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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现状及实现路径探究 
王向亮 

（鞍山师范学院  114000） 

摘要：本文首先简要阐述了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基本内涵，然后从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对志愿服务的深层认识等四

个方面探讨了当下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现状及问题，接着阐明了在新形势下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必要性，最后探讨了

具体的实现路径，以期提高大学生在志愿服务上的综合素养，促进其在精神上、道德上和思想上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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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形势下，高校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其在教育学生

时必须注重培育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集体主义精神、奉献精神和利

他主义思想，要让学生能主动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并为社会的发展

和人民的幸福作出贡献。为此，高校要重视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育

人教育工作，将社会志愿服务纳入到育人体系之中，从而达到新形

势下的高校教育目标。 

一、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基本内涵 

志愿服务指的是不求回报、自主自愿地参与社会活动并为他人

服务，奉献爱心、助人为乐，是崇高道德与精神价值追求的外化。

大学生志愿服务则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志愿服务行动，其宗旨主要

体现在奉献、团结、集体、友爱和互助上。大学生在进行志愿服务

的整个过程中，不应有一己私利，也不应有阴沉的怨言，而是怀着

积极阳光的心态去快乐地为他人服务，不图谋酬报，也不要求感恩，

是奉献精神的集中体现。志愿服务的核心精神是具有利他性、仁爱

性和公益性的，同时其不仅仅是公益行动，同时也是育人的有效方

式之一。对于大学生而言，尽管其人性中都含有助人为乐、舍己为

人的本质因子，但少有大学生能在不加引导的情况下自主作出志愿

服务行动，这与社会环境、科技发展和经济特征等诸方面的因素有

关。总之，引导大学生进行志愿服务，带领其付诸实践，将起到良

好的育人功效，提高大学生的个人素质，并促进社会的进步。 

二、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现状与问题刍议 

（一）在志愿服务上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在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育人过程中，存在较为明显的一个问题

在于大学生在志愿服务上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很多大学生在参与志

愿服务活动时都是抱有目的性的，比如为了额外的学分、奖学金或

其他奖励等，这样就会失去从事志愿服务的初心，志愿服务的实践

育人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看似大学生在积极地参与志愿服务活

动，其内心实则并不为了帮助他人、服务他人，从而也就并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另外，即使有学分和奖学金等奖励，

不少大学生仍不想参与志愿服务，其在闲暇时候更想去娱乐、放松，

而不是参与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这些问题和现状都需要为高校教

育工作者所注意，并制定对策。 

（二）对志愿服务的认识普遍较为浅显 

志愿服务并不是简简单单地从事社会服务活动，不少大学生都

对此存在误解，误以为志愿服务就是跟随学校的指导，踏入社会去

做一些具体的劳动服务，将志愿服务视作了没有精神内核的机械化

的服务行为，这是绝对错误的，必须为高校的教育工作者予以纠偏

和指正。虽然不少大学生的公民意识都有所增强，因为不论抱有何

种目的，或者是否存有目的，在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过程中学生的

心理和情绪都必然会受到影响，大学生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和

集体主义精神都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增强，不过，其对志愿服务的认

识还是过于浅显，对志愿服务的精神内核、社会意义等内在化的涵

义与内容缺乏全面的和深刻的认识。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对此也同样

要提起重视，提高学生对志愿服务的深层认识。 

（三）缺乏志愿服务上的专业指导训练 

在高校的志愿服务实践育人过程中，高校所需注重的另一个问

题在于要提高学生在志愿服务上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这对学生

参与志愿服务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不过，有的高校并未对此

予以充分的重视，没有针对志愿服务来对学生开展系统的、科学的

培训，导致很多大学生都不具备合格的志愿服务素养和相应的服务

能力，比如交流沟通能力、协调能力、领导能力、组织能力以及合

作能力等等，这些都是从事志愿服务所必须具备的素养。例如在为

山区贫困儿童筹集公益基金时，大学生在校外向路人筹集款项的过

程就必须善于组织语言，要能清晰地表达出这个志愿服务项目的内

容，让路人所理解。然而，不少大学生正是缺乏此类素养和能力，

致使其在从事志愿服务时不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高校对此也要作

出行动，加强培养学生在志愿服务上的综合素质。 

（四）社会环境的支持系统完善度不足 

在大学生所参与的社会志愿服务中，所涉及到的主体一般包括

学生、社会人员和被服务者，对于学生而言，其在进行志愿服务的

时候会受到相关社会人员和被服务者的反馈和反应的影响，其心

理、思想和情绪都会在此过程中发生变化。如果学生所受到的回馈

和反响是消极的，那么其心情就会变得沉重，可能感到寒心、不被

理解或灰心气馁，进而就会打击大学生参与社会志愿服务的积极

性，消磨其对社会志愿服务的热情使其逐渐丧失对集体主义精神、

奉献精神和利他主义思想的认同感和信念感，这是极为严重的。然

而，不少大学生在参与社会志愿服务的时候，所遇到的社会状况对

其造成了打击，比如社会人员态度冷漠，被服务者毫无感谢之意，

甚至感到厌烦等等，这属于社会环境及支持系统的问题，同样需要

高校为止付出行动来予以改善。 

三、新形势下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在经济、科技、互联网、工业技术、文化传媒以及意

识形态等多个方面的快速发展，我国面临着更深层次的改革任务和

国际格局方面的调整需求。在新形势下，大学生要想承担起建设祖

国、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责任，就不仅要具有高水平的专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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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素养和成熟的专业实践技能，还要有强壮的身体，崇高的价值追

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具备团结精神、民族凝聚力和奉献精神

等，这些都对大学生的全面成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对我国社

会的发展质量、社会风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起着不容小觑的影

响。 

此外，在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许多大学生都与现

实脱离了联系，或想要与现实脱轨，躲进虚拟的网络世界中自给自

足，再加上包装了各种意识形态的娱乐产品的侵袭，不少大学生的

精神理念都受到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等思想的干扰而产生了扭曲。

基于这种种原因，大学生的精神面貌难以令人满意。对此，高校就

非常有必要开展志愿服务实践育人教育工作，因为这不仅能帮助学

生再次融入现实生活和社会，感受生活中的真切的、实在的美好与

温存，还能塑造学生崇高的精神品格，凝练学生的奉献主义、利他

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与信念，这对新形势下的高校教育工作和社会

高质量发展，以及学生自身的成长都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四、新形势下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实现路径探析 

（一）完善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组织架构 

为了在新形势下有序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教育工

作，使大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心甘情愿地参与到社会志愿服务活

动之中，高校就必须完善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组织架构，提升全体

教师对社会实践教育价值的认识水平，促成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过

程的合理化、教育化和科学化。高校的各个部门应当基于志愿服务

实践育人建立起有序的合作关系，在合作的基础上各自负责分内的

工作，并使各个工作协调起来，以完善学校层面的组织架构，推动

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育人体系的有序构建。对于教务部门而言，应

当将志愿服务纳入到人才培养方案之中，将学生在志愿服务上的表

现归入到教学评价机制当中，并推动志愿服务实践的课程化，为此

安排系统的教育课程，比如将其设置成必修课、选修课或教育化的

课外实践活动项目等。对于学生处而言，则要为学生组建专业的教

师团队，负责指导学生在志愿服务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学习。对于宣

传部而言，则要通过宣传手册、校园活动和校园板报等传统宣传方

式，抖音、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体传播方式来达到宣传目的，宣扬崇

高的志愿服务精神以及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具体含义等，从而高度

完善高校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组织架构，推动志愿服务实践育人教

育工作的有序开展。 

（二）优化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培训体系 

为了强化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效果，高校需要重视对大

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特别是与志愿服务活动相关的个人素质与能

力方面的培养，并据此来优化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培训体系。首先，

高校要在学期内安排好专门的培训时间，比如利用周末的时间去培

训学生，同时兼顾不同学院、不同年级的学生，让每个学生都能在

周内接受到一次志愿服务能力培训。其次，高校要系统地培养学生

对志愿服务的深层认识，从社会环境、集体主义精神、传统文化、

奉献精神等角度去向学生阐释志愿服务的精神内核与社会意义等，

并给学生安排定期考试或测验，从理论角度去提升学生的志愿服务

素养。此外，还要从心理学、志愿者服务相关法律法规、社会学以

及人际交往规律等角度去提高学生的理论认知水平，为学生的志愿

服务实践能力的提升奠定理论基础。最后，高校要针对学生的志愿

服务能力去有序开展培训工作，包括志愿者团队建立、团队配合、

交流沟通、领导组织以及协调人事等实践方面的能力与素养，从而

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此外，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教学方式，如

体验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和情境化教学等，以期提高培训过程的效

率。 

（三）优化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评价系统与社会支持系统 

在高校的志愿服务实践育人过程中，教育工作者应当为学生建

立起评价体系，让学生在评价系统的约束作用和指导作用下更加积

极、有序地从事志愿服务活动及相关方面的学习。虽然在初始过程

中学生会出现抵触情绪，但是随着时间的流动以及教师的引导，大

学生就会在投身于志愿服务实践的过程中感受到为他人服务的美

好，继而增强对志愿服务的信念。为此，高校可以对学生在志愿服

务活动中的表现进行量化处理，将学生完成志愿服务活动内容的速

度、程度，团队成员对其的评价，被服务者对其的反响情况等作为

标准，然后分等级为学生分配精神上的奖励，比如社会志愿服务荣

誉胸章，荣誉称号等。此外，高校还要对社会支持系统进行优化处

理，在社会面上宣传志愿服务精神，引起各界社会人士对志愿服务

活动的注意，使社会成员的素质取得整体提升，愿意在大学生志愿

服务过程中与其通力合作，在受到大学生的帮助后能发自内心地表

达感谢等，从而改善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成果。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社会风气和大学生的精神

面貌对社会的发展质量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显著，高校的教育工作

者需要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并通过志愿服务实践来达到预期的育人

效果。不过，当下高校在志愿服务实践育人上存在一些问题，如大

学生在志愿服务上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对志愿服务的认识普遍较为

浅显等等，对此高校应完善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组织架构，优化志

愿服务实践育人的培训体系，制定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评价系统与

社会支持系统，从而改善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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