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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

科普志愿者是指自愿贡献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在不

计物资报酬的前提下为推动科学教育传播与普及而提供

服务的人员，是中国科普工作中一支重要的力量。科普

作为科技和教育的一个交叉环节，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高

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科技三会”上

对新时代中国科普工作提出了“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

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

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

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

化。”的要求。在当今中国医学迅速发展、人们渴望精神

生活得到满足的时代背景下医学科普志愿者团队应运而

生，他们旨在为民众普及健康科学知识，提高全民健康

素养。由于，现代科技、文化日新月异，各种各样的知

识浩如烟海，社会上一些医学科普志愿者团队存在科普

志愿者素质参差不齐、专业化水平不高等影响科普实效

的问题，导致社会上形成了一些消极的、片面的，甚至

是错误的观念 [1]，这就急需我们组织建立一个规模较大、

相对稳定、专业知识和技能扎实的医学生科普志愿者团

队。

大学生朝气蓬勃，是全社会最富有活力、最具有创

造性的群体之一，他们既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主力军，也是医学科普志愿者团队的先锋队员，他们本

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积极发挥

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专长，通过各种活动和形式，积极、

主动、无私地进行医学科普教育和服务，受到社会各界

的一致好评。但高校内社团模式下医学科普志愿者团队

建设仍存在许多方面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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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团模式下医学生科普志愿者团队存在的问题

第一，社团模式下医学生科普志愿者团队具有松散

性、临时性、任务型、不确定性等特点，没有完善的大

学生科普志愿服务的规章制度。很多是临时的志愿服务

任务下达后，寻找符合要求的志愿者去完成任务，这样，

志愿者动机常常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2]

第二，社团模式下医学生科普志愿者团队内缺乏规

范性的招募登记制度和完善的志愿服务激励机制。目前普

遍情况是医学生利用自身的时间进行无偿的志愿服务活

动，若无两种制度，志愿者的服务档案模糊不清也得不到

任何物质与精神上的奖励，长此以往，医学生的服务积极

性容易下降，并且极易导致对志愿服务活动的厌烦心理。

第三，由于现在大多的医学生志愿服务活动在选拔

志愿者上缺乏要求，参与门槛较低，但他们缺乏相关能力

的筛选与相应的技能培训。虽然医学生具有一定的理论知

识，但是我们不能疏忽他们普遍缺乏社会实践能力的现

状，并不能很好处理志愿服务中遇到的问题，他们往往专

业技能不足、社会交往能力欠缺，使得医学生志愿服务活

动质量大打折扣，并且受到被服务单位的不满和轻视。[3]

3.工作坊模式下医学生科普志愿者团队实践探索

高校不仅是锻造优秀青年的大熔炉，更是医学生科

普志愿者团队的助推器。湖北科技学院认真分析社团模

式下医学生科普志愿者团队存在的问题并吸取经验教训，

将社团模式下医学生科普志愿者团队升级为“2.0”版

本——工作坊模式下医学生科普志愿者团队。以“医心科

普工作坊”（以下简称“医心”）为代表，对工作坊模式下

医学生科普志愿者团队推进医学科普工作进行初步探析。

3.1 端正医学生志愿服务动机

工作坊模式下医学生科普志愿者团队高度重视对团队

内医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积极教育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医心”始终秉持科普育人的理念，十分重视医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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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们的人文素养的培养：举办“医路向党”科普讲解大

赛：回望在党的领导下百年来我国医学的飞速发展；采访

我校医学部退休教师，将他们甘于奉献的精神内化于心。

医学生志愿者们也认识到自己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

最有生气的力量，学会在奉献社会中提升自我境界。

3.2 建立完备的招募登记制度和激励制度

拥有一套完备的招募登记制度才能让人员流动、志

愿者服务情况一目了然，才能让相对松散的科普志愿者

团队变得严谨、规范和有序。激励制度则能更好地调动

科普志愿者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比如，可以每年组织

一次评比表彰活动，大力宣传优秀科普志愿者的先进事

迹；通过适当的物质奖励和荣誉奖励，产生更大的激励

效能，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使科普志愿者团队长久稳定、

有序衔接。[4]

“医心”在成立初期就已建立完备的招募登记制度和

激励制度。通过招募登记制度，团队成员志愿服务的积

极性得到广泛调动，团队内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工作

效率不断提高；通过激励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他

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及主观能动性，使“医心”充满勃

勃生机，让团队成为一个团结奋进积极向上的集体。

3.3 完善培训机制，加强医工作坊模式下医学生科普

志愿者团队的能力提升

仅凭着一腔热血，没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只会让

志愿者们在志愿服务时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工作

坊模式下医学生科普志愿者团队应完善专门的技能培训

机制，培训内容涵盖科普知识、语言表达、交流技巧、

应变技巧等多个方面。让医学生志愿者能够提高内在素

质、锤炼过硬本领、增长才干，也提高医学科普志愿服

务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大大提升了高校的美誉度。

“医心”在招募医学生成为科普志愿者后，对他们进

行规范化、系统化的培训：定期参加本市红十字救护员

培训，进一步提高医学生志愿者的知识技能水平，团队

中所有志愿者均取得红十字救护员资格证，其中二十余

位志愿者取得湖北省救护师资格证；定期组织科普学习，

进一步提高团队成员科普讲解能力，连续两年参与湖北

省科普讲解大赛均载誉而归。

3.4 构建多样化的科普形式，丰富医学科普活动内容

目前，我国医学科普工作仍以“科普宣讲”传统的

方式进行，这种方式过于单一、呆板，往往事倍功半，

科普效果不尽人意，难以激发公众的兴趣。因此，工作

坊模式下医学生科普志愿者团队构建多样化的科普形式，

丰富医学科普活动内容是非常有必要的。

“医心”拓宽思路，线上推送医学科普短视频：将晦

涩难懂的医学热点问题转换成通俗易懂的医学科普小故

事，并在各媒体平台进行推送；服务地方，线下开展形式

多样的科普活动：面向本市中小学及幼儿园推出“私人订

制”科普活动，传播医学科普知识，致力于把科学的种子

播撒在学生的心里；联合市民政局多次前往社区及养老机

构，开展以“预防老年性疾病”为主题的科普宣讲活动；

资源整合，联合高校、市级单位共同举办科普活动：与本

省重点高校联合举办了以“古今生物，医探救竟”为主题

的大型科普云游活动；协助市红十字会开展遗体捐献、器

官捐献及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公益科普宣讲活动。

3.5 以科研项目推进医学科普的深入

有的医学生曾经担心参加医学科普志愿服务活动会

耽误学习时间，得不偿失，而事实证明，成为工作坊模

式下医学生科普志愿者团队中的一员，无疑是一个更好

的学习机会。“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所

有知识要转化为能力，都必须躬身实践，在实践中学真

知、悟真谛，这对拓展他们的眼界和能力、充实社会体

验和丰富生活十分有益。

“医心”依托高校资源先后成功申报多个科研项目，

项目的开展多方面提高了医学生志愿者的综合素质、推

进了医学科普的深入：将科普融入本市各项惠民政策，

与市民政局共同推动我市养老产业发展，医学生志愿者

多次前往社区及养老机构，进行实地调研，开展多个主

题的科普讲座，让老年人“活到老，学到老”，为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添砖加瓦。

4.总结与展望

社团模式下医学生科普志愿者团队仍存在许多问题

亟待解决，根据实际情况认真分析现存问题并吸取工作

坊模式下医学生科普志愿者团队的建设经验，才能使中

国医学生科普志愿者团队在中国医学科普工作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

工作坊模式下医学生科普志愿者团队的建设也不是

一蹴而就的，结合工作坊模式下医学生科普志愿者团队

的实际情况，目前还存在管理机制待建全、活动经费不

足、社会认可度不高等问题。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

折的，只要不断加强工作坊模式下医学生科普志愿者团

队的建设，定能培养一支高素质、高素养、专业化、生

命力强的医学生科普志愿者团队，使志愿精神得到广泛

的发扬，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也必将有力促进我国医

学科普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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