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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拥有历史悠久的志愿者文化，高校服务学习是将所学专业知识渗透到社会的有效形式，在增强学生

公民意识、巩固高校教学成果、助推社区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我国高校志愿服务活动发展迅速，

内涵和形式得到不断丰富。在比较视域下，借鉴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的先进成果，研究我国高校在志愿服

务方面的不足，探索建设适合我国高校志愿服务的运行机制，使志愿服务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积

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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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long history of volunteer culture, and service learning in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is an effective form of infiltrating the expertise learned into society, playing an active role 
in enhancing students’ civic consciousness, consolidating the teaching achievement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contributing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China’s university volunteer activi-
ties are developing rapidly, and their connotations and forms are constantly enriched. In a com-
parative perspective, we draw on the advanced achievements of service learning in American 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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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udy the shortcomings of volunteering in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perational mechanism suitable for volunteering in our colleg-
es and universities, so that volunteering can play an active rol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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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国被称为“志愿者的国度”，美国高校服务学习一直被认为是撬动美国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因素

之一[1]，组织开展服务学习，学生、高校、社会是三向受益、相互促进发展的。美国高校服务学习作

为一门课程来进行实施，拥有独立的课程体系、考核标准，我国高校的志愿服务活动多是社会实践的

一种形式，属于第二课堂范畴；美国高校服务学习重点在将学科内容和服务活动结合起来，我国高校

的志愿活动重点在提供服务。“青年要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材，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2]”。志

愿服务活动能给学生提供认识社会、观察世界的机会，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锻炼学生的能力，

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从而建构起责任和意识的人生坐标。以志愿服务形式开展的实践活动加强了

个人灵活运用理论的能力，使书本上的知识成为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使理论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人

类的志愿服务经验将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量。志愿服务活动可以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载体，

美国高校的服务学习经验和体系较为完善，值得我国借鉴和进一步研究，以促进高校志愿服务活动的发

展。 

2. 美国高校服务学习概述 

2.1. 美国志愿服务精神的发展 

美国志愿服务历史悠久，已成为美国的文化传统。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

写到“美国的居民从小就知道必须依靠自己去克服生活的苦难[3]”，他认为志愿服务精神是美国主要的

文化特征。1620 年，来自英国的“五月花”号捕鱼帆船载着一百零二名英国清教徒，由于海上风险等原

因，被迫来到科德角，在上岸前为了建立一个都能收到约束的自治团体，表达志愿共同协作开发治理土

地的信心，签订了“五月花号”公约，这也说明了美国是一个由志愿者建立起来的国家[4]。美国被称为

“志愿者的国度”，是志愿者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1966 年，肯尼迪总统颁布了《志愿服务美国法》；

1971 年，尼克松总统发起了联邦志愿服务计划；里根总统致力于促进志愿精神的弘扬；1989 年，布什总

统启动了志愿者服务行动。志愿精神在政府的高度重视、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美

国志愿服务项目众多、覆盖范围广，美国人把开展志愿服务当作是积累社会经验、学习知识技能、扩大

人际交往圈、施展理想与抱负的重要平台。2002 年布什总统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美国的社区精神并不

像财富成就那样显而易见，美国公民会主动捐出自己的金钱，自己的时间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士[5]。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968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聂元纾 
 

 

DOI: 10.12677/ass.2023.129682 4998 社会科学前沿 
 

2.2. 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的定义 

“服务学习”概念是由美国南部地区教育董事会(Southern Regional Educational Board)在 1967 年首次

提出，作为美国服务学习的起点。由于研究视角和阐述角度不同，服务学习有多种定义。成立于 1785 年

的乔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ia)的座右铭是“教学，服务，和探究事物的本质”，表明“服务”作为

高等教育的一项职能在两百年前就被提倡。1990 年颁布的《国家与社区服务法案》、1993 年颁布的《国

家与社区服务信托法案》都在官方层面对服务学习进行了定义。约翰·杜威的进步主义，也被称为经验

教育理论，在服务学习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服务学习包括“服务”和“学习”，即服务活动和课

堂学习，就是将服务活动和课堂学习结合起来，用所学知识和自身能力来服务，同时在服务实践中运用

和巩固知识，建构知识体系，通过不断认识社会、进行反思，不仅巩固了专业知识，也激发了学生作为

公民的责任和担当意识。 

2.3. 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的特征 

2.3.1. 规范性 
一方面，纵观美国的历史，历任总统都对志愿服务高度重视，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障和支持志

愿服务活动：参加规定时间的志愿者活动可以得到奖学金，选择联邦职业时可免试；在非营利组织从事

志愿服务活动可以抵税；社区志愿者组织的活动资金 60%来自政府资助；对美国各州的教育机构也有专

门的经费；志愿服务活动情况也是进入大学的其中一个考察条件……这些政策为美国服务学习的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美国高校对服务学习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不单把服务学习看作进行志

愿活动，而是以课程的标准进行体系研究和实施，使服务学习拥有完善的课程体系和评价标准，重点在

培养学生青年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美国高校开展的社区和公益性志愿服务都纳入了服务学习的

模式和理念。此外，在服务学习开始前会制定详细的计划，包括活动预算、解决问题的计划、训练计划、

评价计划等等，这是由教师、社区工作人员、学生等共同制定的，注重服务活动与所学课堂内容相契合。 

2.3.2. 反思性 
美国高校在开展服务学习过程中精心设计反思环节，注重学生的反思和收获，学生有固定的时间进

行反思，反思是学生整理和分析在服务学习中所收获的信息和想法的过程，将“服务”与“学习”联系

起来。反思环节贯穿整个服务学习过程，包括五个要素，分别是分析、自省、批判、建构和验证[6]。对

服务学习过程进行再反思，第一，有利于积累经验，结合服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解决方案，如果有做

的不完善的细节进行重新回顾，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优化，为下一次服务活动做好准备。第二，有利于

夯实课堂理论学习基础，在亲身实践中建构起自己的知识体系。第三，帮助学生理解服务学习中服务与

学习的关系，有利于重新认识、深刻理解服务学习。 

2.3.3. 整合性 
对美国高校来说，服务学习将研究、教学、服务很好地整合起来，有助于完成高校“育人”的核心

目标([1] p. 210)，实现三者的融合并进，使得在各个环节中既注重学术性，也注重服务性，促进高校的全

面发展。对学生来说，一方面，服务学习强调服务与学习并重，能够将服务活动与课堂教学相结合，使

学生结合课堂理论知识进行实践，是对课堂学科教学成果的检验与运用，而课堂学习又为完成服务活动

提供了理论基础，二者相互促进。另一方面，服务学习能够使学生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在实践中搭建

起知识体系，锻炼整体的综合能力。 

2.3.4. 互惠性 
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的开展得到全社会的支持，本质原因也是服务学习能使多方共赢，达到互惠。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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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学生作为服务提供者也是学习者，用所学知识来服务，同时在服务中不断学习。给学生提供走进社

会的机会，观察到在校园里看不到的现象，使学术研究成果更贴近生活。有利于开拓视野、学习新技能、

丰富人生阅历。其次，注重满足社区的实际需求，以接受服务者的需求为导向来组织开展活动，能有效解

决服务对象的实际困难。再次，服务学习为解决美国的社会问题做出贡献，通过志愿活动将爱心传递，拉

进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社会间形成一股暖流，同时加强高校对社会的贡献能力，提高对公众的影响力。 

2.4. 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现存问题 

美国服务学习旨在将课堂知识与社区服务相结合，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然而，尽管

服务学习得到大规模发展，但仍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1) 学生参与度不高 
尽管服务学习在高校得到积极推崇发展，但仍有部分学生缺乏兴趣和动力。由于学生面临缺乏时间、

学习负担重或鼓励不够等问题，致使学生对服务学习的参与率较低。 
2) 评估机制不完善 
目前，美国高校缺乏统一的服务学习评估机制，难以客观评估服务学习的效果。一方面，高校通常

根据学生参与的小时数或项目数量来评估服务学习的效果，而很少关注对学生所在社区的实际影响。另

一方面，由于各学校的评估标准不尽相同，难以公平地比较社区服务学习的水平。 
3) 资源分配不足 
虽然服务学习的目的是为社区做贡献，但在实施过程中，社会不平等问题可能会导致高校服务学习

资源分配不当。一些社区更容易受益于高校的资源，而另一些边缘化的社区则可能被忽略或无法得到充

分的支持。这可能导致服务学习变成一种对社区进行短期救济的方式，而对根本解决社会问题存在一定

困难。 

3. 我国高校志愿服务概述 

“志愿服务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现象，是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基于良知和责任，利用自己的时间和

技能等资源，自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的行为[7]。”我国高校志愿服务活动是社会实践的一种

形式，社会实践是实现大学生“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舞台，也是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必然

要求。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能促进解决社会问题、加强主体对社会政策的理解、促进大学生自身能力的提

高。我国志愿服务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为精神指引，其内涵和形式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3.1. 我国高校志愿服务特征 

3.1.1. 发展迅速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国志愿服务经历了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据“中

国志愿服务网”数据显示，截止 2023 年 1 月，我国志愿实名志愿者服务人数已达到 2.3 亿，志愿项目总

数达 1011 万，志愿者队伍总数达 135 万。我国志愿服务活动活动发展非常迅速，成为动员青年、建设群

众性精神文明的一种方式。当前，我国高校志愿服务有多种形式，内容和形式不同，对学生培养的侧重

面也不同，较有代表性的有：大中专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海外服务计划等，并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10
年广州亚运会、2011 年上海世博会等国际活动中发挥突出作用，不断展现我国青年的新风貌。 

3.1.2. 组织性 
组织性是我国高校志愿服务的显著特点，具体表现为由高校统一组织，多以团队形式开展，并要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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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团队内的规章制度。1993 年，共青团中央正式发起中国志愿者行动；1994 年，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

立，是第一个全国性的志愿服务组织；1998 年，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成立，是一个负责

规划、指导、协调全国青年志愿者工作的专门机构；2001 年，注册志愿者制度实施。我国高校志愿服务

活动以共青团组织为基础，由高校团委统一组织，依托于青年志愿者协会等学生社团进行实施，大学生

志愿者在学校团委的统一组织下，由专门的带队老师指导，进行活动的开展。 

3.1.3. 教育性 
志愿服务活动是高校践行“实践育人”的体现，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首先，通过志愿服

务活动，加强了学生灵活运用理论的能力，使书本上的知识成为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使理论具有很高

的社会价值。其次，马克思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过

程中，学生不断认识实际、改造实际，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改造自身的价值观念、获得全新的认

知、养成良好的品质。再次，志愿服务精神倡导“奉献、友爱、互助、进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精神体现，学生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可以进一步了解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 

3.2. 我国高校志愿服务现存问题 

3.2.1. 活动领域狭小 
目前我国高校志愿服务活动多局限于校内开展，类似校园清洁活动、募捐活动、线上知识竞赛活动

等，内容及形式缺乏创新，一些活动过于追求形式，只达到开展目的而不去深究活动背后能带来的深层

意义。只有团中央组织的大型品牌类志愿服务活动，如三下乡、返家乡、西部计划等，才能将志愿服务

有效拓展到校外。且大学生获取志愿服务的渠道较少。这显现出我国高校志愿服务活动领域狭窄，活动

类型单一，与社会联系性不强，无法将专业特长和大学生的优势凸显出来。 

3.2.2. 教师主导性过强、学生服务主体意识低 
高校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方案多由教师进行决策制定、统筹规划，活动中期有专门带队教师进行

组织，后期总结等环节也由教师统一部署，整个流程过于强调教师的主导性。虽然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到

志愿服务中，是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但由于仅限于活动的参与环节，依照教师安排的流程进行，这很大

程度上降低了学生的主动性，而只是被动的参与整个服务活动。大学生作为志愿服务的主体，一方面，

由于缺乏专业的培训，缺乏专业性，对志愿服务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表面，导致大学生多以完成任务的心

态去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然而，由于大学生志愿者的高流动性，志愿服务的积极经验和方法并没有得到

很好的传承。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节奏，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

的目的纯粹性较低，且参与的目的较为功利化，更看重此项工作背后所能带来的荣誉。 

3.2.3. 缺乏社会支持和机制保证 
当前，各高校竞争激烈，重心专注于科研成果和校园基础设施的提升，以提高学校竞争力，注重第

一课堂成效，对第二课堂重视程度不高。高校志愿服务体系并不在高校竞争范畴，而且需要大量资金投

入，也致使高校对志愿服务体系构建不足够重视。在开展前期没有深入研究志愿服务机制，导致开展过

程中缺乏科学完善的制度作为保障。我国高校志愿服务活动目前面临的较大问题，就是活动的资金来源

较为狭窄，多限于专项经费，社会面对口资金支持较少，导致活动资金不足，缺口较大。且管理不够严

格，缺乏规范的管理和运作。各高校没有针对本校内专业特长和地域优势等方面对志愿服务进行专门研

究，对志愿服务没有进行专门指导，导致高校志愿服务专业性不强，志愿者招募、激励机制也没有完整

的体系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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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国高校服务学习对我国高校的借鉴与启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智能时代的到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盛行，快节奏的生活伴随着“躺平”、

“摆烂”等不良社会心态的出现，影响青年奋斗精神的形成。这和美国服务学习诞生背景极为相似。大

学生正经历着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教导正确的价值观十分重要。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

人。志愿精神是体现在志愿服务行为之中的精神特质[8]，培养我国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和德育教育是高

校应积极探索的，美国通过服务学习变革高等教育的成功做法给我国带来很好的借鉴意义，本文综合运

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将美国服务学习和我国高校志

愿服务活动的特征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得出美国高校服务学习对我国的借鉴和启示。 

4.1. 将志愿服务与课堂教学联系起来，加强理论与实际的整合 

美国服务学习包含服务活动和课堂学习两个要素[9]，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是将所学专

业知识渗透到社会的有效形式，可以将经验和教学联系起来，并在过程中可以扩大学生视野，增强对社

会的认识。我国高校开展的志愿服务内涵较窄，多局限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层面。可以借鉴美国高校服

务学习理念，第一，将高校课堂学习内容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深化学科教学内容，避免造成脱节，将

理论与实际做到有机整合，转变传统课堂教育形式、志愿服务独立化模式，将二者有效联系起来，不断

丰富高等教育内涵。第二，将志愿服务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缺乏丰

富的社会实践，思想政治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0]。且志愿服务活动为学生提供了深入了解社

会的机会，是一种生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活动中有利于学生实现“自我认识、自我提高”[11]。志愿

服务活动使大学生群体有更多的机会深入社会、了解社会，在实践过程中认识到社会发展的状况和对人

才的需要，激励其实现自我发展和提升，帮助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有效填补了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中大学生社会体验缺失的问题，使大学生充分感知国家政策实施效果，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认识，切实发挥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导作用。同时注重激发学习兴趣，在课程中整合

志愿服务活动，培养学生对志愿服务的兴趣，提供适当的奖励和认可。 

4.2. 注重反思，将反思纳入服务和教学环节 

美国高校注重反思活动对服务学习的促成可以给我国高校带来启发，在我国高校志愿服务活动中，

缺少对各个环节的系统的反思，大多只有活动结束后的总结环节会进行反思活动，且多由老师引领，思

维面固定在现有的模式中，较为局限。我国高校可以借鉴服务学习中的反思经验，将反思活动贯穿于整

个志愿服务环节，给学生提供固定的时间来进行反思，反思可以避免思维定式，将学生置于一个更广阔

的空间中([1] p. 135)。总体可分为活动开始前、进行中、结束后三个阶段。活动开始前应总结之前的活动

经验，回顾本次服务学习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展开预想，如何开展，遇到困难如何解决；在活动举行过

程中进行反思，结合之前经验如何优化当下的行为，还有哪些做的不完善的地方；活动结束后进行反思，

对本次服务学习进行系统梳理，总结经验，反思不足。关于反思的途径可以有多种形式，例如团队内分

享、与伙伴探讨、或者以视频、图片文字总结等形式呈现。让学生在反思中深刻领会到服务与学习的深

刻内涵。 

4.3. 完善志愿服务体系建设，推进长足发展 

美国高校的服务学习得到了整个社会的支持，从上到下，有国家的法律保障和各级组织的财政支持，

而目前我国高校志愿服务的开展缺少如此广泛的社会支持，会面临资金短缺、缺乏法律保障等问题。我

国志愿服务活动具有自发性、自愿性、无偿性等特点，高校应进行专项工作研究，制定并完善适合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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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活动的各项机制，包括组织体系、服务体系、激励机制等，丰富活动内涵，加强志愿者队伍建

设。首先，完善组织体系建设。长期对大学生志愿者进行专业化志愿服务技能培训，使其牢固树立“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行为的指导，培养出高素质志愿者

骨干和志愿者领袖，开展培训以提高志愿者参与志愿活动的能力，让志愿服务因专业到位而显示出魅力

[12]。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在对高校进行综合能力评析时，可以将志愿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其中一项评判标准，

以促进高校对于志愿服务体系的重视度。政府应加强与高校的联系，借鉴美国服务学习培养模式：将志

愿服务和地方事业发展进行统筹规划；制定便于志愿服务开展的优惠政策，鼓励社会组织对志愿活动进

行捐助；对社会成员加大宣传力度，在全社会形成利于志愿服务开展的氛围。同时制定全面的评估制度

指标，将学生的学习成果和社区影响相结合，客观评价志愿服务成果。其次，完善服务体系建设。马克

思曾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3]”。即没

有人的主体的实践，就没有“时间”概念。美国高校在服务学习开始前，优先考虑社区的需求，整个服

务学习参与人员不仅有老师和学生，还包括慈善机构、社区机构、政府部门等相关人员，一起形成学习

共同体，共同参与到服务学习活动中，相互配合，各司其职，共同促进服务学习的顺利开展，注重人员

的匹配性，根据服务需求匹配合适的学生进行服务活动。我国高校也应加强与社区和各机构的沟通与联

系，进行常态化的服务机制，并且加大学生的参与程度，加入到整个服务过程中，而不限于服务环节。

美国高校服务学习贯穿大学生活，并且有着大量的志愿者项目，而我国高校开展志愿服务多为短期，且

时间集中于假期、节假日等特定时间，这阻碍了志愿服务活动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可以加强志愿服务活

动的品牌建设，探索向专业化、基地化、长期化、规范化进行发展。再次，完善激励制度。美国每年都

会召开全国志愿者大会，以感谢那些工作有价值的志愿者。我国高校也要重视活动结束后的激励机制，

进一步调动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积极性，形成奖励机制，对表现突出的大学生个人进行表

彰，形成一种人人乐于奉献的良好风尚，使志愿服务活动形成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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