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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研究

孙静

辽宁大学 （沈阳 110034）

【摘 要】志愿服务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高校大学生是志愿服务活动的主体和生力军，高校志愿服务

是志愿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指出了目前高校志愿服务的现状与困境，分析了高校志愿服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及成因，提出了高校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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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高校的

志愿服务活动是引导大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意识的重要

载体，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目前高校志愿服务存在发展瓶颈，如何改进现阶段存

在的问题，实现高校志愿服务的可持续化发展是亟需

解决的研究课题。

一、高校志愿服务的现状与困境

高校青年志愿服务活动经历了早期的实践探索、

建章立制、宣传推广阶段，现进入到专业科学发展阶

段。目前，高校志愿服务面临着很多困境，如观念淡

薄、专业性较差、队伍建设等。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

时解决，就会制约高校志愿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具体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学生志愿服务意识淡薄，自觉性较差

高校志愿服务普遍是在高校团组织号召下开展

的，没有形成自觉、主动的氛围，高校没有将志愿服

务纳入到教学，缺乏指引大学生对志愿服务的认识和

理解，因此，大学生大多对志愿服务精神认识不深，

志愿服务意识淡薄，自觉性较差，并没有深入人心。

（二）志愿服务专业性不强，形式单一

我国高校志愿服务是由共青团组织发起和推动

的，而非大学生志愿者自发组织，志愿服务团队普遍

按照团组织的要求开展活动，志愿服务与志愿者所学

专业关联性不强，志愿者缺少专业知识，活动内容简

单，活动形式单一，志愿者缺乏积极性、主动性，这

样会导致很多志愿活动达不到预期效果，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高校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

（三）志愿者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高校志愿者队伍缺乏稳定性、流动性较大。高校

志愿组织招募志愿者的时候，大多数学生充满热情、

有较高的积极性、主动性，但由于大多数高校没有设

立志愿者服务的专门组织，缺乏科学有序地管理，大

学生志愿者由于现实的困难，部分志愿者的积极性、

主动性降低，甚至退出了志愿者团队，阻碍了高校志

愿服务的可持续性发展。

（四）志愿服务缺少系统培训与指导

很多高校没有完善的培训机制，不重视对志愿者

开展科学、系统的培训，一是培训频率低，志愿者在

招募后缺乏系统、集中的培训，大多以制定活动计划，

传授经验后开展志愿服务，二是培训的安排不当，很

多高校的培训计划、培训内容无法满足志愿者的需求，

影响了培训效果。三是缺乏对志愿者的志愿服务合理

规划，志愿者的专长无法得到最大发挥，影响了志愿

服务的质量，也降低了志愿者的热情和积极性，制约

了高校志愿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二、高校志愿服务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一）大学生对志愿服务精神认识不深

现阶段，大学生普遍对志愿服务内涵的认识不够

深刻，志愿精神没有内化为价值观，不能全面理解志

愿服务精神的内涵及意义。高校大学生普遍将志愿服

务理解为学雷锋和义务劳动，缺乏创新热情与参与动

力。

（二）高校志愿服务组织建设存在不足

目前，大多数高校没有形成健全的志愿服务组织

和培训机制。大部分的志愿服务都是临时需要时组成

志愿团队，导致了大学生志愿者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

同时，高校志愿服务没有形成健全的组织体系，缺少

明确的分工和合作。此外，高校普遍没有建立志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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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研究团队，缺乏专业的指导教师，这些严重制约

高校志愿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三）缺乏社会保障措施

当前，高校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是社

会保障机制不完善，高校志愿服务缺乏社会的支持与

投入。具体体现在：一是资金保障。高校志愿活动经

费大多来自学生活动经费或志愿组织自筹，资金来源

狭窄、不稳定。二是福利保障。目前大学生提供志愿

服务是自愿的、无偿的，但不可避免存在着服务成本，

交通、食宿等服务成本加重了志愿者的经济负担，降

低了志愿者的积极性。此外，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时，

偶遇意外事件，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因

此，志愿者组织有必要为志愿者提供人身保险，但很

多组织由于经费不足，难以提供有效保障。

（四）缺乏志愿服务的法律法规

我国现阶段在志愿服务方面没有健全的法律法

规，大学生志愿者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遭遇某些意外

事故或者产生法律纠纷，难以保障志愿者的合法权益，

立法的缺失已经成为制约高校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的

主要障碍。

（五）缺乏社会支持与认可

目前，我国缺乏对志愿者和志愿组织的法律定位，

媒体的宣传力度也不够，因此志愿服务没有引起社会

大众的足够重视。大学生就业时，大多数用人单位看

重学生干部身份，不关注志愿者身份，极大地挫伤了

志愿者的热情与积极性，不利于志愿服务地持续发展。

三、高校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路径与对策

（一）立足优势，开展有专业特色志愿服务活动

各高校可以根据特长，开设与专业有关的特色志

愿服务，利用专业知识，为服务群体排忧解难，实现

价值最大化。同时，只有立足于专业优势，才能够在

众多志愿服务活动中脱颖而出，做出成效，提高志愿

服务的质量和服务效率，为志愿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添

砖加瓦。

（二）加强宣传，构建良好的志愿服务支持体系

高校应加强志愿服务宣传，邀请专家讲学，对志

愿者进行志愿服务的系统知识培训，将志愿服务的相

关知识系统地传递给向每一位志愿者，在高校内打造

优秀志愿服务团队，树立品牌效应，宣传志愿服务精

神，高校要加强对志愿服务的支持力度，构建良好的

志愿服务支持体系。

（三）整合资源，打造志愿服务品牌活动

目前高校的志愿服务活动开展的较为零散，多数

情况下是大学生自主组成团队，但受人员、平台、专

业等限制，影响了志愿服务的效果。高校可以将相关

志愿服务团队进行整合，打造有特色的志愿服务品牌，

提高志愿服务的社会影响和品牌效应。

（四）利用科技，搭建新媒体志愿服务平台

新媒体是传播路径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高校

可以选择建立自己品牌志愿服务的网站以及微信、微

博等新媒体平台，内容可以涵盖志愿者报名、活动信

息公示、培训信息、活动内容展示等方面，同时利用

网站及微信、微博平台进行信息的推广、宣传，力争

做到人人知晓、全员参与，提高高校志愿服务的效率。

（五）树立典型，建立激励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

科学完善的激励机制是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保障，为提高高校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自愿性、

积极性，高校应该树立优秀志愿者典型，宣传优秀事

迹，着重推广和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定期表彰在志愿

服务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优秀个人和集体，建立志愿服

务档案，将志愿服务与评奖、评优紧密联系，激励大

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促进高校志愿服务的可持续

发展。

（六）加强保障，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现阶段，我国没有明确志愿者服务的相关法律法

规，高校大学生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过程中一旦遭遇

意外事故及法律纠纷，由于没有法律依据，大学生志

愿者权益很难得到充分的保障。因此，国家必须完善

志愿服务立法，给予高校大学生志愿者足够的法律支

持和保障，也有利于对大学生志愿者权益的保护，实

现高校志愿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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