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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编制大学生志愿心理量表并探讨互助场景和志愿心理对大学生志愿行为的影响。研究1a对18名被试进行

访谈，发现志愿心理由内外资源、行为倾向、性格因素和精神认知四个因素构成。研究1b编制大学生志

愿心理量表，对611名大学生进行施测，发现四因素结构有良好的拟合指数，信度和效度良好。研究二

采用2 (志愿组别：高、低) × 2 (干预：前、后) × 3 (互助场景：专业人士、普通人士、受灾群众)混合实

验设计，以不同互助场景图片对288名被试进行施测，发现在高、低志愿心理水平下，干预前得分均显

著高于干预后得分，但低志愿心理水平组的效应大于高志愿心理水平组。结果表明大学生志愿心理量表

各项指标均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可作为未来研究的工具。观看现实生活中带有风险因素的互助图片会

降低大学生的志愿行为，可通过增加志愿服务教育提高大学生的志愿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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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resent study was to us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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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 a scale of college student’s voluntary psychology and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mutual assistance scenes and voluntary psychology on college students’ voluntary behaviors. 
Study 1a: 18 subjects were interviewed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oluntary psychology consisted of four factors, which wer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behavioral tendencies, personality factors and spiritual cognition. Study 1b: The Undergraduate 
Voluntary Psychology Scale was compiled and 611 college students were tes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structure of four factors of voluntary psychology had a good fit index; 2) The 
scale had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Study 2: The 2 (voluntary psychology: high vs low) × 2 (in-
tervention: before vs after) × 3 (mutual assistance scene: Professionals vs ordinary people vs dis-
aster victims) mixed experimental design was used, 288 subjects were tested with the Undergra-
duate Voluntary Psychology Scale and they were showed pictures of different mutual assistance 
scenes. The voluntary behaviors were tested by ques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nder the 
high level of voluntary psychology, the score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after the intervention; In the low voluntary psychological level, the score before inter-
vention was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after intervention, but the effect was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high voluntary psychological level group.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Undergraduate 
Voluntary Psychology Scale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sychometrics and can be used as a tool for 
future research. Watching mutual assistance pictures with risk factors in real life will reduce the 
voluntary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can improve the voluntary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by increasing voluntary servic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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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志愿行为一直是一个被广泛关注的话题，不同的研究者对其有不同的定义。Snyder 和 Omoto (2008)
认为，志愿行为是指在组织背景下，个体自由选择和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帮助活动，这种帮助活动具有长

期性和无偿性。刘凤芹，卢玮静和张秀兰(2015)将志愿行为界定为个体非义务的、自愿性地无偿帮助其他

人、群体或机构的组织化行为。本研究认为，志愿行为是个体主动、无偿、长期地向他人提供帮助的亲

社会组织化行为。 
志愿服务作为一项崇高的社会性事业，在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建设和社会灾难治理等方面都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就目前来看，青年大学生已成为志愿服务群体中不可忽视的一股重要力量，尤其在社

会保障、社区服务、救援抢险、大型活动、扶贫开发等方面(安国启，曹凯，2002)。志愿服务的行为不仅

能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还能增强个体的应对能力、提高生活满意度(石伟，李林，2010)。 
影响志愿行为的因素主要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类。其中内部因素包括志愿动机、人格等。志愿动机是

指激发、维持个体志愿行为的内在心理动力(Clary et al., 1998)。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个体有生理需

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志愿行为能够满足个体自我实现的

需要。陈静静和冯浩(2021)的研究证实：志愿动机的利他取向与志愿行为活跃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志愿动

机是个体的内在心理过程，志愿行为是此内在过程的外在表现，志愿动机能够激发个体志愿行为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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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义认为，人们只有在志愿活动的属性符合他们动机的时候才会选择此志愿活动，做出志愿行为(李
林，石伟，2010)。根据特质理论，人格特质会影响个体做出志愿行为。大五人格与志愿行为存在着紧密

的关系，其中宜人性对志愿行为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外倾型在亲社会动机与志愿行为中起着中介作用，

即亲社会动机通过外倾型对志愿行为产生显著影响(Carlo et al., 2005)。Erez 等人(2008)分析后得出结论：

在“安全型、焦虑型、回避型”三种依恋类型中，高回避型依恋对志愿行为具有直接抑制作用，其志愿

行为发生率最低；在利己动机的驱动下，高焦虑型依恋者才会从事志愿行为。 
外部因素包含风险因素、助人场景等。情境中的风险因素会影响个体的助人行为。Fischer 等人(2011)

的研究表明：如果个体所处情境的风险很大，即个体需要付出的代价越高，个体的助人行为将会减少。

如果情况特别紧急且存在旁观者时个体从事助人行为的可能性会降低(Hortensius, Schutter, & Gelder, 
2016)。此外，消费场景的不同会影响个体所做出的购物决策。同样，不同的互助场景也可能会影响个体

志愿行为的决策。个体在识别不同志愿场景图片时产生不同的决策想法，最终将影响其志愿行为的实施

(黄敏学，王薇，2019)。 
另外，规范信念是个体的一种预期，即个体产生某个行为时，他人对该行为认可与否的一种预期。

也就是说普通群众的救助相较于专业人士和受灾群众的救助而言，对灾区的救援更不符合个体的预期，

那么对个体的影响程度更高。共情–利他假说提出，他人处于困境会引发旁观者产生心软、同情和怜悯

等情绪，个体对这一情绪体验越强烈，就越想帮助他人脱离困难情境，采取助人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

且高志愿心理水平的个体对受灾群众的同情心高于低志愿水平的个体。 
综上，以往研究提出的人格特质并不能与志愿服务完全契合，用现有的人格特质量表去预测志愿行为

也缺乏针对性。因此本研究提出志愿心理这一概念，即与志愿服务直接相关的人格特质。研究 1a 采用质性

研究方法，通过线上向被试提问的方式，使用 Nvivo11.0 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初步探索志愿心理结

构的因素构成。研究 1b 采用量化研究方法，基于研究 1a 的四个因素编制大学生志愿心理量表，通过探索

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志愿心理因素结构间的合理性，为后续研究提供有效的测量工具。 
其次，当前对志愿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从内部或者外部的单一方面进行，而没有考虑内外部共同

因素对志愿行为的交互作用。因此，本研究在探寻志愿心理的因素构成后，研究 2 采用 2 (志愿组别：高、

低) × 2 (干预：前、后) × 3 (互助场景：专业人士、普通人士、受灾群众)的混合实验设计，采用大学生心

理志愿量表与不同助人情景图片作为研究材料，探究互助场景(外部因素)与志愿心理水平(内部人格因素)
对当代大学生志愿行为的影响，进一步从实验角度证明大学生志愿心理量表的有效性。 

根据共情–利他假说和规范信念，高志愿水平大学生的内部资源本身较高。因此本研究假设：观看

不同带有风险因素的助人场景图片对高志愿心理水平大学生的志愿行为影响不显著。低志愿心理水平大

学生内部资源相对较低，相较于另外两种带有风险因素的救助场景图片，观看普通人士救助场景图片导

致志愿行为更少。 

2. 研究 1a 

2.1. 研究目的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初步探索志愿心理结构的因素构成。 

2.2. 研究方法 

2.2.1. 被试 
选取访谈对象 18名(男 7名)，平均年龄为 23.94 ± 4.80岁，其中本科学历占 55.6%，硕士学历占 38.9%，

博士学历占 5%。本研究的样本数量符合不少于 12 人的要求(Lincoln & Guba,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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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访谈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和研究小组讨论，确定访谈提纲：1) 提及志愿者，你会联想到什么词语(至少三个)？

哪一个最重要？2) 你觉得为什么有的人志愿心理水平高，主动去做志愿者？3) 你觉得为什么有的人志愿

心理水平低，很少去做志愿者？4) 你觉得自己是志愿心理水平高的人吗？为什么这么觉得？5) 你身边有

志愿心理水平高的人吗？如果有，他们有什么特征？ 
本次访谈均采用线上形式，由研究小组成员通过微信向被试询问问题，并将被试的回答进行整合，

形成正式的访谈资料，每次访谈持续 8~10 分钟不等。 

2.2.3. 资料整理 
采用 Nvivo11.0 质性分析软件对访谈材料进行分析。依据扎根理论(Strauss & Corbin, 1990)对质性研

究的分析步骤，研究小组成员对原始访谈材料的编码和理论建模不断进行思考和整理，形成三个层次的

编码：1) 开放式编码，将原始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比较，实现原始材料的概念化；2) 关联式编码，分

析和建立概念之间的关系，根据因果关系、情境关系等将开放式编码进行合并；3) 核心式编码，将关联

式编码进行合并，建立树状节点，随后研究人员反复进行验证和修订，构建理论模型。 

2.3. 研究结果 

在开放式编码阶段，产生 33 个码点，144 个参考点；通过分析合并，关联式编码形成 9 个更为精炼

的码号；最后通过核心式编码形成 4 个树状节点，分别是内外资源、行为倾向、性格因素和精神认知(以
行为倾向为例见表 1)。 
 
Table 1. Open coding, relevance coding and core coding of behavior tendency (part) 
表 1. 行为倾向的开放式编码、关联式编码和核心式编码(部分) 

核心式编码 关联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 参考点 原始资料 

行为倾向 
志愿了解 

志愿平台 2 学院有很多志愿平台。 
不清楚如何参加 1 不知道怎么参与志愿活动。 
缺乏主动性 13 不会主动通过志愿活动帮助他人。 

志愿能力 
做事效率 3 平时做事效率高。 
能够吃苦 1 吃苦耐劳。 

3. 研究 1b 

3.1. 研究目的 

基于研究 1a 编制的量表，进一步采用量化分析方法，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

志愿心理四因素结构的合理性，为后续研究提供有效的测量工具。 

3.2. 研究方法 

3.2.1. 被试 
采用问卷网平台收集 631 名被试，剔除 20 名未认真作答的被试后剩余 611 份样本数据，问卷有效回

收率为 96.8%。将被试随机分成两部分。样本一(共 300 人，男 105 人，M = 23.33 岁，SD = 5.54)用于探

索性因子分析。样本二(共 311 人，男 108 人，M = 22.87 岁，SD = 5.25)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 

3.2.2. 问卷编制 
研究小组成员将研究 1a 中的开放式编码内容编制成包含 44 个项目的初始问卷，分为内外资源(5 题)、

行为倾向(16 题)、性格因素(13 题)和精神认知(10 题)四个维度。问卷采用 5 点计分，1 表示“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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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表示“非常同意”。 

3.2.3. 研究程序 
被试的数据均通过问卷网收集。 

3.3. 研究结果 

3.3.1. 探索性因子分析 
对样本一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显示：χ2 = 4471.84 (p < 0.001)，KMO = 

0.93，说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差极大正交旋转的方法，剔除交叉负荷小于 0.4 的项目，最后剩余 28 个项目，累

计解释总方差 58.58%，具体的因子负荷见表 2。 
 
Table 2.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表 2. 探索性因子分析 

F1 (内外资源) F2 (行为倾向) F3 (性格因素) F4 (精神认知) 

项目 负荷 项目 负荷 项目 负荷 项目 负荷 

2 0.72 6 0.68 22 0.63 34 0.56 

3 0.67 7 0.74 27 0.70 35 0.67 

4 0.56 8 0.71 28 0.67 36 0.64 

  9 0.74 29 0.68 39 072 

  10 0.79   40 0.60 

  11 0.84   41 0.67 

  12 0.82   42 0.75 

  13 0.81   43 0.69 

  14 0.84     

  17 0.76     

  18 0.75     

  19 0.75     

  21 0.61     

特征值 1.13  8.44  1.49  5.34 

解释率 4.03%  30.16%  5.31%  19.08% 

 
四个因子分别命名为 F1 内外资源、F2 行为倾向、F3 性格因素、F4 精神认知。内外部资源定义为个

体所拥有的内部和外部资源，如经济收入、社交范围；行为倾向是个体自愿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如主

动了解志愿活动；性格因素是个体在自身态度和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如谦虚、善良；精神认

知是指个体对自己行为的理解和对自我角色的认识，如精神提升、贡献社会等。 
量表四个维度得分之间的相关以及和量表总分之间的相关情况见表 3。 

3.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对样本二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删除语义较为重复的 2 道题和因子负荷小于 0.5 的 4 个题目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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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剩余 22 个项目。结果发现志愿心理的四因素结构拟合较好(χ2/df = 2.49, RMSEA = 0.069, 95% CI = [0.06, 
0.08], CFI = 0.92, TLI = 0.91, SRMR = 0.063)。 
 

Table 3. Correlation matrix of college students’ voluntary psychology scale 
表 3. 大学生志愿心理量表相关矩阵 

 总量表 F1 F2 F3 

F1 内外资源 0.16** –   

F2 行为倾向 0.88** 0.21** –  

F3 性格因素 0.43** 0.44** 0.05* – 

F4 精神认知 0.65** 0.41** 0.26** 0.58** 

注：***p < 0.001，**p < 0.01，*p < 0.05，下同。 
 

志愿心理四因素模型见图 1，每个项目在相应的因素上的负荷值在 0.63~0.88 之间，说明所测项目对

所隶属的因素的解释率较大。 
 

 
Figure 1.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voluntary psychology 
图 1. 大学生志愿心理验证性因子分析 

3.3.3. 信度分析 
志愿心理总量表和内外资源、行为倾向、性格因素和精神认知各分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8、0.79、0.93、0.75 和 0.60，说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良好。 

4. 研究二 

4.1. 研究目的 

探讨互助场景和不同的志愿心理水平对大学生志愿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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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研究方法 

4.2.1. 被试 
采用研究一编制的《大学生志愿心理量表》筛选高、低志愿心理水平的大学生，将于问卷网上招募

的大学生志愿心理得分从高到低排列，选取量表总分前 27%的被试作为高志愿心理组(n = 144)，后 27%
作为低志愿心理组(n = 144)。其中高志愿心理组的平均得分为 102.12 ± 3.82；低志愿心理组的平均得分为

68.39 ± 4.76。最终的样本数据为 288 名大学生，其中男 113 人，平均年龄为 21.81 ± 2.82 岁。 

4.2.2. 实验设计 
采用 2 (志愿组别：高、低) × 2 (干预：前、后) × 3 (互助场景：专业人士、普通人士、受灾群众)

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志愿组别和互助场景为被试间因素，干预为被试内因素，因变量为大学生的志

愿行为。 

4.2.3. 实验材料 
1) 大学生志愿心理量表 
采用研究一编制的《大学生志愿心理量表》测量大学生的志愿心理水平，该量表共 22 个项目，包括

内外资源、行为倾向、性格因素和精神认知四个维度，5 点计分，1 表示“非常不同意”，5 表示“非常

同意”。本研究中四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80、0.95、0.86 和 0.93，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结构效度良好(χ2/df = 2.02, RMSEA = 0.06, 95% CI = [0.05, 0.07], CFI = 
0.96, TLI = 0.95, SRMR = 0.04)。 

2) 互助图片 
9 张在河南暴雨中体现互助的图片均选自互联网，包含专业人士、普通人士和受灾群众各 3 张，使

用 Photoshop 21.02 软件调整图片大小，所有图片像素均为 600 × 390，问卷背景为白色。 
3) 志愿行为 
自编大学生志愿行为题目“你是否愿意参加志愿者活动为受灾人民提供帮助？”，两点计分，此测

量方式得到以往研究的支持。 

4.2.4. 实验流程 
问卷在问卷网上进行招募，首先被试阅读指导语，随后回答问卷中个人基本信息和量表，之后观看

三张同一类型的互助图片并回答剩余的所有问题，所有被试均在一天内完成。 

4.3. 研究结果 

4.3.1. 大学生志愿行为描述统计 
对大学生当前的志愿行为进行调查，详见表 4。可见，非常愿意或一般愿意为受灾群众提供帮助，

继续参加志愿意愿的大学生占比 84%~88%。88.9%的大学生家人或朋友参加过志愿者活动，且 61.5%的

大学生参加志愿者活动受周围朋友和家人的影响很大，63.5%的大学生受周围志愿者态度的影响很大。

47.9%的大学生每周参加志愿活动时长为 1~10 小时，每周 11~12 小时占比 33.7%，12.8%的大学生每周参

与志愿时长达 21~30 小时，5.6%大学生的志愿活动时间达 30 小时以上/周。此外，大学生一年参加 1~3
次志愿活动占比 70.8%。有 87.8%的大学生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志愿服务，75.0%的大学生主动寻找过志愿

服务的对象，86.8%的大学生和朋友一起参加过志愿活动。 
大学生参加的志愿活动类别及参加意愿详见表 5。其次，81.3%的大学生接受过志愿服务的教育，85.4%

的大学生愿意接受志愿服务的相关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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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voluntary behaviors (%) 
表 4. 大学生志愿行为描述统计(%) 

项目 非常不愿意 一般不愿意 不清楚 一般愿意 非常愿意 

提供帮助 1.4 3.1 7.3 25.7 62.5 

继续参加志愿服务 1.0 2.4 12.2 26.7 57.6 

周围志愿者的态度 1.4 2.1 12.8 42.7 41.0 

 
Table 5. Types of college students’ voluntary activities and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 
表 5. 大学生志愿活动类别及参加意愿(%) 

参与志愿活动类别 参加过 参与意愿 
(是) 志愿服务途径 是否获得 

(是) 

养老院帮扶 55.9 44.4 学校宣传 74.3 

贫困助学募捐 52.1 44.1 亲友告知 41.0 

助残 32.6 31.3 网络 APP 60.1 

弱势群体关注宣传 36.1 41.3 电视宣传 30.9 

救灾抢险 27.1 34.0 社区宣传 46.5 

环境保护 51.7 52.4 其他 2.8 

技术服务 18.8 26.0   

社会文体活动 38.5 36.8   

4.3.2. 大学生志愿心理水平的影响因素 
为了考察大学生志愿心理水平的影响因素，以性别、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以及是否接受过志愿服

务教育活动为自变量，大学生高低志愿心理水平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逻辑回归(表 6)，探究上述变量对志愿

心理水平的预测效果。本研究将高志愿心理水平定义为多元逻辑回归中的参照组。多元逻辑回归发现，

相较于高志愿心理水平的大学生，男生成为低志愿心理水平组的可能性是女生的 2.48 倍；未接受志愿服

务教育的大学生成为低志愿心理水平组的可能性是接受过志愿服务教育大学生的 4.55 倍，也就是说，接

受志愿服务教育程度越低，越容易成为低志愿心理水平组。 
 
Table 6.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voluntary psychological level 
表 6. 大学生志愿心理水平影响因素的多元逻辑回归分析 

模式 变量 B SE Wald df p odd ratio 
95% CI 

LL UL 

低志愿心理 
性别 0.91 0.27 11.48 1 0.001 2.48 1.47 4.19 

志愿服务教育 −1.52 0.36 17.93 1 <0.001 0.22 0.11 0.44 

注：R2 = 0.11 (cox & snell)，0.14 (nagelkerke)，χ2 (8) = 32.13，p < 0.001；性别以女为参照组，志愿服务教育以未接受

教育为参照组。 

4.3.3. 互助场景和志愿心理对志愿行为的影响 
以“你是否愿意参加志愿者活动为受灾人民提供帮助”为因变量，发现互助场景、干预和志愿心理

三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p > 0.05)。干预和志愿心理水平的交互作用显著(F(1, 282) = 12.01, p < 0.001, η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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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高志愿心理水平下，干预前得分(M = 4.92, SD = 0.72)显著高于干预后(M = 
4.65, SD = 1.08, F(1, 282) = 8.41, p = 0.004, η2 = 0.03)。在低志愿心理水平下，干预前得分(M = 3.98, SD = 0.72)
亦显著高于干预后(M = 3.18, SD = 1.08, F(1, 282) = 68.29, p < 0.001, η2 = 0.20)。其他交互作用不显著。 

干预主效应显著(F(1, 282) = 62.31, p < 0.001, η2 = 0.18)。Bonferroni 事后检验表明干预前得分(M = 4.45, 
SD = 0.71)显著高于干预后(M = 3.91, SD = 1.01, p < 0.001)。志愿心理水平主效应显著(F(1, 282) = 206.72, p < 
0.001, η2 = 0.42)。Bonferroni 事后检验表明高志愿心理水平的得分(M = 4.79, SD = 0.70)显著高于低志愿心

理水平(M = 3.58, SD = 0.70, p < 0.001)。 

5. 讨论 

5.1. 关于大学生志愿心理模型及其含义分析 

志愿心理是与志愿服务直接相关的人格特质。本研究以对 18 名高校学生的访谈结果为来源，将大学

生志愿心理的维度划分为：内外资源、行为倾向、性格因素以及精神认知。然后从访谈记录中抽出具有

比较典型的意义陈述，用量表语言加以表述形成 44 个初始项目。初测后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最终确定

量表的四个维度，即内外资源、行为倾向、性格因素以及精神认知，共 22 个项目，作为大学生志愿心理

正式问卷。通过量表信度检验，数据显示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经过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数证明大

学生志愿精神量表结构效度较好。 
1) 内外资源 
内外资源是指个体所拥有的内部和外部资源，主要涉及大学生志愿者在组织开展志愿活动时，能否

有效的搜集信息和资源，以及在遇到困难时能否迅速找到可以提供帮助的对象(吕鹏飞，2015)。大学生志

愿者在志愿活动的过程中，通常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阻碍，如果他们能够利用自身知识经验，充分调动周

边资源，这将对任务的完成产生积极影响。 
2) 行为倾向 
行为倾向是个体想要实施某一行为的内心准备状态，并不等同于行为。它可以体现出个体想要从事

某种行为的主观机率。Fishbein 和 Ajzen (1972)认为行为倾向与行为之间有着很强的关系。个体的行为倾

向越强，越容易付出实际行动。这一论断在之后学者们的大量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王昱，2014)。因此，

我们可以将行为倾向作为实际行为的预测指标。 
3) 性格因素 
性格因素是个体在自身态度和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如谦虚、善良。拥有这些特点的志愿

者情感联结能力较强，通常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愿意诚以待人，能够在良好的团队氛围下进行志愿工作。 
4) 精神认知 
精神认知是指个体对自己行为的理解和对自我角色的认识，包括志愿者的角色、志愿精神内涵的理

解等。认知是行为倾向的基础，缺乏正确的志愿精神认知，大学生志愿服务行为就容易盲目(卓高生，2016)。
大学生志愿者只有深刻领会到志愿服务工作的价值所在，才能够坚定从事志愿工作的信念。 

5.2. 大学生志愿行为调查现状 

实验二通过对大学生当前的志愿行为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对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具有较强的意

愿。大部分学生有过参与志愿活动的经历，并表现出自觉自愿、积极主动的特点，但仍有 12.2%的大学

生没有参加过志愿活动，因此对于高校大学生群体，仍有必要针对志愿服务的意义与价值展开宣传教育，

引导大学生广泛参与志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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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学校宣传与网络 APP。由此可见学校和互联网在促进

大学生志愿行为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目前高校的团组织是志愿服务最重要的组织主体，发挥了宣传、

动员、指导、资源协调等多方面的作用(黄莉培，2020)。因此，团组织应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和影响力，采

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志愿活动的宣传力度，做好对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方面的组织与指导

工作。 
大学生的志愿行为会受到周边榜样的影响。当身边的朋友积极参与志愿活动，会给个体树立一个榜

样和典范，激励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志愿活动中。在大学校园里，这种朋辈之间的榜样影响是比较广泛

和普遍的(吴翠萍，2012)。因此，学校应注重对社会志愿服务模范的榜样宣传，激发学生参与志愿活动的

积极性。 

5.3. 互助场景和志愿心理对志愿行为的影响 

实验二结果显示，无论大学生的志愿心理水平如何，在观看图片后被试的助人意向均出现显著下降，

这与我们的假设不一致。出现该结果可能是由于图片材料的特殊性，即所呈现的图片均为危险情境。根

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安全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之一，当个体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就会出现

自我保护的行为。因此当个体通过图片意识到该情境的危险性，有可能不利于自身安全，就会产生利己

动机，进而引发自利行为，即降低助人意愿(孙伟，2016)。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高志愿心理水平的被试助

人意愿也出现了下降，但他们的助人意愿平均分值依然较高，说明即使意识到志愿服务的危险性，他们

仍然愿意投入其中。 
除此以外，本研究发现互助场景的类型对大学生志愿行为没有影响。该结果的出现可能是因为个体

在观看互助图片时出现了注意偏向。人们往往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快速选择出有价值的信息(杨蕙菁，

2020)。当环境中出现危险刺激时，个体往往能够快速捕捉信息并做出反应(范玲霞等，2014)。因此当被

试在观察互助图片时，可能更多的关注图片中的消极信息，如洪水、暴雨、灾民，而忽略了助人者的身份。 

6. 提升志愿心理和行为的建议 

本研究发现，接受志愿服务相关教育的人成为低志愿心理个体的可能性极低，没有接受过志愿服务

教育的个体很容易成为低志愿心理个体。其次，个体观看相关互助情境图片之后会导致其志愿行为意愿

水平的降低，根据上述结果，提出以下具体的建议： 
第一、本研究中编写的《大学生志愿心理量表》能够有效区分高、低志愿心理水平的大学生，根据

每位大学生志愿心理水平的程度作有针对性的干预和培养。 
第二、重视志愿服务教育对志愿心理培养的现实意义。大学生接受志愿服务教育直接影响他们的志

愿行为，那么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志愿服务教育成为了学校、社会和家庭的共同任务。学校可以增加志愿

服务相关的教育培训，树立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的风气，进而有效干预学生的志愿心理发展水平，减少其

成为低志愿水平个体的可能性。 
第三、对呈现在大众视野中的志愿行为相关信息进行过滤。本研究发现当给个体呈现具有风险性或

危机性的志愿情境图片时，会导致个体志愿行为降低，因此我们提出具有现实意义的建议：在微博、新

闻等公开报道中应尽量减少播送具有危机性内容的情景图片，以防止个体志愿行为的降低。 

7. 结论 

1) 大学生志愿心理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良好，各项指标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可用于未来的研究。 
2) 观看带有具有风险因素的互助图片会降低大学生志愿行为，相较于高志愿心理水平的大学生而言，

低志愿心理水平大学生的志愿行为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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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大学生志愿心理量表 
1) 我的社交范围比较广。 
2) 我的沟通能力很强。 
3) 我认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种物质的回馈。 
4) 我比较顾及自身的利益。 
5) 我从未主动了解过做志愿者活动。 
6) 我认为别人的事与我无关，不需要我去当志愿者。 
7) 做志愿者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8) 我认为自己做志愿活动会半途而废，坚持不到最后。 
9) 我认为做志愿活动是不轻松的，所以我一般不会去做。 

10) 我的工作或学习很忙导致没有时间参加志愿活动。 
11) 参加志愿活动会影响我的正常生活。 
12) 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去做志愿者。 
13) 我经常关爱身边的人。 
14) 我认为我是善良的。 
15) 我觉得我是很好的人。 
16) 我希望能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17) 我热爱我的国家。 
18) 我认为做志愿者可以充实我的精神世界。 
19) 我做志愿者的目的是回报他人，传递温暖。 
20) 通过做志愿活动可以结识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 
21) 我认为做志愿活动可以积累社会实践经历。 
22) 做志愿者可以锻炼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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