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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他与利己在价值上呈现相悖性，但两者却能共存于志愿服务及志愿精神的内涵中。从马克思主义人学

角度来看，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利他与利己的关系根源于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学说、产生于马克思主义

人的需要学说。志愿精神是志愿行动的内在驱力，是新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精神内核，正确认识志愿

服务动机中利他与利己的关系是培育高尚志愿精神的前提。培育大学生志愿精神，首先要树立科学的志

愿服务动机。传统观念通常认为，利他与利己不可兼得，大学生常因带有利他和利己双重动机冲突参与

志愿服务而倍感压力。因此，培育大学生志愿精神，应从大学生个体需要出发，以人为本，在志愿服务

中实现利他与利己动机的和谐统一。同时，结合社会、高校、个体层面，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志愿服

务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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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ruism and egoism are contrary in value, but they can coexist in the implication of voluntary 
service and voluntary spir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humanism, the two are unity of op-
posi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truism and egoism is rooted in the Marxist theory of human 
essence and the Marxist theory of human needs. Voluntary spirit i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voluntary action and the spiritual core of college students’ voluntary service in the new era.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truism and egoism in voluntary service mo-
tivation is the premise of cultivating noble voluntary spirit.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volunta-
ry spirit, we must first establish a scientific motivation of voluntary service. The traditional view is 
that altruism and egoism cannot be achieved at the same time. College students often feel pressure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ary service because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altruism and egoism. Therefore,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voluntary spirit, we should start from the individual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s, put people first, and realize the harmonious unity of altruistic and egoistic motives in 
voluntary service.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the society, university and individual levels, 
guide college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motivation for voluntary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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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中国志愿服务发展指数报告》显示，众多活跃的志愿者中，大学生占 62.29%，已逐渐成为

志愿者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阶段也正是大学生“修身”、“立德”的关键时期。传统社会观念中，

无偿性、奉献性、公益性等高尚的道德内涵被视作是志愿精神的标签。如果志愿者在志愿行为的动机中

带有个人利益倾向，则容易被打上“动机不纯”的标签，受到大众的误解和指责。长期来看，将无法保

障志愿者的积极性，也不利于营造良好的志愿氛围，甚至会阻碍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因此，本文拟在

客观科学地厘清高校大学生参与志愿行动时利他与利己动机之间的辩证关系，有的放矢地对大学生志愿

精神培育提出对策建议。 

2. 志愿服务动机中利他与利己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高度肯定我国志愿服务工作的发展，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与青年大学

生谈心、回信中，多次强调、鼓励大学生“要坚持知行合一，注重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加强磨练、

增长本领”，“在服务、奉献社会中收获成长和进步”[1]。志愿服务作为大学生投身社会实践的重要途

径，党和政府予以高度重视，出台各项法律法规保障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高校层面也根据要求制定了

促进和培育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相关条例。实证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大学生志愿者本源的动机是积极

奉献自我，帮助他人，努力承担社会责任[2]。然而在实际工作与生活中，不难发现，大学生在参与志愿

服务中仍然存在利益追求的“利己”现象，比如利用志愿服务获取学分，参与评奖评优等[3]。由此看来，

志愿服务动机中的利他动机与利己动机究竟是“己他两利”还是“己他两难”仍有待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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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志愿服务动机中利他与利己的相容与互补 

志愿服务动机中的利他和利己倾向两者均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言》中批判了宗教对人的压迫，揭示了人的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马克思将“现实的人”置于“抽象的人”之上进行考虑，指出人既以肉体的形式存在，还要以实践

的活动为存在基础，强调人的劳动。志愿服务中的利他和利己动机作为一种“现实的人”的社会意识，

指导人们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同时也会影响志愿服务行动的质量和志愿精神的培育。另外，“现实的人”

的本质也是人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的需要进行了多层次、多方位的剖析，比如生存、享受和发

展的需要，以及自然、社会和精神的需要[5]。对于个体来说，在进行社会交往时，满足自我的需要是个

人发展的基础。当个体的需要被满足，此时产生的激励效果是最佳的，其关注点也会从自我逐渐转向他

人，从低级的物质需要逐渐追寻社会交往进而实现社会价值。因此，“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
在志愿服务动机中利他还是利己、关注个人还是他人，这个道德取向问题会伴随着社会交往而长期存在。 

2.2. 志愿服务动机中利他与利己的冲突与矛盾 

利他和利己在志愿服务动机中会存在一定的冲突性和矛盾性。从两者受益的主体及所代表的道德水

平高度来看，“他”指他人、群体或团体组织等，“利他”是一种更崇高的道德追求表现，即更在意群

体或社会的利益，倾向于集体主义。而“己”代表自我、自己，“利己”包含着完全或更多的有益于自

己的成分，即个体倾向于将个人利益放在首位。我们无法完全抛开利益去谈道德，也无法抛开个人谈人

类社会。当个人与社会利益相悖时，个人的道德水平将成为影响其在利他和利己之间做出选择的重要因

素。尤其是当大学生开展志愿服务行动时，若是重利己、轻利他，则会影响大学生奉献、互助精神的培

育，这同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时代新人的要求相背离；若是重利他、轻利己，则无法保证大学生参

与志愿服务行动的积极性，大学生志愿服务常态化建设会受到一定的考验。 
综上所述，在志愿服务动机中，利他还是利己的问题客观、长期存在于志愿服务行动中，两者的关

系不可分割、辩证统一。大学阶段是三观养成的关键时期，如何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认知，端正志愿

服务行动的动机，培育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将成为今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 

3. 科学的志愿服务动机：基于利他与利己的辩证关系 

3.1. 厘清科学的志愿服务动机 

提起志愿服务，人们一般会联想到“学雷锋”志愿服务行动，旨在学习雷锋同志无私奉献、毫不利

己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提高全社会的道德素质。由此可见，对于志愿服务行动，国家和社会

更提倡大家关注行为动机的单纯性、无私性及道德的高尚性。虽然也使大学生有了崇高的道德要求并树

立了追求目标，但也可能会让大学生心生迷茫、望而却步。反观实际工作，现有模式下存在一些固有的、

刻板的印象和要求会与志愿服务动机深度捆绑。比如“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就不能有所求”、“不能带有

自己的个人动机参加志愿行为”、“参加志愿服务有私心是可耻的、不正确的”等。这些声音容易遮蔽

人性的需要，贬低人本的价值，是对志愿服务动机不科学的要求，并且具有演化为“道德绑架”的危机。 
科学的志愿精神应该“以人为本”，认识到志愿服务中存在一定程度上合理的利己动机。首先，个

人心理上、精神上基本需要的满足是开展其它一切活动的前提。相比于社会环境，大学生所在的校园环

境更为单纯，这也使得大学生较之于社会中的群体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志愿服务

行动拓宽交际面，提升自己的交流、学习和实践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帮

助到他人，通过外界的认可与赞扬来实现心理上的满足。其次，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大多数大学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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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借助学校提供的平台、志愿者协会等社团或者企业牵头组织等参加志愿服务行动，参加志愿服务的动

机也因成绩、学分、社会实践证明等存在着利己的动机。若是大学生因为想要得到学分的证明而参加志

愿服务，那么他/她将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或攻击。同时，部分学校奖惩的规定也使得部分学生考虑参与

志愿服务行动对自身利益得失的影响，比如不参加或参加志愿服务行动不满足时长者，则会体现在德育

量化分数、学分、成绩中。因此，为了逃避惩罚，大学生通常会觉得自己“被迫”参加志愿服务，其动

机也仅仅是为了自己。因此，需要我们提高注意的是，为了避免对志愿服务动机的误读，大众要认识到

志愿服务中是存在一定程度上合理的利己动机的客观事实。 
科学的志愿精神应处理好利他与利己的关系，在满足个人基本需要的情况下，适度倡导利他。马克

思、恩格斯曾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满足需要而用的

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把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4]。合理的利己动机是学生参与志

愿服务的内在驱动力。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也指出个体需要的满足顺序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渐进的。

不论是在志愿服务中由于奉献自己而收获的基本满足感，还是追求自己精神上的获得感，在与他人的社

会交往中得到个人能力上的提升。这些参加志愿服务的利己目的中亦含有利他成分，利己是基本目的，

利他是更高级的目的。对于大学生而言，甚至放眼全人类，真正纯粹的利他动机是十分罕见的[7]。集体

主义价值观同样要求大学生应当在个人与集体利益相冲突时优先考虑后者。因此，良性的、科学的志愿

精神不仅能够满足个人的需要，更要与社会发展同向而行，在满足个人需要的基础上服务于社会发展，

让个人更好地融入集体、社会，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3.2. 引导科学的志愿服务动机 

当前人们的价值观存在着多元发展的趋势，思维活跃、易于学习新鲜事物的大学生更是如此。作为

最易接受新讯息、传播新消息、创造新观点的社会新生代，大学生肩负着时代的重任。因此，要把握大

学生成长发展的关键期，对大学生的思想进行合理的教育指导。高校应当将立德树人作为一贯的价值追

求，高校思政课教师也应当肩负起大学生三观养成和引导的责任，通过思政课对大学生传授学科知识、

培养实践能力，以保证大学生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在《思想道德与法治(2021 年版)》教材中，志愿服务作为道德修养重在践行的一部分，旨在引导大

学生从生活点滴小事做起，积极学习道德模范，提高自己的个人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志愿服务是将大

学生的个人理想融入社会理想的重要方式，是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一环。高校思政课教师通过思

政课，以理论传授的方式引导大学生崇德向善，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与此同时，思想

政治教育实践课可以带领大学生走进企业、走进社会，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相契合，拓展思想政治教

育实践课的课堂内容和方式方法，实现“思政小课与社会大课”高质量的结合[8]。一方面，引导大学生

树立科学的志愿服务动机，有利于帮助其明晰志愿服务的内涵和意义，以积极饱满的态度参与到社会共

建中，以感知奉献、助人解难、合作沟通为个体带来快乐和满足感。另一方面，在构建科学志愿服务动

机基础上，深化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实践。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一个大学生，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当代大学生提出了更时新、更明确的要求，这一点在“友善”价值观中得到了高度凝

练。对于大学生而言，引导大学生形成科学的志愿服务动机，有利于增加互助行为，在与人交往中实现

待人友善，为崇尚“舍小我、为大我”的社会风气贡献一份青春力量。 

3.3. 建立科学志愿服务动机的激励机制 

有效的激励机制是提升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积极性的有效途径。吸引、巩固、持续发展大学生志愿

服务队伍，保持大学生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活跃度，建立互助友爱的和谐社会环境，将有利于大学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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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服务事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得到更好的施展空间。概言之，只有满足大学生对社会生

活的适应和需求，结合大学生心理和行为的社会性特征，力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达到一定的平衡，才能

为社会发展培育所需的高素质人才梯队。个人和社会的成长是国家、社会发展的一部分，要在强大、稳

健的物质文明基础上，探索出合理、灵活的大学生志愿服务激励机制，在尊重大学生的合理利己动机的

同时，使大学生在奉献中体验志愿服务所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最终实现大学生志愿精神的

高质量培育工作。 
首先，有研究者指出在引导志愿服务方面，各种物质的和统一的激励措施比有目的的，尤其是利他

目的的激励措施重要的多[7]。当然，志愿服务的金钱奖励要低于社会一般报酬。对于大学生而言，除了

金钱报酬的奖励之外，他们更看重的可能是志愿服务这份独特的经历体验。比如 2022 年冬奥会的志愿者

在采访中表示，“在本次冬奥会之前他们接受了残疾人服务礼仪、基本助残技能等相关培训”，还有的

志愿者表示“志愿服务是一个完善自我的过程，在此之中他们丰富了社会阅历，拓宽了认知视界，明晰

了未来的职业规划”[9]。其次，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有助于落实大学生志愿服务规范化、制度化发展。

这不仅是为大学生打造积极志愿服务氛围的要求，也是促使志愿服务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我国志愿服

务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能够为大学生提供安全、和谐的外部环境，积极、开明的制度条例，扎

实、深厚的现实保障以及良好的舆论导向，这些都将成为大学生投身志愿服务的外部动力。最后，建立

科学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大学生志愿服务常态化发展。三月是我国志愿服务月，但是志愿服务事业不能止

于“三月来，四月走”的现状。高校要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志愿服务，增强其情感认同，引导大学生用

社会实践对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创新、转换，坚定、强化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内在驱动力，最终实现

大学生志愿精神新境界的攀升。 

4. “己他两利”的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引导及培育路径 

引导、培育大学生志愿精神，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结合高校德育工作的实际情况，

从大学生自身发展规律出发，助力大学生以奉献精神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中。此外，引导、培育大学生志

愿精神，更应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助人为乐、乐善好施、积善成德等优秀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中有

益于志愿服务发展的养分播撒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田野上，这些传承至今、历久弥新的思想、

文化中均蕴含着培育、引导青年志愿精神的古朴智慧。因此，我们既要提出具有深厚理论意蕴的对策，

又要保证对策的切实可行性，扎根于理论与现实，汇聚各方力量，全面系统性地推进、重点性地突破。

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社会、高校和个人三个层面。 

4.1. 社会层面：打造乐施向善氛围 培育助人爱人风尚 

就社会层面而言，需要形成全社会投身志愿服务行动的氛围，为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培育工作构建

良好的外部环境。其一，引导社会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正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身处积极、

向上的社会舆论中的个体，更有意向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反之，则会阻碍志愿服务的发展。不仅如此，

网络舆论在信息化时代对人们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得到关注。尤其是对于心理发展尚不成熟的大学生而言，

他们难以分辨信息真假，非理性情绪易被“有心之人”利用。因此，要加强构建主流意识的传播平台，

加强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引导乐施向善风尚，为高校开展育人工作提供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其二，

完善志愿服务相关制度环境。社会团体或机构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时，可以吸纳大学生，组成具有地方

特色的、代表当地文化的大学生志愿服务团队。规范志愿服务活动的程序，设置适当的奖惩机制，可以

保障志愿服务活动的顺利开展。良好的制度环境，既考虑到大学生“学分”、“社会实践活动时长”等

客观需要，又要照顾到大学生精神方面的主观需要和个人能力的提升要求，有利于“己他两利”两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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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平衡。此外，还应保障志愿者的合法权利，比如应为志愿服务行动建立相应的安全保障和设计应急

情况预案等，保障志愿者的基本人身安全。其三，提倡“小我融入大我”的精神环境。志愿服务从来不

是一蹴而就的，应当在社会层面通过培育集体主义价值观念，使满足了自身需求、有余力的个体在集体

观念下融入到大志愿、大服务的环境中。这种环境能更有利于双向利他的实现。因为当个人向集体提供

志愿服务时，集体也同时能够为个体提供良好的条件，最终实现“己他两利”相统一的志愿服务逻辑。 

4.2. 高校层面：构建精神共振平台 打造新颖教学模式 

就高校层面而言，需要完善高校学科教学体系，形成从教师、教材、课堂到社会，以及从理论到实

践的全面德育模式。立德树人、以德为根，高校思政课就是培根健魄的重要抓手。作为培育大学生志愿

精神的主要依托，思政课在于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将个人命运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

联系在一起”[8]。虽然思政课不像其它学科一样，可以通过学科成绩的检测了解到大学生的真实发展水

平，但是，我们可以打造一种新颖的教学模式，从学生被动听讲，变成积极主动地对外界进行探索。从

“知、情、意、行”四个角度，构建大学生与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发展引起精神共振的平台，以引

导大学生思想动态。比如，思政课要对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进行讲授，可以首先带领学生了解志愿精神

的概念、内涵、意义等，这有利于增加学生对我国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新动态、新进展的总体认识。其

次，加深情感号召，利用优秀志愿者等榜样人物的事例，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巩固学生对志愿精神的

认可和情感上的认同，形成将内在冲动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关键桥梁。再次，在大学生明晰认知、增进情

感认同后，应该适时提出问题，引发学生的讨论和思考，并及时帮助学生解决问题，进行思维的疏导。

由于部分大学生常常会背上志愿服务与利己因素不可得兼的道德包袱，这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此时，对学生进行思维和感情上的疏导，有助于学生构建新的思维模式和思维习惯，有利于提高其志愿

服务活动的参加意愿。最后，整合各方资源，开展丰富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相应的认知、

情感，进而加深对志愿服务活动的理解和认同，端正动机，自觉投身实践。 
此外，思想政治教育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形成互为补充、互相配合的格局，同样是完善思政学科教

学体系不可回避的重要一环。蔡克勇和冯向东认为，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二者分别关注人才培育的两个

角度，前者重视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普遍性问题，而后者强调培养和发展人才的个性，即人才的特殊性[10]。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说，生动活泼的第二课堂能够补充第一课堂缺乏实践性的不足，而志愿服务活

动就是第二课堂中学生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重要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第二课堂的开设，在理论层面能

够融合多学科知识，丰富学生看问题的角度，打开学生的知识面和知识容量；在实践层面能够培养学生

沟通合作、创新创造的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对于志愿服务活动来说，第一课堂能够让大学生从

认知、态度、情感方面接受志愿精神相关理论教育，第二课堂能够培养大学生的兴趣，促进学生主动寻

找并参与能够满足自身心理发展需要的活动。因此，在完善教学体系的过程中，不论是教学目标还是育

人效果，需要打通思想政治教育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充分兼顾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教育层次，

真正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育人效能。 

4.3. 个体层面：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 积极投身志愿服务 

拥有清晰、正确的价值判断是个人在情感层面产生认同感、做出道德行为的前提条件。大学生既是

受教育的主体，也是志愿服务行动的主体，是最具有活动和行动力的青年。通过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

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自觉抵制西方不良社会思潮的危害，有利于大学生积极地投身

到志愿服务当中，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少年强则中国强的美好愿景而接续奋斗。当今

是信息时代，互联网是信息传递、传播的重要工具，向新时代大学生提供便捷的沟通途径的同时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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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高的道德要求。作为互联网的主要使用者，新时代的大学生应规范个人行为，甄别、筛选各种网络

信息，不散播、不传递不实信息，自觉守护清朗的网络环境。大学生志愿者更应变被动为主动，充分利

用互联网网站、社交媒体、广告投放等新颖的宣传方式，实现大学生志愿服务品牌化建设，推动形成具

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生志愿精神合力，打造一支符合社会发展和人民需要的青年学生志愿队。 

5. 结语 

综上所述，不论利他还是利己，在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中，二者应实现和谐统一，并且最终都应指

向利他主义[11]。我们应充分尊重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的多样性，形成崇德向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风尚，为培育大学生志愿精神创造更好的条件。在大学生志愿精神的培育中，我们要充分发挥高校思政

课对大学生的引导作用，突破传统思政教育的局限性，打造新颖的教学体系，丰富教学手段和方法，让

大学生在领悟扎实的理论基础上，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奉献中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

统一。同时，从社会、高校和个体三个层面引导“己他两利”的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并提出科学有效

的志愿精神培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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