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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场体育赛事是否能顺利举行，与志愿者服务密不可分，在一场赛事中志愿者是否可以有序高效地完成

其相关的志愿者工作内容，有利于保障赛事的正常进行和高质量的完成，但是如果志愿者服务在工作的

过程中，工作态度消极散漫，甚至中途退出，则会很大程度上影响赛事的顺利进行，因此对于体育赛事

志愿服务进行研究，尤其是对志愿者参与动机进行分析，检验志愿者的参与动机，能够对未来体育赛事

志愿者动机招募以及组织管理工作提供经验和借鉴。本文运用调查问卷法，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等

研究方法分析本届十四运曲棍球项目志愿者服务活动的参与动机现状。并分析影响动机的因素，提出志

愿者对本次志愿工作的建议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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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ther a sports event can be held smoothly is closely related to volunteer service. Whether vo-
lunteers can finish their related volunteer work in an event in an orderly and efficient manner is 
conducive to ensuring the normal and high-quality completion of the event. However, if volunteer 
service is in the process of work, its attitude is negative and lax, or even it quits halfway, which 
will greatly affect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he ev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volunteer 
service of sports events. Especially, analyzing and testing the motivation of volunteers’ participa-
tion can provide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recruitment,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volunteers’ motivation in future sports event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literature 
review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participation mo-
tivation of volunteer service activities in the 14th National Hockey Games. And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motivation,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r opinions of volunteers on this voluntee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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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21 年九月，西安体育学院承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运会，比赛圆满成功，得到了社会大

众广泛认可。志愿者“小秦宝”作为本次十四运曲棍球项目重大体育赛事文化的传播因子参与其中，西

安体育学院将延续体育赛事传播文化的传奇，秉承全民全运，齐心协力的奉献理念。习近平来陕做出了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将在陕西举办，要做好承办工作，办好一届精彩圆满的体育盛会”重要指示，为

筹办工作注入了强大动力、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以来，国内外各种各样的重大赛事

日益增多，这种现象的形成是有利于推进社会体育文化进步的表现，无论是哪种赛事成功举办都需要在

举办的过程中从后勤保障到现场服务给赛事的需要去提供大量的人才资源，所以高校应积极合理鼓励大

学生参与社会志愿者队伍，鼓舞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之中，为此也能够有效地降低赛事运行的费用，

展现出大学生的高水平素质，服从指挥和参与度高的各种优势[1]。本次活动志愿者全部来自于西安各大

高校学生，曲棍球项目志愿者来自西安石油大学，在本次参与的过程中，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得到各

个部门的一致好评，完美地践行了志愿者精神。 
关于对志愿者的定义： 
1) 志愿者对于所做的工作行为不是强迫的； 
2) 志愿者进行的一系列工作是有利于社会公众的福祉； 
3) 志愿者的工作不是一个独立的工作个体。 
综上所述：本次十四运曲棍球项目所选取的志愿者是主动参与并且保证赛事在开始到结束运营期间

组织顺利，做好一系列后勤保障工作，为整个赛事运营提供专门性服务的人，志愿者群体不是强制性的，

是有且进行有利于整个赛事整体服务工作，对参与比赛群体提供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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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目的和意义 

2.1. 研究目的 

根据调查相关志愿者服务动机的文章，并且通过调查问卷，了解本次十四运曲棍球项目志愿者服务

动机的发展情况，纵向对比志愿者活动参与动机和是否建立了志愿者必要保障体系，并且总结归纳本次

志愿者活动参与动机的实际情况与参与的原因进行总结分析，以求能够更加合理的进行探讨志愿者在活

动的过程中遇到棘手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案，预测志愿者在今后大型赛事发展的趋势和制约志愿者服务

高质量发展的动机等系统性因素。 

2.2. 研究意义 

通过对本次大型赛事志愿者服务工作的经验总结，对志愿者参与志愿者的动机进行分析，在今后发

展过程中要制定相关的志愿者发展规划与志愿者激励制度，要形成相应的体系和常规。这些动机激励的

措施在一定的程度上会有利于今后重大赛事志愿者服务的工作开展。 

3. 研究对象和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运曲棍球项目志愿者为研究对象，针对我国承办越来越多重大赛

事现阶段的发展现状，了解志愿者保障体系以及制约因素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分析出志愿者对于重大赛

事活动的参与动机。 

3.2. 研究方法 

3.2.1. 问卷调查法 
1) 问卷设计 
针对本文的研究内容，通过与老师的讨论，并且结合老师的建议，设计了本次的调查问卷。调查问

卷主要以志愿者的基本情况、志愿者的参与动机、志愿者服务保障等方面进行展开分析，结合所涉及的

具体因素，并根据这些因素分别设计相对应的问题。 
2) 问卷发放与回收 
向曲棍球活动志愿者发放问卷 117 份。回收率 100%，有效率 100%。 

3.2.2. 文献资料法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查询知网，图书馆等资料，对本次十四运志愿者动机进行研究。 

3.2.3. 数理统计法 
本文运用了数理统计法对回收问卷进行了统计，为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 

4. 结果与分析 

4.1. 研究结果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和承办国际赛事的实力逐渐增大，从体育大国想体育强国转变，在国际上

体育影响力提升[2]。未来需要承办和参与更多的大型比赛，因此希望能从志愿者参与志愿活动的动机出

发，培养出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志愿者，提升我国志愿者培训的科学性，为国内外体育赛事源源不断的

输送志愿服务的专业人才。志愿者参与实践活动的行为主要是由不同的动机支配的，不同类型的动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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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决定的程度上有所不同，支配着人的行为。可以把动机分为两种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3]： 
内在的动机是指参与这一项活动本身，由于个人可以自由的选择是否参与，因此内在的动机是高度

自觉的[4]。外在动机是指个人为了获得利益，如何获得奖励或者避免惩罚等原因参与的某一项活动[5]。
而对于体育赛事志愿者动机的研究主要是分析志愿者参与志愿活动的原因，这些影响志愿者参与动机的

因素主要包括了内部的因素，也包括了外部的因素。通过调查问卷分析发现，在本次赛事选取的 117 名

志愿者中，年龄阶段比较集中，大学生人数有很大的占比例，研究生少数，这完全符合我国的志愿者服

务来源。我国目前现在体育赛事众多尤其是大型体育赛事的志愿者组织，大多数具有一定的官方色彩。

同时，研究发现志愿者的对于体育赛事的动机是多样性的，其中包括了兴趣爱好、享受工作、利他主义、

人生追求、团队精神、物质奖励、兑现承诺和工作要求，其中个人兴趣爱好和对志愿服务的享受是内在

核心特征，然而并非所有的志愿者行为都是内在动机支撑的。外部动机也是志愿者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

其中在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志愿者有机会与一些同伴进行合作。在体育赛事中，很多志愿者

来自不同的团体。 
可以将本次志愿者服务动机分为以下几种： 

4.1.1. 自我奉献 
通过调查问卷显示，志愿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回报社会，为自己热爱的体育事业贡献自己的

力量。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全民全运，同心同行”，做到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志愿者活动的参

与也会推动社会有益的发展，自己获得过帮助后也会想要通过参与到志愿者众多活动中，回报社会。 

4.1.2. 自我成长动机 
志愿者希望通过志愿服务提升自己的能力，获得周围人的认可。通过志愿活动彰显自己的长处，挖

掘潜力，培养自己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实现自我成长。拓展生活体验，提前进入到社会实践中去体

验社会责任感。曾经多次参与过类似的志愿者活动的志愿者，对于本次志愿者服务的内容也感兴趣。 

4.1.3. 交往动机 
为了从志愿者服务中积攒人脉，认识更多的相同爱好或者对自己有帮助的人，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奠

定基础。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工作，在赛事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扩大自己的交际圈。同伴之间相

互吸引，和周围同伴鼓励一起参与社会实践。 

4.1.4. 认同动机 
经过问卷分析可以得出，大多数的志愿者同学，希望通过志愿服务得到他人认可或者社会认同。 

4.1.5. 自我满足动机 
通过参与服务的 在赛事服务中满足自己内心的成就感，以达到娱乐自我的需求。喜欢体育，想在现

场观看比赛，与体育明星近距离接触。 

4.1.6. 报酬动机 
为了在赛事服务后得到相应的志愿者证书或者物质奖励。通过参与活动拿到加分，出国留学，奖学

金，获得荣誉证书，获得一定的经济报酬。 

4.2. 分析 

十四运曲棍球志愿者活动参与动机调查问卷，主要是由 26 个基本问题，4 个核心问题组成，共发放

117 份，回收有效问卷 117 份。 
男生 42 人，女生 7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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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本次活动志愿者服务的基本情况分析 
问卷从志愿者的以下几点基本家庭情况做出分析：是否独生子女；学历；是否从事相关体育工作；

家庭月收入；户口类型；之前是否参与过志愿者服务工作；参加志愿者服务工作的类型；通过哪些渠道

了解到志愿者信息；是否了解曲棍球项目这些基本问题展开调查。结果表明：本次选取的志愿者均是西

安石油大学各专业的学生，大多数都是非体育专业学生。志愿者在本次全运会之前均参与过 1~3 次志愿

者活动，还有部分同学参与过 4~6 次，多的可以达到 7 次以上，有一定的志愿者服务工作基础。本次志

愿者多数通过学校组织招募参与，少数同学通过朋友、同学、老师、等通知参与到本次志愿者服务工作

中。在从事曲棍球志愿者服务工作中大多数同学并不了解此项目。 

4.2.2. 参与本次志愿者服务的活动性质及其形式分析 
通过次调查问卷可以了解到本次志愿者参与活动性质是无偿的 ，但是百分之八十学生希望通过参与

本次活动获得相应的奖励，如荣誉证书或者荣誉称号，学校的评奖评优。有部分同学是得到希望社会的

赞许，获得被服务对象的感激。极少数的同学单纯为了完成学校的任务，不求回报。本次志愿者服务的

时间是 8 小时以上，志愿者需要长期在工作休息区域待命。志愿者通常用周末、工作之余及课余时间、

寒暑假、节假日主动参与到志愿者服务之中。志愿者主要通过宣传单，或者招聘广告、学校团委，学生

会，志愿者服务团体、工作单位相关部门、志愿者服务机构或自发志愿者团体、同辈群体(朋友、同学)
及其他志愿者、报纸，电台，电视等媒体，网络、等方式了解到志愿服务的渠道从而参与到志愿者服务

工作中。 

4.2.3. 阻碍参与志愿者服务的因素分析 
以下几种因素会对志愿者主动参与活动有阻碍的影响。时间因素：与个人生活或工作学习相冲突；

经济因素：参加志愿者还要花钱；家庭因素：家人们不支持；朋友因素：朋友们不理解；社会因素：多

数人对于志愿者服务有偏见；法律因素：志愿者服务中涉及的法律责任不清楚，对志愿者权益保障比较

欠缺。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志愿者是否能够主动积极的参与到服务工作中。 

4.2.4. 参与本次活动的类型分析 
本次志愿者活动类型属于国家级，经过调查问卷显示所有参与学生都是自愿到志愿服务工作中，志

愿者都是第一次参与到这样的高级别赛事，通过参与本次赛事的工作丰富自己的经历，提升社会阅历。

本次志愿者服务类型是无偿的，但是志愿者更喜欢参与到有偿的志愿者服务中，志愿者希望在本次无偿

的服务中得到相应的补贴，如一些和志愿者行为相关的开支；在报销的基础上有适当的奖励;报销费用、

有适当的奖励、且在个人经济困难或支出较大时有一些报酬。 

4.2.5. 是否有必要的社会保障分析 
志愿者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比较希望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并且从几个方面保障自己的权益：比较希望

工作的单位签订相关协议，明确志愿者的责任意识和相关的权利；比较希望有对志愿者的管理、监督、

指导；比较希望对志愿者提供相关的培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比较希望能学习服务时出现问题时的

应急制度。有大多数志愿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必须要进行保障：非常有必要对志愿者服务活动提供评

估和奖励；非常有必要提供正式的志愿者服务证明；非常有必要为志愿者提供基本的补贴(如饮食补贴、

交通补贴等)；为志愿者提供安全保障级合适的医疗卫生条件；为志愿者提供人身保险。 

4.2.6. 参与本次活动的主要原因  
经问卷调查显示，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内部动机驱使，内部动机是推动志愿

者参与本次全运会的实践活动的心理动因，也是影响实践活动效果的重要因素。在引导志愿者参与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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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活动前首先了解志愿者参与动机，充分的了解志愿者参与的活动动机，才能针对性的制定相关方案

进行有效的引导，从而更好地提升志愿服务效果，良好的志愿服务参与动机有利于大学生道德素养的提

高，有利于学生步入社会后能够无私奉献回报社会习惯的养成。体育志愿者是以体育运动事务为载体，

志愿者本人自愿贡献个人时间，精力和智慧，在不为物质报酬的前提下为推动人类体育事业的发展，自

愿为体育事业提供服务的人员。 

5. 建议 

通过调查问卷可以得出，良好的参与动机对研究志愿者参与工作的自我奉献和服务态度具有重要的

意义。就参与动机而言，良好的参与动机可以有效地提高志愿者在工作中的效率，使得志愿者参与工作

的心境不同。志愿者参与动机主要有自我奉献、自我成长动机、交往动机、认同动机、自我满足动机六

个方面组成。通过调查问卷得出，长期参与志愿者服务工作，主动参与多种类型的志愿者动机就愈发强

烈，通过参与多次的志愿者服务工作从中获得不同的经验，提升自己能力。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不经

常参与志愿者服务工作的人，自愿动机不强烈，大多数是为了跟自己利益相关。长期参与志愿者活动的

学生，心理调整能力，实际操作能力，意志品质顽强，能够具有乐观开朗积极生活的态度，生活中增强

积极的心境，同时也能促进不良情绪的转移，及时排除心理压力紧张。参与志愿者工作大多数人会选择

结伴同行参与志愿者社会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以结识新的朋友，把注意力转移到共同的兴趣中

去，在一起讨论关于志愿者活动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心得，甚至还会想参与到之后社会的各类志愿者活

动中去，发挥更多的志愿者服务精神，践行自己的社会价值。志愿者通过活动过程中的时间历程对动机

参与不断地调整，自然会让该群体处于一种积极向上，持续兴奋的情绪中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 
综上所述：经常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学生内在动机会促使志愿者主动从事到更多的社会实践志愿活动

中，而因为外在动机驱动的学生主动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实践的频率次数少。 
在今后工作中，提高志愿者服务工作的效率和节约时间。各部分工作之间衔接协调好工作内容，建

议采用轮流工作制，合理安排避免人力资源浪费。发生突发情况需要通知及时，工作中明确志愿者目标，

工作细化，责任到人。加强对赛事概念普及，更有利于志愿者服务工作。建立志愿者服务基本保障体系，

保障志愿者基本生活保障，提供日常生活用品，保证合理膳食、志愿者学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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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志愿者活动参与动机调查问卷 

志愿者您好 
为了研究大学生参与十四运志愿者活动动机，我们开展了本次调查，希望能听取您的意见。本要就

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做好志愿者招募以及志愿者管理工作，激励更多的志愿者参与体育赛事。您的意见

没有对错之分，对您的个人资料我们保证保密，未经您的同意，不会泄露给第三方，请您放心，请真实

的填写问卷谢谢！ 
调查地点： 
调查时间： 
联系方式： 
姓名：                 性别：                 编号： 
 
1. 您是独生子女吗？ 
A. 是；       B. 不是。 
2. 您现在的年级是？ 
A. 大一；       B. 大二；       C. 大三；       D. 大四。 
3. 您的学历是？ 
A. 大专；       B. 本科；       C. 研究生。 
4. 您是从事体育相关学习/工作吗？ 
A. 是；         B. 不是。 
5. 您的家庭月收入是多少？ 
A. 2000 以下；   B. 2000~5000；  C. 5000~10000；      D. 10000 及以上。 
6. 您的户口类型是？ 
A. 农村；       B. 城市。 
7. 在本次全运会前您是否参加过志愿者活动？ 
A. 是；         B. 否。 
8. 您上大学以来总共参加过几次的志愿者活动？ 
A. 1~3 次；      B. 4~6 次；      C. 7 次及以上。 
9. 您参加过的志愿者活动是什么类型？(多选) 
A. 社会服务类；      B. 公益环保类；      C. 秩序维持类； 
D. 下乡支教类；      E. 助老扶幼类；      F. 其他。 
10. 您参加本次志愿者活动是从那个渠道获得志愿者信息的？(多选题) 
A. 学校的志愿组织；      B. 大型志愿者网站； 
C. 有关的海报宣传；      D. 通过朋友，同学，老师等通知。 
E. 其他。 
11. 您对于曲棍球项目是否了解？ 
A. 完全不了解；       B. 不了解；      C. 一般了解；       D. 完全了解。 
12. 您参加志愿者希望得到什么回报？(多选) 
A. 单纯为了完成学校任务，不求回报；      B. 学校的评奖评优； 
C. 荣誉证书或者称号；                    D. 得到社会的赞许，获得服务对象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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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其他。 
13. 每次参与志愿服务的服务时间是 
A. 2 小时及以下；      B. 2~4 小时；      C. 4~8 小时； 
D. 8 小时以上；        E. 不固定。 
14. 您一般利用什么时间参加志愿服务?(可多选) 
A. 双休日；      B. 工余或课余时间；      C. 节假日(包括寒暑假)； 
D. 只要需要、任何时间都可以；             E. 其他(请注明)。 
15. 您主要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志愿服务的信息的(可多选) 
A. 志愿者宣传单据或招聘广告； 
B. 学校团委、学生会、志愿服务团体； 
C. 工作单位相关部门(如单位工会、团委)； 
D. 志愿服务机构或自发志愿者团体； 
E. 同辈群体(朋友、同学)及其他志愿者； 
F. 报纸、电台、电视等媒体； 
G. 网络； 
H. 其他(请注明)。 
16. 您参加志愿活动是否有阻力? 
A. 有；      B. 没有(选此项跳过下一题) 
17. 如果有，主要的阻碍因素有哪些? (可多选) 
A. 时间因素，个人生活或工作学习相冲突； 
B. 经济因素，参加志愿服务还要花钱； 
C. 家庭因素，家人不支持； 
D. 朋友因素，朋友们不理解； 
E. 社会因素，多数人对志愿者有偏见； 
F. 法律因素，志愿服务中涉及的法律责任不清楚； 
G. 对志愿者权益的保障比较欠缺； 
H. 其他(请注明)。 
18. 如果社会需要体育志愿服务(无偿)，您愿意参与吗? (单选题) 
A. 很愿意       B. 愿意       C. 一般       D. 不愿意       E. 很不愿意。 
19. 您参加的本次体育志愿服务是有偿的么? (单选题) 
A. 是；       B. 否。 
20. 对于志愿服务期间的补贴，您同意下列哪种看法? 
A. 不需要任何补偿； 
B. 只报销与志愿行为相关的开支； 
C. 报销的基础上，有适当的奖励； 
D. 报销费用、有适当奖励，且在个人经济困难或支出较大时有一定的报酬； 
E. 说不清。 
21. 您感觉社会各界怎样看待志愿服务活动? 
A. 纯粹是做宣传、搞形式； 
B. 是提倡社会公益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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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给人们创造了一个奉献社会的好平台； 
D. 不知道。 
22. 您参加的体育志愿服务活动是什么性质的(单选题) 
A. 世界级；      B. 国家级；      C. 省市级；      D. 单位/社区/学校/乡村级。 
23. 您参加体育志愿服务一般出于下列哪种态度? (单选题) 
A. 自愿；       B. 被迫；       C. 两者均有。 
24. 您一共参加过多少次体育志愿服务(  )次。 
25. 您第一次参加体有志愿服务到现在已经有(  )年时间了。 
26. 您参加体育志愿服务的频率是?  
A. 从未；       B. 几年一次；       C. 一年一次；       D. 一年几次。 
27. 您觉得是否有必要提供下列各项保障? (请在相应的格内打钩) 
 

  非常 
必要 

比较 
必要 无所谓 没必要 根本 

没必要 

1 从工作单位签订相关协议，明确志愿者的责任意识与相关权利      

2 对志愿者的管理、监督、指导      

3 为志愿者提供相关培训      

4 对志愿者志愿服务活动提供评估和奖励      

5 提供正式的志愿服务证明      

6 为志愿者提供基本补贴(如交通补贴等)      

7 为志愿者提供的安全保障级合适的医疗卫生条件      

8 为志愿者提供的人身保险      

9 服务出现问题时的应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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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您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原因是什么？(请按照符合程度进行选择) 
 

  符合 大部分 
符合 

完全 
不符合 

大部分 
不符合 

1 我想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2 这是公民应尽的义务     

3 我是为了消磨空闲时间     

4 志愿者活动对社会有益的发展     

5 我的朋友也参加志愿者活动     

6 自己获得过帮助，回报社会     

7 志愿者经历能拿到加分，有利于出国，奖学金     

8 可以获得相关荣誉证书     

9 可以获得经济收入     

10 可以获得周围人的认可     

11 可以通过志愿者活动发现自己的长处，挖掘潜力     

12 培养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实现自我成长     

13 拓宽生活体验，提前体验生活     

14 为了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扩大圈子     

15 为了获得今后职业相关经历，丰富简历     

16 学校号召大家参与志愿者活动     

17 对志愿者服务的内容感兴趣     

18 曾经参与过类似的志愿者活动     

19 我周围人推荐我参加     

20 为了完成学校的规定     

21 喜欢体育     

22 想在现场看比赛     

23 与体育明星近距离接触     

24 空闲时间多     

 
29. 您对本次全运会曲棍球项目志愿者工作有何建议或意见？ 
 
 
 
30. 您对本次全运会曲棍球项目志愿者工作有何建议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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