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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志愿服务工作机制研究 

——以内蒙古师范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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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志愿服务工作赋予了新的内涵，体现了新的价值。本文以内蒙古师范大学为例，通过志愿服务工作

机制、体系、理念、评估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探索新时代高校志愿服务工作有效开展的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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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volunteer service wor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given new connotations and 

embodied new values, this paper takes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problems in the volunteer 

service work mechanism, system, concept, evaluation, etc.,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volunteer service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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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志愿者大行动于 1993 年 12 月 19 日，由全国两万多名的

铁道优秀青年率先打响了“青年志愿者”的旗号，在京广铁路沿途

进行了为乘客送温暖志愿服务活动至今，至今已发展了 18 年的时

间。高校作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人数最多，涉及面最广的重要群体，

活动内容不断创新，工作载体不断扩大，服务对象不断扩展，专业

程度不断提升，机制体系不断完善，政策保障不断完备。尤其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

青年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工作的重大指示、批示等精神，新时代高

校志愿服务工作不仅是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抓手，也是体

现广大青年学生实现自我价值，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路径。 

1  内蒙古师范大学志愿服务工作的现状 

目前，内蒙古师范大学志愿服务工作主要由校团委全面指导开

展。形成了围绕内蒙古师范大学志愿者服务总队为主体，四支直属

分队和四个志愿服务社团为依托，27 支二级学院服务队（二级学院

分队隶属于学院团总支管理指导）为特色的志愿服务组织架构。志

愿者服务总队全年常态化围绕教育关爱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并与多

所基层中小学建立了 10 年以上的共建关系。全年累计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 300 余场次。二级学院志愿服务分队主要依托于每年 3 月份

“学雷锋”为主题的清扫卫生、敬老爱老、教育关爱等内容的志愿

服务活动。全校学生覆盖面广泛，参与人数众多，形成了人人学雷

锋的良好的局面，在这个特定的时间范围里，校园内处处可以看到

志愿者们的身影。全校在校本科生 30100 人，志愿北疆实名注册志

愿者 23845 人，且注册人数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校团委围绕志愿

服务工作，制定了多项政策文件。志愿服务工作都会列入下一年度

学校共青团工作要点之中。每年至少召开 4 次以上专题会议，研究

部署志愿服务工作开展情况。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仍然划拨出一

定的费用支持志愿服务工作的开展。将 30 平米的办公室单独划拨

给我校志愿者服务总队，取名为志愿者俱乐部。几年来，校、院二

级团学组广泛、积极深入地展开了我校大学生暑期技术、人文、健

康等“三下乡”社区实际行动，在全区各盟市、旗县建立了 29 个

校级“三下乡”社会实践基地，68 个院级“三下乡”社会实践基地

及多个实践育人平台，引导青年学生利用专业和资源优势奉献社

会，培养青年学生的公德意识和责任意识。 

2  内蒙古师范大学志愿服务工作机制的缺失 

2.1  思想认知有待提升 

《国家教育部对于继续加强高校实践育人管理工作的几个建

议》（教思政〔2012〕1 号）一文里，把“深刻理解高等学校实践育

人管理工作的必要性”作为第一部分内容，充分说明了高等学校实

践育人管理工作是培育“德、智、体、美、劳”健康蓬勃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要服务方向，是学校践行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主要切入点。但是重理论、轻实践的思想并未在广大教育工

作者的认识中形成共识，对学生的引导更是不足，导致学生参加实

践类活动较少，潜力挖掘不足。 
2.2  顶层科学规划缺失 

各高校围绕实践育人与志愿服务工作虽然积极推进，但是缺少

科学有效的顶层设计，并未充分的认识到实践育人的重要性与科学

性。内蒙古师范大学就目前而言，并为将志愿服务工作与学校整体

育人工作有机的相结合在一起。第一课堂仍然停留在课堂内，实践

类的活动也很少能够走出校园，更无法达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

成效。 
2.3  政策资金保障不足 

资金方面，兵法中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见政策资金对

于一项工作开展的重要性，内蒙古师范大学在志愿服务工作的政策

资金保障方面仍然有待加强；政策方面，学校未出台面向全校的具

备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文件。导致开展志愿服务工作捉襟见肘。 
2.4  "专志"衔接不紧密 

在专业领域不断细分的今天，志愿服务工作经过十多年的发

展，在其领域也不断呈现出细分化和专业化。单纯的以付出体力劳

动作为志愿服务活动的时代已经过时，就目前内蒙古师范大学开展

的志愿服务活动仍然存在同质化、普遍化的现象，并未真正挖掘各

自学科的特征、专业的特色、学生的特长，导致志愿服务工作缺少

特点、千篇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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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蒙古师范大学志愿服务工作完善机制的建议 

3.1  统一思想凝心聚力 

志愿服务工作应作为学校实践育人工作的重要抓手，要从学校

党委和行政的高度进行科学的分析，将志愿服务工作放到学校整体

工作中进行统筹的考虑。在学校范围内，从校领导、学校各行政部

门、二级学院院领导、任课教师、行政教辅人员和学生层面能都认

识到实践类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形成统一的思想、凝聚广泛的

合力。同时，要清醒的认识到，志愿服务工作不是简单的实践活动，

是可以让学生做到学以致用的重要路径，还是可以让学生实现自我

价值、服务社会的有效抓手，更是大学生培养家国情怀的思想政治

工作的有效补充与延伸。 
3.2  靠前站位科学规划 

要把学校志愿服务工作摆在实践教育工作的重点上来对待，也

就要把学校志愿服务工作列为该校的重点工作之一，利用学校志愿

服务工作的机会开展提高学校团员青年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全面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养，积极服务于广大青年学子，进一步不断创新实

践教育方式途径，丰富学生第二课堂的校园文化活动，进一步完善

学校实践教育基地建设，培育实践育人品牌，建设学校实践教育精

品项目，积极调动整合学校各方面资源力量，形成实践教育合力，

着力建设长效机制，促进该校的实践教育工作获得新进展、打开创

新局面。 
3.3  保障有力示范带动 

强化育人的组织环境。强化实施以育人目标引领的教师队伍建

设，通过全员培养、骨干研修、实践研修、考察研究等方式，提升

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学科素质。将师资指导教师开展的实践

教育任务纳入教学工作量，并引导各学科教师和校友等社会组织，

积极参与实践教育任务。强化育人配套政策保障。加强顶层设计，

加大对实践育人工作的指导和支持力度，制定配套政策，提供资金

保障。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工作实际，为实践育人工作完善资源配置，

在经费、场地、人员、后勤等方面为实践育人提供保障，推进第二

课堂制度保障。制定了《内蒙师范学院“第二次课堂教学业绩单”

管理制度具体实施方法》，发挥“第二次课堂教学业绩”管理制度

客观追踪记载、科学合理评价衡量、引导学生成才、鼓励学员求职

等功用，推动“第二次课堂教学业绩单”制度作为对学员在校阶段

的基本素养考核、评奖评优、推优入党、保研推免等的主要依据。

积极推动“第二课堂成绩单”融入高校毕业生的个人档案中，为用

人单位选人、用人提供了更具科学性、公信力的考核依据，建立与

学生、高校、社区之间的高效连接。最终形成课程化、项目化、成

果化的“三化”政策保障模式。 
3.4  创新发展百花齐放 

志愿服务工作作为第一教学的有效延申与补充，要充分依靠专

业优势、学科特点，在学校区域内形成“专业+志愿服务”的教学

模式。深度挖掘各自专业的特色，开展与专业密切相关的志愿服务

工作。从而让学生真正把所学的专业只是应用到实践的过程中，再

找出实践过程中存在的理论差距，从而激发对专业理论的深度研

究、自主学习。力争每个专业都可以形成符合自身专业特色的志愿

服务品牌工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4  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大学的志愿服务工作是“分层分类培养，知

行合一教学”的重要路径，是推动学校素质教育同劳务教学和专业

实践紧密结合的高效服务载体，是推动基础理论教学、创新思维与

现代社会实际相统一的重要抓手，汇聚思维共识、强化顶层工程设

计，制定政策保障、打造“专志”结合、整合实际育人资源，进一

步推进实际育人制度化、规范化、体系化，构建“实际育人共同体”，

积极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深入基层、深入行业、理解国家、理解社区，

在实践中磨练心志、砥砺品质、提升才干、坚定信念，努力成长为

能够肩负中华民族振兴大任的世纪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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