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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展符合时代需要和社会福祉的志愿服务活动关乎到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大学生能否认同和内化志愿

服务的活动价值是活动实践价值和德育价值实现的基础。分析新时代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价值取向现状，

通过强化德育价值引领、做好守正创新，厚植爱国情怀等引导教育，促进志愿服务精神和德育教育在思

想理念、实践道路和价值内涵升华上契合，以提升志愿服务德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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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rying out voluntary service activitie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social welfare is re-
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volunteer service. Whether college students can recognize and inter-
nalize the activity value of volunteerism is the basi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activity practice value 
and moral education value. The present situation value orien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
ing in voluntary service in the new era is analyzed. By strengthening the value guidance of moral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9196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9196
http://www.hanspub.org


唐晓云，袁战阳 
 

 

DOI: 10.12677/ass.2020.99196 1411 社会科学前沿 
 

education, doing a good job of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and fostering patriotic feelings, we will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pirit of volunteer service and moral education in the ideological 
concept, practical path and sublimation of value connotation to enhance the value of voluntary 
service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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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志愿服务是大学生参与现代国家治理、弘扬时代新风、创造美好和谐社会的重要实践途径，也是高

校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推动社会进步和学生个人成长方面具有重要的

实践价值和德育价值。从“新中国”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历史性跃升，志愿服务事

业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总体状况依然不容乐观[1]，随着社会变迁，大学生参与

志愿服务的内部心态和外部生态也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民族复兴的新时

代以来，如何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志愿服务工作，引导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00 后”大学生群体在志愿

服务实践中寻找德育教育的源头活水，充分发掘志愿服务活动的德育价值内涵，实现德育教育价值和志

愿服务精神的协同共振将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实践任务。 

2. 新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的价值取向现状 

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高校的数量和在校大学生人数也迎来爆发性增长，但学

生参与志愿活动的价值取向在不良社会生态冲击下也更加复杂、多元，甚至在纯公益性的实践活动中也

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实用色彩，志愿服务心态的功利追求和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矛盾突出。 

2.1. 成长发展压力剧增下的功利诉求 

2.1.1. 大学生自我成长意识觉醒后的主动追求 
大学阶段处于人生发展的重要拔节期，此时的大学生人格发展和价值观逐步成熟，自我成长意识也

逐渐增强，有强烈的进取心和使命感。面对日益丰富的外部诱惑和相对单一枯燥学习生活，学生会主动

对标外部评价指标对自己的成长需要就行分析，于是乎志愿服务便成为学生学习生活之外的一个获取成

长实践经验、收获个人荣誉和评优评先等竞争砝码的重要途径，据章棋基于江苏省高校的问卷调研显示：

“83.81%的受访者参与志愿活动的目的在于增加社会阅历和见解，其次是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和奉献爱心，

占 76.19%”这也显示出新时代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吸引力很大部分源于个人成长的客观动机，“不仅

为了奉献爱心，更加渴望通过帮助他人来实现自我的成长和进步”[2]。 

2.1.2. 社会群体竞争压力下的被动选择 
当前的大学生群体往往成长于经济飞速发展的新千年，时代赋予他们无与伦比的成长机遇的同时也

让他们面临着超出前人的挑战。社会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期望迫使大学生在学好自身专业的同时必须

苦练生存技能。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每年的高校毕业生数量屡创新高，年毕业学生基本稳定在 8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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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2020 年更是达到创纪录的 874 万，而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 77%左右[3]，市场经济的冲击叠加

与日俱增的就业压力和无法掌控的择业焦虑，促使大学生被动参与一些能够给自己就业择业带来便利的

志愿服务活动以增加就业胜任的砝码，甚至采用欺骗等不端手段获取志愿服务活动荣誉或证明，这种工

具化功利性的志愿服务动机不仅可能对志愿服务活动的客体造成不良影响，而且对大学生本身志愿服务

活动实践效果和德育养成造成伤害。 

2.1.3. 个体成长发展过程中的自我价值确认需要 
大学生作为社会群体中思维比较活跃的知识分子阶层，具有知识接受效率高、活动积极性强、自尊

追求和社会期望高的特点，受制于其自身圈子资源和学校实践平台限制，他们非常渴望能够有机会参与

一些社会实践活动来检验自己存在的社会价值，志愿服务活动所秉承的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精神不仅满

足其奉献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更是一种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而且在志愿服务实践活动体验到的

社会赞许和肯定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自我价值确认。但过度功利化的自我价值取向必然会削弱其活动

参与的初心和信念，对志愿服务的价值理念和个人德育心态的养成造成不良影响。 

2.2. 新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价值取向的理想主义 

2.2.1. 新时代大学生高层次精神追求 
当前的大学生群体成长于物质丰裕的新时代，得益于家庭经济条件改善和国家奖助政策，学生学习

期间的生活消费能够得到保障，且在家庭结构上独生子女占有很大比例，家庭对待教育问题的理念和孩

子成长发展的选择较为宽容，学生普遍存在较为强烈的自我实现需求。就大学生参加志愿服务而言，学

生的选择往往不仅仅是一个被动抵抗个人成长和社会竞争压力的结果，更是同时包含着期待通过参与社

会服务使社会更加美好的积极价值选择，志愿服务基于主动关心他人的道德意识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公民

意识的价值是“无法被强制的对人性最为深刻的关怀”[4]，并且由之获取的活动收获也不等同之前许多

研究者所经常提及的“荣誉”或“功利的精致利己主义”。他们很清楚自身参与志愿活动的公益属性，

获取现实利益并不是其参与志愿活动的必选目的，反而通过志愿服务活动时内心的平静和助人后自我精

神升华对自己具有强烈的激励作用。此外，志愿服务活动所秉持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精神

和“守望相助、奉献利他、同舟共济的价值理念”无形中迎合了当下物质丰盈条件下青年大学生追求更

高层次精神生活的需要。 

2.2.2. 内心社会文化的价值沉淀的点燃 
得益于我国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和儒家思想所积极推崇的“仁”、“义”观念，利他奉献，积

善行德、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和社会公利更像一抹深层次的文化底色一直存在于国人心田，纵使参与志

愿活动会占用学生课余时间，纯公益性的活动并不一定能够带给自己预期的收获，甚至带来可能的自身

安全隐患和风险，但是奉献与善意、崇高与朴素的碰撞在志愿服务活动中演奏出伟大的心灵回响和在青

春的奉献中创造有价值的人生还是被广大青年大学生视为一个展现自身才华和青春激情的相对易得的通

路，愿意以公利性的志愿服务活动的经历和价值凝结来兑换时间层面上的成长资历积累。 

2.2.3. 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传递 
志愿服务承载、传递并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5]奉献、利他一直是社会公德和核心

价值观的体现。作为新时代的“四有新人”，大学生群体普遍认同自身“肩负着民族复兴和中国梦的实

现的历史重任”，相较于其他年龄层次而言，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主流一直是健康积极向上的，他们富

有更为坚定的理性信念和建功立业服务社会的激情，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和中国梦的实现也需要广

大大学生立足时代，展现作为，继续书写新时代到雷锋故事。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勉励青年“带头学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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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积极参加志愿服务，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热诚关爱他人，多做扶贫济困、扶弱助残的实事好事， 以
实际行动促进社会进步”。 

3. 新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德育价值提升路径分析 

新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和德育功能提升应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价值引领，结合志愿服务模式的创

新发展和学生主体性需求引导，提升志愿服务活动的道德认知，探索志愿过程中的德育实践，最终形成

德育自觉。 

3.1. 强化价值引领，促进志愿服务精神和德育价值理念同频 

首先，志愿服务活动的利他性、无偿性特质中蕴含着丰富德育价值和伦理价值，在本质上是一种道

德服务活动[6]，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体系的新时代志愿服务活动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底色，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志愿服务事业发展要同国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行，

新时代志愿服务精神和德育教育价值理念两者具有天然的关联。其次，德育价值的引领下的志愿服务实

践是新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达到最优实践价值的必然要求，也是其他实践途径不可被模仿的独特优

势，更是其通过便捷易得的公益服务带给社会公众巨大福利的前提。最后，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与高校

“立德树人”实践都强调对参与主体内在自我德行的修为砥砺和外在社会公德的遵守、践行，在价值理

念上内涵契合，并在实践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3.2. 做好守正创新，促进志愿服务活动和德育教育实践融合 

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外部社会生态均发生重大变化，这就要求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的时候做好守正创新，用新理念新方法来引导志愿服务事业和学校德育教育的新发展，实现志愿服务人

人愿为、德育教育处处可为。面对目前学校德育教育中存在的“软、浮、虚、乱、散”问题，组织化的

志愿服务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抓手，勒温在团体行为的实际工作研究上发现：从改变整个整体入手来

改变其中的个体，远比一个个地单独改变个体要容易的多[7]。不断融入德育教育的新理论新方法，结合

服务主客体需求在服务模式上多下功夫，才能真正实现志愿服务的价值目标，彰显活动的德育价值。就

新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而言，只有置大学生这一活动主体于生动的公共服务实践中，才能使其真正

了解自身价值和社会需求，实现知识与实践的融合，在个人自我成长的同时体验到践行道德行为的满足

感。从而真正理解自身价值和活动社会价值，收获德育内涵。  

3.3. 厚植家国情怀，促进志愿服务实践的德育价值升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和志愿服务活动的根本价值指引，家国情怀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根植于国人内心深处重要的精神文明力量。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过程

是引导新时代大学生主动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积极践行爱国主义，增进社会和谐的一种重要形

式，更是一次次难得的德育教育实践养成和实践塑造的过程，通过全方位的志愿服务活动和爱国主义价

值观深度融合，进一步彰显了新时代大学生的爱国情操情怀，巩固学校德育教育知识，展示了我国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同时也营造了良好的志愿服务风尚。这也在无形中契合了大学生渴望建功

立业的责任需求和理想主义，进一步增强其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体验，促进了大学生志愿服务实

践活动的德育内涵升华。 

3.4. 合理义利疏导，促进志愿服务精神和德育价值内在契合 

通过对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价值取向现状分析，我们可以明显发现新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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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德育教育的外部生态和内部心态都有较大的变化，这样要求我们转变教育引导思路，合理引导其做

好义利判断，在个人权益和社会利益保障的基础上，促进志愿服务精神和德育价值的内在契合。针对新

时代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中的理想主义，我们要肯定其作为一种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对学生具有的强大的

吸引力和凝聚力且志愿服务精神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精神能够深刻影响其道德认同[8]，
志愿服务活动不仅展示了新时代大学生的青春能量和激情也进一步明确了其自我价值实现的路径，更强

化了其建功立业、实现理想抱负的渴望，对达到学校德育教育知行合一的目标具有殊途同归作用。而对

于新时代大学生参志愿服务活动中的功利主义诉求，我们应在坚持立德树人根本目标前提下辩证看待，

不宜片面否定和批判，更需要尊重学生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肯定其活动贡献、利他精

神和造福社会公益的初心，做好德育引导，鼓励其以此为契机深刻体会服务社会大众和实现自我价值的

意义，在自我成长和服务社会公益中做好平衡，在志愿实践过程中完成立德树人教育。 

4. 结语 

志愿服务活动作为一种高尚的情操价值追求，其活动形式和内容随着时代变迁具有较大差异，但其

中蕴含的德育实践和价值塑造意蕴不变，德育教育的价值导向性能够改变个人参与活动的目的和方向，

是一个随着社会变迁而常谈常新的课题。马克思指出：“现实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对于新时代大学生参

与志愿服务活动而言，最根本现实应以“立德树人”这个崇高的目标为导向，不断分析学生现实需求和

社会需要，夯实双方关联基础，在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和德育教育同频共振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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