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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的产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显著特征。志愿服务精

神培育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提升民众道德素质的有效路径。大学生作为青年志愿者的主力军，

作为志愿精神的积极倡导者和模范践行者，其参与志愿服务的社会实践是高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

是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培育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有利于推动志愿服务精神与青年志愿服务

深度融合，引导大学生广泛参加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基于此，文章深入调查当代大学生志愿服务现状，

剖析志愿服务精神培育的影响因素，旨在为探索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的培育路径提供有效建议。研究发

现，培育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需要从个人、家庭、高校、社会等多方面协同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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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volunteers and volunteer services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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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civilization and a significant feature of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The 
cultivation of volunteer service spirit is an effective path to practic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en-
hancing the moral quality of the people. As the main force of young volunteers and active advocates 
and exemplary practitioners of the spirit of volunteerism,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so-
cial practice of volunteer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
z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an important symbol of the progress of the entire social civilization. Culti-
vating the spirit of volunteer servic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deep inte-
gration of volunteer service spirit with youth volunteer service, and guiding college students to par-
ticipate widely in the social practice of volunteer service.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conducts an in-
depth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volunteer service among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
dents,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ultivating the spirit of volunteer service, and aims to provide 
effective suggestions for exploring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college students’ volunteer service spirit.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cultivating the spirit of volunteer servic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requires col-
laborative efforts from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individuals, families, universities,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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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15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

提出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济、社会救助以及志愿服务活动，推动志愿服务事业的繁荣发展。

2017 年 10 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的重要性，呼吁强化社

会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推动志愿服务活动规范化、制度化[1]。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特别提出完善

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为志愿服务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2]。志愿服务精

神是指蕴含在志愿者、志愿服务行动之中的精神内涵。志愿服务精神的特征表现在志愿性、无偿性、公

益性、实践性等。在我国，志愿精神概括起来可以描述为“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高度契合。志愿服务精神的培育对于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具有思想指引的作用。大学生作为

青年志愿者的中坚力量，是弘扬志愿服务精神的积极倡导者，其所深入参与的志愿服务社会实践，不仅

是高校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有力展现，更是整个社会文明持续进步的重要标志[3]。 

2. 大学生志愿服务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日照市高校为例 

2.1. 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笔者对日照市大学城大学生志愿服务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集 167 份有效数据，涉及对志愿服

务精神的理解、参与频率、参与动机、培训情况、了解途径、阻碍因素、参与类型偏好、培训需求、活动

改进建议以及社会规范与促进等多个方面。本次调研旨在了解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参与情况、志愿服

务精神的认知情况及影响因素，进而为培育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提出建议。 

2.2. 大学生志愿服务现状 

2.2.1. 志愿服务参与度高，持续性差 
调查可知，日照市高校大学生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人数占比达到 94.01%，表明：相当数量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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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了志愿者队伍，奉献青春力量，当地高校对于志愿服务的普及力度较高。同时调查志愿服务参与频

次可知，只参加了 1~3 次志愿服务活动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45.22%，参加了 4~5 次志愿活动的人数占总人

数的 22.29%，参加过 5 次以上志愿服务活动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32.48%，志愿服务参与频次较少(见图 1)。
通过对调查对象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可知，参加志愿服务频次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参与志愿服务机会有限，

特别是在校内，志愿服务名额往往供不应求，而招募渠道又相对单一，这导致了许多有志于参与志愿服

务的学生因为名额有限而无法参加。另一方面，高校在志愿服务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上缺乏新意，不能充

分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的志愿服务参与频次。 
 

 
Figure 1. Number of volunteer service participation per semester 
图 1. 每学期参加志愿服务的次数 

2.2.2. 参与动机多样化，服务意识尚待提升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动机主要表现为：实现自身内在价值的动机(如帮助

他人、奉献社会)占比 20%；学习新事物、新方法的动机(如开拓视野学习知识)占比 16%；参加社会交往

的动机(如结交好友)占比 12%；为自身未来职业发展提供平台和基础动机(如获得第二课堂学分、获取荣

誉证书奖励)共占比 32% (见图 2)。通过深入剖析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我国大学生的志愿服务动机呈现多元化态势，既包含了出于利他和社会责任感的纯公益动机，也不乏以

自我利益为导向的个人动机。这两种动机在实际中往往相辅相成、共存一体。因此，在看待大学生参与

志愿服务的初衷时，不应一味否定个人动机、过度强调利他动机，否则可能无法取得理想的效果，甚至

适得其反。对于合理的利已动机应善加利用，满足大学生的必要需要，正确引导利己动机逐步过渡到利

他动机。 
 

 
Figure 2. Motivation for participation in volunteer service activities 
图 2. 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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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组织管理机制不健全，志愿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在组织管理方面，经常接受志愿服务培训的志愿者占总比的 52.22%，而少数有、几乎没有志愿服务

培训的比例分别占到总比例的 30.57%、17.21% (见表 1)。经常接受志愿服务培训的志愿者超过半数，这

与日照市各高校响应国家政策引导，积极开展志愿服务工作，推进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规范化建设不可

分割，同时，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志愿者只是很少或几乎没有接受过志愿服务培训，志愿服务的专业化水

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深入探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两大因素。首要的是，由于高校志愿服务活动大

都局限在校园内，活动规模受到一定限制，资金扶持不能达到充分水平，这直接反映在志愿服务内容的

相对简单与形式上的单一性。其次，志愿服务组织者在专业素养方面存在部分不足，具体表现在整个活

动体系在运行过程中缺乏完善的保障机制和具体明确的服务指导。这种专业性的缺失还体现在对活动组

织、实施和总结等各个环节的程序化、规范化要求的匮乏。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青年志愿队伍

的成长和进步，同时也对提升高校志愿活动参与者的整体素质构成了不小的挑战。 
 

Table 1. Implementation of volunteer training 
表 1. 开展志愿者培训情况 

选项 人数(人) 百分比(%) 

经常开展培训 82 52.22 

少数开展培训 48 30.57 

几乎没有开展培训 27 17.21 

2.3. 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培育影响因素分析 

2.3.1. 当代大学生的自身因素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当代大学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回应社会需要，在志愿服务事业中取得

了较大成绩。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大学生作为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群体，对志愿服务精神有一定的理

解，但受制于自身因素影响，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度很高，但其中大多数人

对于志愿服务精神的核心内涵并没有正确理解。部分大学生对志愿服务的理解只是单方面地帮助他人，

没有认识到志愿服务“互助”精神的实质，在帮助他人的同时，自身不仅可以获得幸福感、成就感和满

足感，还可以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提升自身认知水平与实践能力。其次，部分大学生对志愿服务的认识

水平与实践能力相脱节。一些大学生志愿者对分配到的服务工作消极应付，将志愿服务工作任务化，参

与动机功利化，不能深入理解志愿精神的内涵。另一方面，大学生对志愿精神的理解程度不高，难以指

导志愿服务实践。很多大学生将志愿服务理想化，预期目标过高，但在具体实践中发现客观情况比想象

的复杂恶劣，或分配到的志愿服务工作单一枯燥，加上自身实践能力不足，心理素质不强，既不能有效

完成服务工作，又影响了再次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 

2.3.2. 家庭、高校及社会等外部因素 
培育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除了需要重视大学生自身因素影响外，家庭、高校及社会等外部因素同

样不可忽视。通过访谈调查可知，当家长积极投身于志愿服务，为社会做出贡献时，子女往往会受到熏

陶，培养起对社会公益的关注和参与意愿，进而投身于志愿服务活动。同时，家长的志愿服务经历可以

为子女提供更多参与志愿服务的机会和资源，通过家长的引导与示范，子女能够学习到志愿服务技能，

更好地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提升志愿服务的质量与效果。高校方面作为对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与专业知

识技能教育的主阵地，对于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培育具有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目前高校更侧重于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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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教育，对思想道德的方面的培养缺乏重视，同时也缺少经验方法，组织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的各类机制不够完善，对于培育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的效果不佳。培育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

除了考虑家庭与学校教育以外，还必须考虑社会的影响。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对

大学生群体造成思想冲击，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在部分大学生群体中泛滥，对志愿服务精神服务他人的

观念并不认同。二是社会对志愿服务事业的政策与资金支持有待提高，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收入分配的问题，医疗和教育资源不均衡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来，群众的社会压力增加。

而志愿服务的特点又表现为无偿、自愿，这种情况下，部分大学生群体受社会压力影响，表现为很少关

注公益事业，对于投身于志愿服务活动的意愿不高。 

3. 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培育路径的探索 

志愿服务精神的培育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深远意义。通过总

结新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经验，多途径保障和提升志愿服务活动的运行与发展，将个人、家庭、学校和

社会紧密结合，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的培育和发展。 

3.1. 激发大学生志愿服务意识，注重志愿服务精神自我培育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程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以及志愿

服务氛围的营造，均是塑造志愿精神的重要社会客观因素。而主体的自由意志选择和精神境界提升，则

构成了影响志愿精神形成的关键主观因素[4]。优质的志愿服务环境乃是孕育志愿服务精神的先决条件，

大学生积极参与的实践行动则是推动志愿服务精神培育的核心驱动力。作为志愿服务精神培育的主体力

量，大学生应当自觉加强对志愿服务精神的理论学习，全面深入地了解志愿服务精神的核心内涵，并深

刻领悟志愿服务精神所蕴含的深远价值。“实践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是在生

产实践的基础上并通过生产实践的发展而实现的。[5]”深入实践，才能真切地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及其

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样地，唯有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才能深刻领会和把握志愿服务精神的真

谛。因此，当代大学生应当积极投身于志愿服务活动之中，通过亲身实践来学习、感悟志愿服务精神，

让志愿服务精神成为成长道路上的重要支撑和动力源泉。 

3.2. 优化家庭教育环境，形成课内外联动模式 

和谐的家庭氛围对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仅能够促进孩子的身心健

康和全方位成长，更能有效补充并稳固学校教育的成果。因此，家庭教育应当紧随时代步伐，与现代学

校的教育理念保持同步更新，通过不断适应和融合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为孩子提供更全面、更个性化

的教育环境。学校方面应及时了解学生情况，可以通过走访学生家庭、召开家长交流会等方式了解家庭

在志愿服务精神培养和价值观养成方面的情况，表彰在志愿服务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学生，增强家长对志

愿服务活动的认可度以及志愿服务精神培养的教育意识。志愿服务精神的培育与良好家庭教育的构建紧

密相连，在日常生活中，家长们应积极投身志愿服务活动，以身作则，让子女在耳濡目染中受到志愿服

务精神的熏陶和培育，逐渐形成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价值观。因此，家长们不仅要在言语上教导子

女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性，更应通过实践来引领和激励他们，让志愿服务精神成为家庭文化的一部分，

为子女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3. 融入高校思政育人体系，营造志愿服务参与氛围  

将志愿服务精神培训纳入文化育人体系之内，结合红色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相关内

容，深入推进志愿精神和志愿服务事迹的宣传与报导工作，强化志愿服务的理念传播和实践推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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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论课作为高校思政工作的核心与关键，承载着将党的理论和主张鲜明地传递给青年大学生的重要

使命[6]。新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的传承与深化理解，更是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熠熠生辉的重要篇章。为了大力弘扬和培育这一精神，高校应充

分发挥思政课作为培育大学生志愿服务意识主阵地的关键作用，将志愿服务精神巧妙地融入日常教学之

中。同时，高校还需致力于营造浓厚的志愿服务氛围。可以通过加大对志愿服务活动先进典型的宣传力

度，深入挖掘并广泛传播志愿者和志愿服务背后的感人故事，让正能量的事迹成为激励青年大学生积极

参与志愿服务的强大动力，定期举办志愿服务知识讲座、个人演讲等活动，提升大学生对志愿服务的认

知和理解，激发大学生群体的参与热情。 

3.4. 打造优质志愿服务生态圈，增强志愿服务活动专业性 

有效整合政府机构、公益服务协会、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管理平台等单位和专业人才资源，通过纯公

益与准公益项目的交叉融合，以及短、中、长期项目的有机结合，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志愿服务联动新模

式，形成衔接顺畅、体系健全、协同联动的志愿服务体系。在此模式下，大学生志愿服务将得到有力赋能，

进一步形成优质的大学生志愿服务生态圈。具体而言，大学生志愿服务应广泛面向社会，充分发挥大学生的

专业和个人特长，丰富志愿服务的内容和形式，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志愿服务岗位。通过参与这些与专业紧

密相关的志愿服务活动，大学生们将有机会将所学理论知识付诸实践，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从而提高专业技

能水平，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此外，为了确保大学生志愿者能够迅速适应并胜任志愿服务工作，志愿服

务组织应针对不同岗位的特点进行系统地培训，帮助他们尽快熟悉工作环境和角色定位。 

4. 结语 

在深入探索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培育路径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志愿服务精神的培育既是一个系统

性的工程，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通过本文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培育路径，包括

加强志愿服务课程教育、创新志愿服务实践形式、优化志愿服务组织管理以及提升大学生自我教育和自

主服务能力等。这些路径旨在从理论到实践，从社会到个人，全方位、多角度地推进大学生志愿服务精

神的培养。然而，志愿服务精神的培育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持续地关注、不断地探索和积极地

实践。未来，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志愿服务精神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培养路径的广度和深度，以期

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浓厚的志愿服务氛围，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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