，加强志愿服务的经费保障，重视大学生志愿服务基地建

设，提高大学生志愿服务质量，注重提升志愿服务的项目化水

平等[2]。已有的文献主要研究了民办高校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的

意义、民办高校志愿服务常态化建设、民办高校志愿服务品牌

化建设，对于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主要研究

当前民办高校志愿服务的品牌化建设对策。

1  当前民办高校志愿服务品牌化建设的战略价值与意义

教育发展是志愿服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开展志愿

服务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3]。民办高校要重视大学生志愿

服务体系建设，展现大学生的风采，传播社会正能量，为学校树

立全新的社会公益形象，开闸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能够丰富大学

生的闲暇时间，比如西安培华学院的“爱心培你，童伴计划”儿

童站志愿服务项目，让大学生在周末去儿童村与小朋友进行交流，

了解儿童村儿童的学习困难，给儿童村的孩子带去快乐和阳光，

既能给社会一种正能量传递，同时也是对大学生人生的激励。加

强了各组织之间的合作和互相了解。充分利用大学生专业化资源，

使儿童受益，使学生得到锻炼，做到人人志愿，志愿人人。

民办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组织要增强组织影响力，要吸引更

多优秀的学生参与到志愿者服务活动中来，建设具有特色和亮点

的志愿者服务队伍，能够感染和带动更多的青年大学生参与社会

志愿服务，打造社会公益事业。开展民办高校志愿服务的品牌化

儿童村志愿服务工作，有利于创建和谐校园。使儿童村的孩子们

通过志愿服务这个平台，让大家找到归属感，最终实现和谐稳定。

开展儿童村志愿服务工作，有利于推进区域文明共建，力争打造

区域化满意的志愿服务，推进一体化建设更上一层楼。

2  当前民办高校志愿服务品牌化建设的现状

当前民办高校大力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品牌不

断增加，产生了更多的优秀的志愿者服务团队，志愿服务的内容

也是逐渐丰富，志愿服务队伍持续壮大，逐渐推动志愿服务常态

化发展，民办高校志愿服务已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2.1民办高校志愿者品牌化服务队伍不断壮大

随着民办高校志愿服务的常态化发展，民办高校重视志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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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品牌化建设的精神和理念传播，呼吁和号召更多的青年大学生

加入，广大青年大学生备受鼓舞，志愿加入青年志愿服务团队，民

办高校志愿者队伍规模不断扩大，促进民办高校志愿者品牌化化

服务队伍建设。

2.2民办高校志愿服务品牌化内容逐渐丰富

民办高校志愿服务品牌化内容逐渐丰富，更多具有特色的品

牌化志愿服务项目出现，比如“关爱老人”、“乡村振兴”、“助农

扶农”、“关爱留守儿童”、“防艾禁毒”等一些新时代的品牌化志

愿服务项目，已经形成民办高校多层次的品牌化志愿服务项目库，

有利于志愿服务品牌化发展。

2.3民办高校志愿服务品牌化载体不断涌现

民办高校志愿品牌化服务的覆盖面不断扩大，线下会建立民

办高校志愿服务联合会，线上会建立各种志愿服务“微”载体，有

效地对接志愿服务主体、志愿服务的内容以及志愿服务的对象等，

促进了民办高校志愿服务品牌化的宣传和推广，有助于扩大民办

高校志愿服务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3  民办高校志愿服务的品牌化建设存在的困境

当前民办高校志愿服务的品牌化建设存在诸多困境，民办高

校志愿服务品牌化队伍建设落后，志愿服务品牌化的内容特色不

突出，志愿服务品牌化系统性建设落后等。

3.1志愿服务品牌化队伍建设落后

当前民办高校志愿服务难以品牌化和常态化，从人才结构上

来说，民办高校志愿者服务队伍规模较小，大学生志愿服务队伍

缺乏专业知识，难以了解志愿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4]。比如，关

爱老年人的志愿服务中缺乏专业护理知识，对于志愿服务的技能

水平较低，志愿服务的相关人员缺乏系统性训练和专业性指导；

相关的培训课程内容枯燥，难以提升志愿服务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3.2志愿服务品牌化的内容特色不突出

从志愿服务的内容来看，所能引入的志愿服务项目品牌化建

设内容单一，提供的志愿服务内容技能层次要求较低，不少志愿

服务活动只是停留在“学习雷锋”、“做好人好事”的粗浅层面，志

愿服务的内容专业性不突出，缺乏深度的志愿服务教育内涵挖掘，

不利于民办高校志愿服务品牌化发展。

3.3志愿服务品牌化系统性建设落后

民办高校志愿服务品牌化开展存在志愿服务组织中的困境，

志愿服务系统性建设落后，民办高校志愿者服务组织性需要加强，

缺乏长效的机制和有效的服务规程，民办高校的青年志愿服务缺

乏长期的保障机制，无法从机制、经费、组织、人员等方面全方

位服务，也没有建立完整的宣传体系，难以持续有效地吸引更多

青年大学生来推动志愿服务品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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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办高校志愿服务的品牌化建设的对策

当前民办高校志愿服务品牌化的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它需要民办高校注重志愿服务的品牌化规划，常态化开展品牌化

的志愿服务，民办高校需要持续地优化志愿服务体系，注重志

愿服务的宣传与推广等。

4.1民办高校注重志愿服务的品牌化规划

民办高校对志愿服务要形成常态化和品牌化的战略规划，有

效地指导实际开展中的志愿服务，建立专业化的志愿服务组织部

门，加强志愿服务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细化志愿服务的内

容和流程，优化志愿服务品牌化体系，注重志愿服务品牌化成

果规划，开展更多有利于大学生成人成才的一些志愿服务，注

重志愿服务品牌化建设的长远性和可持续。

4.2民办高校常态化开展品牌化的志愿服务

民办高校的志愿服务要加强常态化和品牌化建设，就需要

加强专业化的志愿服务队伍建设，策划和实施稳定的志愿服务

项目。日常化地开展与各类资源对接的志愿服务活动，从中打

造优秀志愿服务课程内容，树立志愿服务的标志形象，提高志

愿服务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拉动更多相关组织和学生参与到志

愿服务中来[5 ]。

4.3民办高校需要持续地优化志愿服务品牌化体系

民办高校需要与时俱进，根据时代新需求，持续不断地对

志愿服务体系进行优化，将志愿服务的内容丰富，志愿服务方

式不断创新，建设志愿服务传播载体，打造具有特色的志愿服

务项目库和案例库，通过“菜单式”对接志愿服务，为民办

高校志愿服务塑造优质的品牌。民办高校需要借助各个区域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云平台，通过各个地方的志愿服务组织寻找满足自

己学校的个性化服务需求，实现民办高校志愿服务需求与地方志

愿服务项目动态匹配，科学有效地对接。

4.4民办高校注重志愿服务品牌化的宣传与推广

全媒体时代，民办高校要善于利用网络视听新媒体平台对高

效开展的志愿服务进行推广与宣传，运用各种宣传手段，营造

浓郁的舆论氛围[6]；建立民办高校的志愿服务的公众号，将志愿

服务的素材进行积累并且进行宣传等；建立线下的志愿服务论

坛，组织志愿者广泛讨论、形成共识，注意总结和分享志愿服

务的经验，提升宣传力度。

5  结论

总而言之，民办高校要加强志愿服务品牌化建设，成立专

门的志愿者服务品牌化建设指导部门，提高专业指导组织的组织

力和有效性，塑造志愿服务品牌，培育更多优秀的志愿服务人才，

吸引和凝聚更多的青年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达到民办高校志愿

服务品牌化育人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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