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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的培育路径 
马越玥 

（中国传媒大学） 

摘要：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为内涵的志愿服务精神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志愿者群体也是在各类公

共服务、公益事业中发挥作用的中坚力量，志愿服务精神是具有团结性的精神，它代表由个人到群体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构建美好

友善世界的共同理想。世界是青年人的世界，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的有生力量，培育其志愿服务精神就是在促进其成为有理想、有

担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为推进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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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育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的重要性 

（1）传承文明成果。无论是国际社会已经存在百年历史的战

争中对孤寡残弱的人道主义救助，还是中国社会自古有之的扶危济

困、守望相助等思想，志愿服务精神的传承依靠的其实是文化的力

量。培育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就是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结

合学习人类历史文明。志愿文化与我国传统优秀文化一直是紧密联

系的，新时代的志愿精神与往时所倡导的雷锋精神、与中国的革命

文化、与历史流传的柳毅传书甚至神话故事中的精卫填海等都是一

脉相承的，其精神骨骼都是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无私奉献。培育

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首先要使大学生认同其内涵，知晓其道理，这

就必须依托于我国的历史文明，今日的志愿精神就是明日的时代文

化沉淀，整个过程就是一代代文明的传承。 

（2）落实立德树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德智体美，

德字当先，道德、德行归结到具体实际中，就是看个人愿意为他人

为集体为社会所作出的贡献，这种贡献既是技能上的，更是精神上

的。只有能力没有品行的人，其对社会和谐程度的破坏性要远大于

其贡献性，因此，培育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要求的青

年一代，培养其优良品德是关键。志愿服务精神的培育是大学生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内在认同的重要一环，比起教条的口号，

通过志愿服务精神教育活动，更能使大学生在实际中感受社会价值

实现对完善其个人品格的力量，进行自我道德规范和具备伦理担

当，从而促进大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也是志愿服务精神培育

的根本宗旨。 

（3）推动社会发展。志愿服务精神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巨大精

神动力，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志愿服务活动推动着社会风

尚的转变，和谐的社会氛围无形的，但对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发展

的促进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新时代大学生群体诞生于互联网时

代、城市文化高速发展时代，处于村族邻里文化消融、社区文化兴

起的阶段，社会的进步，文明的更迭，带来的是传统文化影响力的

减弱，志愿服务精神的培育是补足大学生社会认同感、群体纽带联

系感知的关键。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志愿者群体成为维持社

会稳定、国家政策推行的重要力量，其中的感人事迹数不胜数，加

深的是人民群众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制度自信，而这正是中

国社会发展的底蕴所在，培育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的重要性毋庸置

疑。 

二、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优化路径 

（一）国家层面 

1.保障志愿者权益，强化志愿服务激励。我国的《志愿服务条

例》对于志愿服务活动的促进措施做出了一系列说明，其中，对志

愿者的服务加以如实记录不仅对志愿者个人有价值肯定的积极作

用，也可以在社会上发挥良好的示范效用。国家对于表现优秀的志

愿者有相关的表彰、奖励的规定，是对志愿者权益的有力保障，各

地有关部门也在加大力度推进志愿服务信息化，强化志愿者服务数

据管理，进一步提升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工作的效率。 

2.完善立法条例，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

工作要切实有效地推进，必须要保证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过程中的

权益，要有法可依，有制度可参照。负责对接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

与考核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培育成果的人员，包括教师与行政管理

人员必须要保证其政治立场正确坚定、道德素养与专业能力符合要

求，并定期进行考核与考察，对不规范甚至违法乱纪的组织机构零

容忍，及时取消其相应资质资格。目前，社会上仍然存在着许多利

用志愿服务名义进行营利性活动的组织，这些组织的行为对为其提

供志愿服务的大学生造成极大情绪伤害，对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工

作造成了恶劣影响，必须用制度进行管理监督、甚至依法对其进行

约束惩戒。 

3.加强政策宣导，增强大学生价值认同。国家政策是我国社会

发展的风向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了志愿服务精神的价值，对

优秀大学生志愿者作出肯定和鼓励，这些都是可以在大学生志愿服

务精神培育中发挥关键导向作用的依据。新时代背景下，要进一步

加强对大学生从事志愿服务活动的正向宣传，才能使西方精致利己

主义思想的渗透消弭于无形，肃清社会风气，从而促进大学生从内

心尊重志愿者、认同志愿服务的价值，培养其社会责任意识。大学

生志愿服务精神培育既要在国家教育政策的基本框架之下，又要符

合大学生的思想行为习惯，要保证志愿服务精神认同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认同的有机统一。 

（二）学校层面 

1.增强志愿服务精神培育重视程度。首先，学校要增加设置志

愿服务精神培育的课程内容，让青年学生充分认知志愿服务精神的

重要性，使参与志愿服务成为大学生自发自觉的行为。其次，学校

应把握国家大力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创造的有利时机，加强

志愿服务精神的宣传教育，结合“大学生下基层”“大学生学习必

须结合实践”等要求，将学识教育与精神教育相结合，广泛开展大

学生志愿服务精神培育的相关活动，突出其重要性，调动大学生学

习实践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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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沟通志愿服务活动实践渠道。首先是要规范管理校园内部的

志愿服务组织，如校级、院级的大学生志愿者社团，其次是对接触

学生的社会志愿组织进行把关了解，加强学生对其是否合法合规的

辨识能力，对进行急救、抗灾等志愿服务活动所必备的专业技能提

供一定的学习机会，做到理论与实践并重。再次，要加强学校志愿

团体内部与团体之间的沟通学习，尤其是教师之间，要能互相借鉴

志愿服务精神培育的经验，讲好志愿故事，传播志愿服务知识，减

少大学生想要参与志愿服务，却不知渠道、不满足技能要求等情况

的出现，志愿服务精神培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大学生能切实投身公

益实践，教育就不能只停留在思想层面。 

3.完善学生志愿服务考核制度。在党团组织的号召下，多数高

校行政部门都将学生志愿云、志愿汇以及志愿北京等地方志愿服务

平台的注册率作为组织工作考核评定标准之一，但对志愿时长、实

际志愿活动服务项目及内容的考核存在缺失、杂乱的现象，这就使

很多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培育工作流于表面，不仅使教育效果大打

折扣，甚至可能由于不规范等原因造成负面评价，起到反作用。对

学生志愿服务的考核细化、量化、分级化、标准化，可以极大程度

的调动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积极性，发挥良好的激励作用。 

（三）其他层面 

1.社会志愿组织要正视大学生从事志愿服务。国家、地方以及

学校等官方志愿服务活动往往要求严格、名额有限，这就导致相当

一部分拥有较高志愿服务意向但无参与志愿活动机会的大学生转

而向社会组织靠拢，但大学生并非“本土性”、长期性的志愿服务

者，很多志愿者组织对待大学生志愿者报以“走过场”的眼光看待，

既没有充分利用号大学生学习能力强、知识素质相对较高的长处，

也对大学生将来步入社会继续选择投身志愿服务事业造成不良影

响，无法切实使大学生的志愿服务能力得到锻炼，更无从凝练大学

生的志愿服务精神。因此，社会志愿组织必须正视大学生志愿者的

功能和地位，予以其适当的锻炼机会。 

2.社区、企业单位要积极联动培育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根据

网络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存在分级现

象，通常对于国家级大型活动的参与热情高涨，而对于社区或者企

业单位组织的志愿活动缺乏动力，而基层的环境保护、助残扶老、

文明建设恰恰是最需要大学生发挥作用的广泛天地。社区、企业单

位承担着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责任，要联动合作起来，充分挖

掘大学生志愿力量，加深大学生对家乡、城市等其生活所在“小社

会”的情感联系，强化其社会责任感，培养其志愿服务精神。 

三、结语 

当代大学生大多生长于物质资源充足、精神满足方式多样的环

境中，又面临社会生存竞争“内卷化”的时代，这就导致他们更关

注自身需求的满足，而相对缺乏利他精神与奉献意愿，而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建设、人类群居生活的习性以及其自身的全面发展都需

要其具备更强的志愿服务精神。目前，我国的志愿服务事业正在蓬

勃发展，相信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的培育也会迎来全新的发展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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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总体来说，在现阶段地方本科院校思政教育工作中，学校需要

充分发挥学生党员所具备的主导作用，结合新思路、新思想，确保

学生党员在该过程中能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提高学生党员参与到

思政教育过程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行对广大学生群体精神思想

的正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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