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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工科院校大学生志愿服务现状调查及 

能力培养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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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建筑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吉林省长春市  130000） 

 
摘要：志愿服务是大学生乃至整个社会都应该重视起来的一项无偿工作。

新时代要求新青年“有理想，有担当，心中有方向，脚下有力量”。新时

代的大学生应该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用真善美来雕琢自己，不断培养自

己高洁的操行和淳朴的情感。因此，如何培养大学生志愿服务的能力变

成了尤为重要的课题。在培养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的方面，不可操之过

急亦不可拖泥带水，必须建立一套科学完整健全的志愿服务机制，做到

让大学生有制可依，有制可循。从根本上保证大学生志愿者的根本利益。

此文通过各地高校对大学生志愿者进行志愿服务活动的情况来着重分析

地方高校大学生志愿者在志愿者服务内容、形式、机制上的问题，并提

出相应的建议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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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是志愿服务工作的重要载体，志愿服务也是加强大学
生思想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志愿者是我国青年志愿者的主
力军，他们是由具有一定思想觉悟、关心社会公益事业的在校大
学生组成，他们利用业余时间，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自己的技
能、白己的资源和善心为他人、社区、社会提供非盈利性、非职
业化援助。大学生志愿者通过切实参加志愿活动为需要帮助的老
弱残幼送去生活上的关怀和心灵上的关爱。 

自 1993 年，团中央发出的文件—实施中国志愿者行动，迈
入 21 世纪后，大学生志愿者的人数越来越多，从中也能看出大
学生志愿服务也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以我所在的吉林建筑大学
为例，其中参与人数最多的志愿者协会为吉林建筑大学心语志愿
者协会，其中，男生比例为 42%，女生比例为 58%。现在的大
学生志愿者中男生比例逐年增加， 

在华南农业大学 2011 年的随机调查抽样中显示，愿意参加
志愿服务的学生比例占 82.6%，在过去的生活中参加过志愿服务
的同学占全部同学的 64.0%，在这些同学中参加过 3 次或 3 次以
上志愿服务的同学占 22.2%。江西六所地方高校的问卷调查显示
68.4%的受访者曾经参与过志愿者服务活动并在活动完成后依然
拥有参与志愿活动的热情。不同专业领域对于志愿服务的坚持率
并不相同。 

73.2%的大学生表示相信通过志愿者服务可以培养自己的责
任感，提高自己的办事能力。有 36.8%的同学参与志愿服务只是
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可，提高自己的自信。大学生志愿者可以通过
参加志愿者活动来了解社会并提前为自己走入社会、融入社会找
到了一个平台。目标明确的志愿者在参加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不断
培养自己的能力，以达到提高自己的目的。 

在调查中发现有 28.7%的志愿者表示没有一套完整的志愿
服务记录体系，这就表明有一部分大学生志愿者在完成志愿服务
工作后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记录。虽然绝大部分志愿者认为参加活
动的过程远比记录在册的名誉更重要。但这种不完善的记录不仅
对志愿者个人产生影响，更反映出活动的不规范性，同时也是社
会对志愿服务个人不重视的一种表现。这会大大影响大学生志愿
者参加志愿服务的积极性。 

有 34.3%志愿者表示自己了解到志愿服务活动是通过新生
入学时的百团大战，随后便没有关于志愿服务组织的信息，如果
想加入志愿者组织需要自己搜索，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志愿服务平
台为大学生提供志愿服务的相关信息。有的同学表示高校志愿者
协会在志愿者选拔阶段，存在信息发布不及时、选拔标准不够明

确的问题，为此，我们向高校志愿者管理层进行了解，采访的负
责人表示由于学校要求和自身条件问题只能在小范围内宣传自
己的活动，所以志愿服务组织无法在大学里被所有同学熟知，所
以导致选拔的透明度不够。[1] 

基于此项研究，我们总结了几点关于如何培养大学生志愿服
务能力的策略如下： 

1.建立健全的志愿服务组织宣传机制。 
鉴于大学生志愿者对志愿者服务活动的重要作用，理应把弘

扬志愿精神、普及志愿服务理念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帮助大学
生树立“志愿者既是奉献者又是受益者”的理念，同时宣传中要
注重志愿精神教育中的体验功能。如设置志愿服务专门课程。以
公共课或选修课的形式对大学生授课，加深大学生对志愿服务活
动的了解，提高大学生志愿者对志愿服务的认识；开展志愿者服
务专题讲座宣传志愿服务先进典型，进行志愿服务创意征文、文
艺演出等比赛，积极传播志愿服务理念，弘扬志愿服务精神，提
高大学生的参与热情。[2]高校也可以通过将志愿服务与大学生的
德育分挂钩的方式来督促大学生参加志愿服务工作。但更多的还
应该是让大学生可以主动地参与到活动中来，让他们认识到志愿
服务的重要性。只有认识到重要性和正确性才能产生相应的行
为。因此，完善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宣传机制尤为重要。 

2.将大学生的志愿服务工作与大学生的专业联系起来。 
我们可以向与志愿服务工作专业对口的大学生（例如社会工

作专业）介绍相关的志愿服务活动，积极向他们推荐我们的志愿
服务活动。一方面锻炼大学生应对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为他们
走入社会工作打好基础。 

3.建立固定的志愿服务基地。 
实践表明，志愿服务是实践育人的有效载体。高校可与城市

社区、农村乡镇、工矿企业、驻军部队、社会服务机构等，建立
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基地，争取每个院系、每个专业都有相对固
定的基地。围绕基层对毕业生的能力需求，开发具有创新意义的
实践课程的同时，形成相对独立的实践教学计划。[3]通过见习，
基层单位可优先选择毕业生，并且与本单位人才培养计划接轨，
不但可以节约大量招聘成本，而且对于参加见习的高校毕业生，
也可以减轻心理负担，找出自身的不足，有益于双方的接受。 

4.完善大学生志愿服务鼓励机制。 
志愿服务虽然是无偿的工作，但学校甚至国家应该给予志愿

者一定的鼓励。虽然大学生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的初衷并不是为
了获得相应的报酬，但我们应该给予他们对等的奖励。一方面可
以促进大家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另一方面可以让参与志愿服务工
作的志愿者心灵得到一定的慰藉。大学生的经济尚未独立，如果
在献出爱心的同时又要花费一定的金钱，久而久之志愿服务就会
变成一座无人触碰的冰山。只有完善志愿者奖励机制才能更好的
激励大学生志愿者积极踊跃的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中来。 

青年志愿者活动是倡导团结友爱、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社
会风气，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一项十分高尚的事业。体现了中华
民族助人为乐、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是非常有希望的事业。努
力做好这项事业，有利于全社会树立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时代新风范。这是当代大学生的行动指南，是当代青年志愿者肩
负的使命。[4] 

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组织动员必须建立在大学生自主选择的
基础之上，这既是志愿服务活动的组织原则，也是大学生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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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独立的社会人所具有的基本权利。作为一种自主选择，高校应
当帮助大学生深刻了解志愿服务的内涵和意义，大学生只有在深
入了解志愿服务的基础上作出选择才是真正的志愿服务。 

在大学生中开展志愿服务教育，引导大学生有效参与是大家
的共识，也是提升大学生志愿服务认知水平、根本改变“走过场”
现象的关键。当然，国家相关部门继续研究、出台、落实系列政
策法规，更是大学生志愿服务乃至我国志愿服务健康发展的重要
前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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