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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力而为”

——老龄化背景下青年志愿者公益实践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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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青年志愿者群体作为缓解这一社会挑战的关键力量，其重要性日益凸显。本研究以新

余市的实际调查结果为依据，聚焦高校社团的周末颐养之家志愿服务活动，深入探讨青年志愿者公益实践能力的现状及提

升路径。基于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提升策略，旨在满足青年志愿者及老年人的双向需求，

以期为推动青年志愿者在老龄化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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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我国今后较

长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我国自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社会

的发展，老年人口规模日益庞大、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根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底，我国大陆地区 60 岁及

以上的老年人口总量为 2.96 亿人，占总人口的 21.1%。预

计到 2050 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 4.87 亿人，

占总人口的 34.9%，80 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 1.5 亿人 [1]。这

将导致养老服务迎来新的挑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

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这为新时代新征

程全面部署、协调推进养老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本

遵循。政府针对如今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颁布了一系列

与社会养老服务相关的政策，以激发群众参与养老服务的热

情，并倡导青年志愿者以公益实践的形式开展为老服务 [2]。

高校社团作为青年志愿者的重要组织形式，通过开展

各类公益活动，为提升青年志愿者的实践能力提供了重要平

台。新余市周末颐养之家活动是参与老龄化服务的典型案

例，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探索有效的提升路径。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研究以高校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参与

式观察等方法收集相关资料，旨在深入分析老龄化背景下青

年志愿者公益实践能力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探索有效的提

升路径，以提高青年志愿者服务的质量和效果，满足老年人

的多样化需求，减轻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压力，促进社会的

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1.3 研究方法

一是问卷调查，于 2024 年 5-8 月，对高校学生发放问卷，

了解高校大学生参与公益实践的参与动机、服务内容、能力

提升需求等方面的情况。

二是参与式观察，研究者亲身参与并组织志愿服务活

动，观察志愿者的服务过程和表现并收集志愿者的意见和建

议，了解老年人的需求及态度。

1.4 研究创新点

从志愿者角度进行创新，了解志愿者对关爱老人志愿服

务活动的态度以及参与意愿，探究志愿者对于不同志愿服务

活动方式的态度和看法，为关爱老人志愿服务活动提供有效

的活动方式及依据，开展适合老人以及志愿者的志愿活动。

通过在新余市各养老机构实地调查，获得真实有效的

资料，分析新余学院大学生在新余市养老机构志愿服务活动

开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并针对新余市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群进

行需求调查，掌握实际情况，形成基本的实践素材和依据，

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提升策略和措施。

针对关爱老人志愿服务活动开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

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的构想，加以改进和完善志愿服务内

容，策划出更贴合新余市的养老服务活动。帮助提升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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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质量，增强他们的社会归属感和幸福感。

2. 青年志愿者公益实践的内涵与意义

公共利益简称公益，是将自身的价值无私地贡献给社

会，而实践是人们有目的有计划地探索世界未知事物，从而

创造世界和改变世界所呈现出的一种素质。公益实践能力，

即是参与公共利益事件，参与不计报酬的为人民服务的公益

性事件的能力和素质 [3]。

青年志愿者具有个人素质好、专业水平高、行动能力

强的特点。随着高校近年来公益服务活动的蓬勃发展，广大

的青年学生热情地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才能与爱心 [4]，

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社会责任与爱心奉献。

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同

时也促进了大学生个体的发展 [5]。参与养老志愿服务不仅有

助于培养大学生参与服务社会的意识，为步入社会打下良好

基础，也有利于唤起社会各界对老年群体的更多关注与关爱，

促进社会形成良好的养老氛围，推动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和完

善，为构建和谐美好的老龄化社会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3. 青年志愿者公益实践能力现状

3.1 “周末颐养之家志愿服务活动”项目概况

江西省新余市创新推出“党建 + 颐养之家”居家养老

模式，结合助餐服务、基层医疗和机构养老，构建医养结合

体系，惠及 1.2 万老人。新余学院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开展“周

末颐养之家志愿服务活动”，利用学生专业知识服务老人，

丰富其生活，减少孤独感，形成大学生投身养老、助老、爱

老的服务模式。

3.2 青年志愿者公益实践能力水平现状

为进一步了解当下青年志愿者的公益实践能力，本研

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针对青年志愿者公益实践能力水平

展开调查，并进行数据收集，共收集 235 份有效问卷。

3.2.1 青年志愿者基本信息

在参与调查的 235 位高校大学生中，参与公益实践活动

的大多数是女性，占比 64.68%，明显高于男性的 35.32%。

且参与人数大致随年级递减，大一和大二学生参与度较高。

大多数参与者的专业类别为理科（31.91%），其次为医科

（21.7%）和工科（19.57%）

3.2.2 公益实践活动参与情况

3.2.2.1 大学生公益实践活动参与率

根据调查数据得知，绝大多数参与者（82.13%）曾参

与过公益实践活动，参与频率以每学期几次为主，相对而言

每年一次或更少的频率较少。这表明大多数青年志愿者具有

积极参与公益的意识，并且能够较为稳定地参与公益服务。

3.2.2.2 参与目的与了解渠道

根据结果可得出（如图 1 所示），青年志愿者参与公

益实践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奉献社会、帮助他人以及丰富个人

经历，分别占 74.47% 和 73.19%，这体现了志愿者的社会责

任感和自我提升的需求。同时提升自身能力和学校要求或为

获取学分也占有一定比例，分别为 66.38% 和 47.66%。

在了解渠道方面，学校组织或社团宣传是志愿者了解公

益实践活动的主要渠道，占 78.72%，说明学校和社团在组

织和推广公益活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社区公告、社交媒

体或网络平台以及同学朋友介绍也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图 1 青年志愿者参与公益实践活动的目的

3.2.3 关爱老年人的公益实践活动

3.2.3.1 参与意愿与参与形式

在这一问题中，218 位志愿者（92.77%）表示愿意参与，

也有 17 位志愿者 (7.23%) 表示不愿意参与，原因主要为不

喜欢与老年人相处或与老年人交流不便。

根据调查数据可得，青年志愿者参与关爱老年人的公益

实践活动主要有以下形式：生活照料（如帮助购物、打扫等）、

文化娱乐活动（如表演节目等）、健康服务（如协助体

检、健康讲座等）以及心理疏导与陪伴，分别占 65.14%、

61.47%、61.93% 和 44.5%。

3.2.3.2 存在的问题

根据问卷回收所得出的结果可知，在关爱老年人的志

愿服务活动中，青年志愿者普遍认为存在以下问题（如图 2

所示）。

1 活动形式单一：该问题在问卷结果中占比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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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3%，这说明相关公益实践活动在形式上缺乏多样性和

创新性，组织者习惯传统活动形式，缺乏创新思维，且未深

入了解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和兴趣爱好。

2 缺乏专业指导：该问题占比高达 70.64%，这表明高

校社团在开展公益实践活动时，因活动内容简单，志愿者多

未系统学习养老服务及老年心理学，导致实践中遇到困难无

法解决，亟需加强专业指导。

3 宣传力度不足：该问题占比 64.22%，这意味着需要

加大对老年人公益实践活动的宣传力度，提高老年人对活动

的知晓度和参与度。

4 志愿者参与度不高：该问题占比 50%，这提示需要加

强对志愿者的培训和激励，以提高他们参与公益实践活动的

积极性和效率。

图 2 青年志愿者在参与公益实践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3.2.3.3 主要意义

根据问卷数据表明，青年志愿者参与关爱老年人的公

益实践活动对社会、青年志愿者和老年人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青年志愿者来说，增强社会责任、培养耐心和爱心及提

高沟通能力是主要的积极影响。而对于社会来说，有助于缓

解社会养老压力、为老年人带来关爱和温暖以及培养大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这表明公益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有助于志愿者的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

4. 青年志愿者公益实践能力提升路径

4.1 深化专业培训体系

高校应当积极主动地加强与养老服务机构、医疗机构

等社会力量的合作，共同开发实施系统的专业培训体系，确

保课程内容可以覆盖老年护理学、老年心理学及高效沟通技

巧等关键领域，并灵活运用线上线下教学，高效提升志愿者

专业能力，为志愿者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

4.2 建立长期合作机制

由于青年志愿者因学业压力或社团变动等因素导致的

服务不稳定性和间断性，迫切需要建立一套长期且稳定的合

作机制。养老机构可以通过与高校合作，采取建立长期结对

制度、志愿者团队轮换与接力体系等措施，促进志愿者与老

年人之间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提升志愿服务的质量和效

果。并且帮助志愿者通过志愿服务获得价值感和成就感，从

而保证志愿服务的可持续性 [6]。

4.3 优化服务项目设计

为了志愿者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应对项

目进行精细化设计。可以通过深入社区调研，采用问卷调查、

家访等多种方式，精准把握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并且对参与

志愿服务的青年志愿者们进行能力评估，了解他们的专业技

能、兴趣爱好及时间投入情况，以便实现供需的精准匹配。

例如，在生活照料方面，将擅长家务的志愿者与需要帮助的

老年人相匹配；在健康医疗方面，则优先安排具备医学背景

的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专业服务。

4.4 完善激励与评估机制

为了激发志愿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需要建立一套多

元化的激励机制，将志愿服务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同时建立一个有效的评估机制，在志愿者考评工作上，整合

学校评价、被服务对象评价、志愿者互评、自评等方式，通

过多元主体的参与，让志愿服务回归其本质，体现志愿精神，

同时提高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公平性 [7]。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新余市高校社团周末颐养之家活动的实

地调查，揭示了青年志愿者在公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了相应的提升路径。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情境下，增

强青年志愿者的公益实践能力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这

一目标的实现，亟需政府、高校、社会公益组织及广大青年

志愿者携手并进，持续优化服务架构，提升服务品质，以更

加积极的姿态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这不仅有助于满足老

年人的需求，也有利于培养青年志愿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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