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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生志愿者的社会需求调研及管理模式构建

——以西安地区高校为例

杨可欣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5

摘要：青年志愿者活动是所有有志青年都应该经历的，参加青志活动，是高校德育工作最积极，最不可或缺的一步，

这项活动是在新时期的发展理念下，高校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全面教育，提高青年道德水平和心理健康的有效途径之一，

并且同时还能够对青年学生的人格进行提升与教育。给予青年人理想与成长的青年志愿活动，在德育方面应进一步发挥其

功能。青志活动的加强，就离不开对大学生持续不断，与时俱进的优良传统相关的教育，大学生德育的文化平台搭建能够

有效的解决这疑问；志愿动机是志愿活动是否纯洁的开端，志愿服务动机的修正与教育显得尤其迫切。组织健全的大学生

青志的平台是安全活动的保证，但该平台必须从国情出发，加强党建教育，输出社会需求，以此为根基，建立和完善专业的，

有素养的青志活动专业服务的平台，才能使青志活动能更好的进行，该类平台的建立，使活动的顺利进行如虎添翼。在活

动的推进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杜绝形式主义，防止表面功夫做的足，实际进展却速度如远远落下的情况出现。我们必须要

面对的问题是，很多青年学生想做志愿活动，却苦于没有途径和平台，所以宣传工作十分重要，并且我们要在拓展青年学

生德育的实践平台方面加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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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育工作中，高校青年志愿者活动重要、核心所

在的地位与作用

高等知识青年青志活动的依托，必须是由思想觉悟中

具有情怀，心系天下，心怀宏图的人才做组件，在校大学生

业余时间丰富，不易虚度，不宜做坏事，社会公益事业的充

斥将会从根本解决。专业知识硬，才能有效的结合和联动自

己的兴趣、知识、技能，把我拥有的资源。如水一般温润的

善意，从心底流向以自己为中心的，身边人、村镇、社区、

社会。这种善意流动不盈利，具有非赢利性。非职业化的援

助行为，更需要高人指教，强力需求贴近学生、生活、实际，

德育功能要从方面之间渗透社会与个人。

教育活动来进行德育是全面的可靠的，润物细无声的

流淌着；德育，潜移默化地流向所有社会缺失的角落，但强

力灌输将会反之；知行结合，同意合一，习惯必要养成。德

育具有的强大功能是社会、集体、个体，发展发挥所能进到

的作用产生的深远影响。青年志愿者活动，流进所有黑暗，

像一盏烛火，照亮人们心中最温暖最感性的地带。接受这种

社会承载教育的锻炼，作用如泉水奔涌般帮助社会培养和提

高大学生思想道德品质。在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

下，高校德育工作中起着温暖温柔的润物的重要作用。

（一）志愿者活动有利于大学生道德主体地位的恢复

高校青志活动意义重大，它需要同学们深入社会，融

入社会，在社会中成长，在社会中进步的社会实践活动，具

有较高的实践性。人的社会性体现，其活动“互动”的为高

校对人格的教育，学生德育工作的升华飞速发展提供了重要

的涓流。与其他德育工作方式相比，志愿服务是分步进行，

但又直观和具有潜力的。它们为学生更容易所接受，并产生

的结果也更好。 更好地理解了交流，进行交流，包括肢体

语言和行为语言以及口头语言，会让他们对其有更广泛的认

识。慈善活动作为一种善意的托举，青年志愿者活动建立与

对善良的托举，所实施个体，都必须建立自愿自主基础，在

活动的初步策划、中期组织、后续开展，全过程推进中，这

些包括志愿者与不同的志愿者团队之间的关系，志愿者与他

们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志愿者与他们所服务的“互动”

群体之间的关系，志愿者的初衷，最初的理解以及不同的心

理价值观。它包括在内。观点和选择的冲突、矛盾、不解

甚至与冲突共存。高校有志、存善青年，做志愿者在这一过

程中自己真实的声音无阻的发出与宣扬，这是凸显、体现道

德地位主体。善良基础上通过实践的自我、选择的自我、比

较的自我以及，青志者们对自我的鉴别，经过此，他们克服

了狭隘，抛去了自我中心主义，这些志愿者们被有效，教育

实现了自己对自己的洗礼与涅槃，内隐性教育这种潜在的推

进，德育成果却是实际存在的、客观合理的。

（二）志愿者活动有助于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塑造

人格健康的塑造主要目标之一是高校工作的德育体现。

心理学上，利用人格的不同组织与差异结构，把人格有效地

界定，具体拟为知、情、意，人内在的结构性，心理性，完

善的三个界，当系统统一，达到和谐时，心理结构，就是一

种均衡，人格健康即成。最具生活和人性，志愿者活动是善

化的社会活动，实践之一。而对于大学生来讲，参与更多的

社会实践，具有更丰富的实践经历，承载更深度的思想教育、

政治教育，对于督促大学生深度融入社会、润泽一方、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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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才长实干、社会得到无私奉献、锻毅、炼力、品培、

格养，他们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青年人的肩上应该是民

族的未来，社会责任感、且有增强社会的推力。在进行志愿

活动的过程中，青年人定会感受到爱、压、承、担、团、强、

协作练精，可以全方位全面的对其进行教育，进行培养人格

独立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对塑造健康人格举足轻重。

（三）志愿者活动对社会具有强烈辐射的道德功能

辐射道德功能是指，道德环境掺杂外部社会，个体通

过系统的道德学习与实践道德活动，再经过个体的消化，作

用于内心；同时，由于整体性，个体会向外部进行反馈，并

通过自己的道德和社会实践来感知和体验。外部社会和环境

之间互相作用，导致施加道德影响和压力给他人，青志者口

号是以倡导奉献、博爱、助人、向前为基调的。具体可以实

践为，置个人于后、兼济天下、扶贫帮弱、关注弱势群体，

扶贫济困的具体行动，深入了解和认识社会。

深厚感情培养给社会公众，以自己的善意出发，开启

自己的实践行动，并以善意来激发自己的责任感，使命感剧

增，推起社会强烈的共荣，爱心最重要是将助人贯彻，社会

奉献的无私给予个人，社会来源于个人，个人的风气必将全

部向社会洒落各个角落必将被感化，社会阶层不断影响，其

他和群体共同参与，带动了社会到公益社会、保障社会和社

会事业的起飞，暖流默化之处净化心灵，心灵的共鸣整个潜

移社会风气的巨变。

二、建议进一步德育功能的发挥，发展温度至上的高

校青年志愿者活动

很强的德育，具有促进功能。青年志愿者活动是现代

高校质的起飞。但是主客观因素诸多，由于社会各种差异，

尚未被这一功能充分浸润，发挥德育功能要在进一步青年

志愿者活动中敲响鼓，下重锤，进行努力应着重从以下几

个方面。

（一）加强青年大学生对优良传统文化的了解，拓展

大学生德智体美育的文化平台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先天下忧，后天下乐的思想贯

穿古今；谦让的礼德也深入人心；对天下寒士的帮扶也一直

是各位帝王坚持做的事情。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家庭与

家族利益的魔咒，个人利益的趋势，人们超升只从中来，束

缚无法摆脱，无法真正趋向社会。文人将不入世，商人将不

济世，情怀皆因小利，而无法彰显志高、存远。人生价值取

向毫无疑问不能如是。心系天下才是人间正道，正道沧桑必

有人勇往。传统道德的要求，我们必定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当代传承传统美德的精华宝藏，志愿服务的精神源于

其精神内涵，对于当前的学生培育和充实精神无疑是强心

针，构筑志愿文化具有无可比拟的资源价值。

（二）净化志愿服务动机，拓展大学生德智体美育的

平台建设

做志愿活动的初衷，并不是求得某种回报，这也不应

该成为推进志愿活动的动力。但对志愿者进行实当的激励，

将激励机制进行合理的完善，此番举措是对善意的褒奖，

而非利益驱动。此行为同时也慰问了志愿者在社会推进工

作的付出。基于上，建立激励机制，可以逆向思维进行，

通过探索个人内在精神需求从而设计激励制度，以此来让

志愿者们再接再厉，强化志愿者们的心理认同感，同时也

是对善意的做出肯定。并且，大学生是我们志愿者队伍中

十分欢迎的群体。

（三）利用社会需求，引导建立大学生德育活动专业

化的服务平台

德智体美育，注定无法摆脱服务。观察现今社会的状况，

可以发现其矛盾主要是社会对志愿活动需求旺盛，但没有足

够的平台提供社会志愿者服务岗位，与大学生的庞大基数和

强烈志愿意愿相矛盾。在青年志愿者专业服务方面，没有充

分利用和发展专业能力的地方，导致需求未得到满足，需要

更有效的服务，各个领域的支持深受感动和感染，学生具有

较强的执行能力。这主要是由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生志

愿者开展的，他们积极追求专业技术职位，而志愿者合作伙

伴的专业服务正在推进计算机网络服务，医疗服务，法律服

务等。除了大学生需要的社会支持外，青年志愿者服务还需

要更多的直觉和自觉，要主动地积极渗透，促进和不断扩展

其专业领域。广度和深度是志愿服务的主要主题，使志愿服

务具有更广阔，更充满前途的发展空间。

以上总结为，青志者们要在实践中锻炼自我，不以利驱，

大学生志愿者活动，不以利便。社会也要对这些活动提供支

持，使其成为一种驱动大学生自觉成才的途径，从而润物之

物。以高素质的大学生为目标反向进行，也是完善高校德育，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强大引擎。相信通过国家、社会、学校，大学生及社

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大学生志愿者活动一定会成为 21 世纪

最有朝气、最为壮丽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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