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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是实践育人的重要载体，高校实践育人工作作为育人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不断地通过新时期、新生代的特点，不
断调整育人载体形式，提高实践育人的成效。文章从志愿服务的起
源、志愿服务在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研究、构建“一校一县、一院
一乡、一班一村”结对服务模式的志愿服务载体等视角出发，阐释
实践育人的创新载体和有效途径。 

一、志愿服务产生和发展 
1、国外的志愿服务 
19 世纪以来，志愿服务在欧美国家兴起，以美国和英国为主的

国家志愿服务工作较为突出。英国是世界上志愿服务萌芽最早、发
展最成熟、成效最显著的国家之一。国外对于志愿服务的重视程序
较中国而言更早，也更加制度化，尤其是英国志愿服务开始的最早，
志愿服务也十分活跃，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社会声誉，已
逐渐步入组织化、规范化和系统化的轨道，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运
作机制。志愿服务已经成为英国加强公民道德教育和维护社会稳定
的有效形式。美国几乎每一个 13 岁以上的美国人一生中都有一次
志愿服务的经历。美国《时代》杂志曾撰文指出，当美国人民对民
主制度和政府的信任降至低谷的时候，深入人心的志愿服务精神正
在成为美国新的凝聚力所在。可以说，在今天的美国，志愿服务已
经成为社会运转的基础、美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以及普通
美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还有较为突出的志愿服务走向法律化
的法国、志愿服务与文凭挂钩的墨西哥、毕业大学生要到贫困地区
服务 1 年的泰国。 

2、国内的志愿服务 
我国的志愿服务是从 1987 年广州市第一条全国志愿服务热线

电话开通开始的，到 2008 年大学生志愿服务得到重视，期间经历
了二十多年的探索历程。随着我国经济快速的增长，综合国力的不
断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也随之提高，其中志愿服务在发挥育人
功能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关于志愿服务的学术著作主要有张洪彬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志愿服务精神问题研究》、陈新量的《中国大
学生志愿者行动研究》等。虽然关于德育功能的研究也不少，但是
多散见于各类期刊杂志，尤其以创新志愿服务运行机制为基点研究
志愿服务德育功能的就更加少。总体而言，我国大学生志愿服务，
始于被国外热议并成为中国“志愿服务元年”的 2008 年。 

3、国内志愿服务的研究 
一是通过调查研究的方法，论述志愿服务的实践育人功能。例

如郑金凤在《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实践育人功能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文章中就通过调查问卷的分析，得出了当前大学生在志愿服务育人
方面面临的困境以及突破的路径。二是通过实践的方式，论述志愿
服务的德育功能。例如余蓝撰写的《大学生志愿服务的文化趋向分
析与德育功能研究》文章中，就是从志愿服务文化入手，论述大学
生的文化志愿服务的走向以及德育功能。三是通过不同角度对志愿
服务的德育功能的研究。例如敬枫蓉撰写的《志愿服务：高校实践
性德育的有力载体》就是分析大学生志愿服务作为高校实践教育的
有力载体，如何通过开展具体的实践服务、多样的实践形式、多样
的实践对象来发挥其德育的育人功能。 

二、志愿服务育人载体的探索 
1、构建“一校一县、一院一乡、一班一村”结对服务模式助

推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一校一县，我校主动县市区进行
有效对接开展“新青年下乡”常态化志愿服务专项行动；一院一乡，
每个二级学院结合各院特点以社会调研工作、国防教育、公益行动、
志愿者服务项目、挂职锻炼等主题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让大学生在
社会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一班一村，每个班级对应一

个村，在周末、节假日以“家燕归巢”、“暑期实践”、“新青年下乡”
等形式助力家乡建设，使志愿服务的辐射面做到最广。 

2、搭建“校院+实践基地”共建服务平台。发挥我校专业优势
助力乡村振兴，实现高校与社会共赢，充分发挥高校人才智库优势
服务地方发展优势，按“一校一县、一系一乡、一班一村”结对服
务模式。积极鼓励大学生积极深入基层、躬耕实践，参加学校组织
的教学实习与实践、社会调研工作、国防教育、公益行动、志愿者
服务项目、挂职锻炼、考察交流等。 

3、结合“时事热点”创新实践内容。今年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和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论述，我校围绕“红色百年路 – 乡村振兴
行”主题，结合各学院专业特色组建 10 支实践队伍，采用“线上+
线下”的方式，开展社会调研类、防疫志愿类、返乡实践类、挂职
锻炼类等形式的“新青年下乡”实践活动。 

三、志愿服务的德育功能研究 
1、提高学生道德素质和综合能力。志愿服务行动以“组织千

人，服务百次”为活动形式，坚持点（以文化礼堂为落脚点）、线
（以巡回服务为贯穿线）、面（以覆盖乡镇为基本面）、体（以服务
内容为六位一体）的集中服务和常态服务并举为活动方式，提高学
生道德素质及综合能力。开展以科学理论引领计划、文艺送演乐民
计划、志愿服务接力计划、文化传承星火计划、硕博服务惠企计划、
科技支农惠农计划等六类服务为活动内容，制定了科技支农常态化
“新青年下乡”科普志愿服务活动。 

2、志愿服务是高校德育教育的有效载体。志愿服务活动是加
强我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载体，是推进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
和重要途径，大学的使命在于立德树人，而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开展
不仅发挥了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德育功能，也促进了大学生德、智、
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3、有利于增加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志愿服务将高等教育的
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的使命有机结合，志愿服务承载着“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价值理念，是高校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具体表现，通过参与志愿服务，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公共意
识和社会责任感，促进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在构建“一校一县、一院一乡、一班一村”结对服务模式助推
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实践中，不仅解决大学生志愿服务育
人体系构建及发展问题，实践模式不全面的不足之处的问题，也解
决了志愿服务德育育人的模式及形式等问题。有助于高校对大学生
的志愿服务育人培养中，对志愿服务育人有一个更加准确及客观科
学的认识，增加高校在志愿服务能力之外，心理及思想的培养与关
注。切实地有针对性的对学生志愿服务加强培养，创新培育模式，
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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