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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courage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volunteer service in China and promote the 
scale of volunteer service growing, the Beijing Municipal Volunteer Service Federation continued 
to carry out the Beijing small and micro volunteer service support plan. The plan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declaration projects by means of financial support and pro-
fessional training. This project takes the hand-holding college student supporting small and micro 
project as an example, using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search, field in-
vestigation, in-depth interview and so on. After obtain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reading doc-
ument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ie in and hand in hand project is explored. Under the policy 
support of Beijing small and micro volunteer service support pla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vel-
opment process of Yixing hand-holding project, the advantages of the project development and the 
difficulties fac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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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鼓励我国志愿服务事业蓬勃发展，促进志愿服务事业规模不断壮大，团北京市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2017年继续开展《北京市小微志愿服务项目支持计划》。该计划通过资金支持、专业培训等方式促进申

报项目的发展和完善。本研究以益行志愿服务队申报的手牵手大学生支教小微项目为例，运用文献研究

法、实地调查法、深入访谈法等多种科学调查方法，在获取相关资料和阅读相关阅读文献以后，结和益

行手牵手项目发展的全过程，探究在北京市《小微志愿服务项目支持计划》的政策支持下，该项目发展

的优势以及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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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今，大学生志愿者在青年志愿者当中已经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我国大学生志愿者支教的开始，

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展的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的文化活动和农村扫盲活动。而

在 2005 年，“三支一扶”政策的提出标志着大学生支教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大学生支教有利于加

强学生的社会经验，给受援地区和学生带来先进的思想，而且缓解了师资力量紧缺的形式，甚至有利于

社会思想道德价值的正确导向。 
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支教活动已经成为了最常见的公益项目之一。这些支教活动主要依托于学校

社团和社会组织，而其中大部分的常态运行支教项目都是由小微型志愿服务组织发起的，但由于资金少、

规模小、知名度低等问题，发展受到了极大阻碍。为了扶持基层志愿组织，北京市推出了“小微项目”，

“小微项目”全称“北京市小微志愿服务项目支持计划”，是为了推动北京市志愿服务项目创新、支持

民间志愿服务组织发展，自 2014 年起，团北京市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启动的。通过资金支持、培训指

导、督导评估、推荐申请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项目等方式全方位扶持入选项目。 
在北京市，小微型大学生支教组织为了进一步发展，参加“小微项目”是一个提升自身能力、提高

志愿专业度以及提高知名度的方式，但是由于这个项目比较新，相关的研究很少，所以人们对它的认识

非常不足。因此，以一个实例为出发点，详细探讨“小微项目”的具体运作过程、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

和缺失是非常必要的。 

2. 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有关大学生支教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假期的短期支教，就志愿行为本身探讨支教的动机、现状

分析以及如何建立长效机制。 
支教的动机方面，王瑞等认为大学生支教的动机分为“利他”和“利己”两个部分，并且认为“利

他”的动机成分要高于“利己”性动机成分[1]。而邓清华提出大学生参与志愿支教的动机一方面是道德

理想，就是明知道志愿服务是一种没有收益但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奉献性活动，仍然选择继续下去，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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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组织的推动，是为了传播正确的社会道德规范和公共信号，在外部施加压力促使支教的发展[2]。
在组织方面，大学生参与支教活动主要依赖于三种组织：各级团组织、高校社团以及民间非营利组织[3]。
我们应该意识到组织在志愿活动中的重要性，对于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更发挥着主导作用，研究显示随

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大学生志愿服务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社会化的组织方式，所以政府应该将志愿服

务逐步向社会团体转移，使其社会化、规范化、制度化，而政府也确实正在扶持社会组织方面努力[4]。 
对于现在大学生支教的现状，学者们普遍认为支教大学生数量逐年增加，且支教呈规模化、组织化

的趋势，但同时存在很多问题，廖文东认为存在教育制度不合理和支教机制不完善等问题[5]，孙山指出

目前大学生支教活动现状上呈现出普遍十分盲目的特性，缺乏必要的科学计划和理论指导[6]。王薛元认

为支教组织管理机制不完善[7]。林丽以一个学校社团为例，探讨了基层组织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包括支

教次数少并且缺乏持续性、支教活动信息获取渠道有限、支教人员选拔机制不健全，缺少带支教人员的

系统培训、教授过程存在问题以及缺少课程的后续联系等[8]。支教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到支教项目是否

能够长效发展[9]。罗婧就支教项目的长效发展进行研究，认为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即资金支持、

需求联系、培训投入以及社会资本，她认为具有稳定的专项经费支持与长期合作的受援学校，对于支教

项目提升其在潜在志愿者群体中的影响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并且打造“品牌”志愿项目对项目的持续性

也非常重要[10]。 
国内对于大学生长期支教活动研究较少，多为短期支教[11] [12]。朱佳卉认为短期支教具有时间短、

灵活性和自由度大的优点，但同时存在支教活动对原有教学体系产生冲击等问题[11]，张健认为短期支教

存在效果不明显、支教行为缺乏目的性、志愿者难以适应当地环境、志愿者期待过高等问题[13]。本文的

目的是弥补在长期支教研究中的不足，挑选“小微项目”作为依据，一方面由于“小微项目”是支持小

微型大学生支教组织，使其运行常态的项目，并促使支教活动长期有效发展。另一方面“小微项目”要

想成为一个有效过程，必须基于对长期支教的具体性研究，掌握大学生支教现实的状况和影响其长效发

展的因素等关键性问题，才能够达到更好的帮扶效果。 

3. 调查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由小组成员组织,于 2017 年 11 月 4 日周六进行，调查的对象为益行志愿服务队“手牵手”

公益项目，调查的项目点是大兴区清源街道社会组织发展服务基地。该支教点是组织在大兴区团区委的

支持下建立的，受到小微计划的扶持。由于这是一个小微项目，整体规模较小，参与的志愿者老师及学

生数量较少，在进行访谈时我们覆盖了所有参与者。表 1 是我们为了解该项目而访谈的对象。 

3.1. 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的内容是益行志愿服务队“手牵手”项目的整体状况，访谈的主体有三类，包括益行志愿

服务队的创始人兼负责人、大学生支教志愿者以及接受支教的学生。针对这三类主体，制定了不同的访

谈提纲。 

3.2. 调查结果与分析 

1) 组织及项目基本情况介绍 
 
Table 1. Interview object table 
表 1. 访谈对象表 

对象 负责人 志愿者老师 学生 

数量(单位：人) 1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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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行志愿服务队，成立于 2016 年 12 月，是由个人发起并成立的一个志愿团体。团队包含 15 个管理

人员和 1000 多个注册成员，截止到 2017 年 9 月已有 800 余志愿者参加过我们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其

中包括北京市的小学生(家庭)、大学生(含学校社团)和社会爱心人士(含公司)。 
“手牵手”项目截止到申请小微项目之前已经在开展，但由于在长期运营的过程中，出现了资金不

足和专业化程度较低等困难，于是申报了 2017 北京市小微志愿服务项目支持计划，希望能够解决这两方

面的困难，从而使项目更好地开展下去。目前的志愿者主要来自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北

京石油化工学院。益行志愿服务队目前已经开设了 3 个支教地点，分别是位于长子营镇、青云店镇、大

兴区清源街道社会组织发展服务基地(以下简称黄村)。其中黄村支教点的建立受到了大兴团区委和小微计

划的扶持，支教点每周六周日开课，给孩子们温习课内知识，预习将要学习的内容，制定合理的学习计

划，并且带孩子们做游戏，学中有玩，玩中有学。考虑到孩子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益行志愿服务队还找

到以为心理专家免费为孩子们进行心理辅导。 
为了做好支教项目，益行团队特地成立了支教项目部，选拔出固定的 4 个支教小领队，轮流负责，

做到互相接洽后统一调配志愿者老师资源，统一管理学生成绩和学习计划，并将每次支教的课程讲义，

学生作业存档，以便于将爱的火炬传给后人。 
2) 服务对象的筛选 
政府提供了大兴区 388 户困难家庭的信息，以这个为标准，益行志愿服务队加入到大兴区生活困难

家庭青少年帮扶工作行列中，将帮扶对象的教育辅导需求与大学生志愿支教的需求相融合，以困境青少

年帮扶为主线，以各镇、街道团(工)委、爱心组织的活动中心为基点，多点一线，创新大兴区青少年精准

帮扶工作新模式。 

3.3. 小微计划支持的成效 

1) 组织管理更加高效 
小微计划致力于支持民间基层公益组织的发展，引导组织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在组织管理方面给予

一系列指导。在组织沟通方面，由于益行志愿服务队的所有成员均有正式工作，在益行的工作是兼职，

所以就存在很多沟通不到位的地方。针对这种情况，他们单独建立了一个参与支教项目人员的群，益行

志愿服务队内部的工作人员都是没有职位高低之分的，所以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在群内发表意见和看法。

各个组织申报小微计划的项目，需要有正式的申报书和策划书。为了申报成功，他们需要按照小微计划

的要求来完成申请书和策划，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组织撰写申请书和策划书的能力，也提升了其规范

性。为了提升项目负责人的领导力，小微计划聘请了各个方面的专家开办讲座，讲座的内容包含如何提

升组织的专业化、提升自身的领导力，还囊括了对于当前相关法律和政策解读，为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指

明方向。 
2) 财务运营更加规范 
小微计划为组织所申报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但对于如何报账以及组织的财务运营有着严格的标准。

这些都是非常细节但很重要的东西，但是一些基层志愿组织并不注意，导致财务状况并不明晰，若因此

种原因产生了经济纠纷，那么对于基层志愿组织来说就是致命的打击。益行志愿服务队加入小微计划以

后，对于开发票的格式及标准、报销程序和流程以及组织账本的记录能力方面相比之前都有较大改善。 
3) 提升知名度 
参加小微计划的项目必须在全北京市进行评选，这对基层志愿组织来说是一个相对较大的平台，在

评选中能够脱颖而出的组织及项目自然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这对组织是能力一种认可，提升其知名度，

获得更多关注的同时，组织可以获取更多相关的资源，如来自社会人士或企业的资金捐助、物资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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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组织更长远的生存和发展奠定基础。 
4) 志愿者管理的改善 
志愿者普遍认为在小微计划的扶持下，志愿者的权益更有所保障，项目运行得更加规范，志愿服务

的专业化程度有所提升。在大兴区团区委的支持与帮助下，益行志愿服务队的支教项目有了固定的教学

和用餐地点。志愿者在开展志愿服务之前，需要向益行志愿服务队上报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

个人信息，志愿北京会为参与的项目的志愿者购买保险，保障志愿者的人身安全。 
5) 支教专业化程度提高 
对于支教的讲义质量，项目领队也会有严格的把控，需要提前发给领队审核，不合格的需要修改，

如果修改后仍不合格是不允许在课堂中使用的。在开展支教活动的过程中，每位老师需要针对自己负责

的孩子需要制定针对性的学习帮扶计划，上课的节奏也需要按照这个计划来进行。领队会观察每个大学

生支教老师在支教过程中的表现，根据其负责与否来决定下一次是否让其继续参与支教，结束以后，领

队还会和支教老师进行谈话，询问今天教的是谁，教授的内容、授课的效果等，再根据孩子们对于支教

老师的反馈决定是否还有机会继续参加该项目的支教。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励大学生支教老师提高责

任意识，改善支教活动的质量。 
6) 学生的满意度提升 
学生对整个项目及支教老师的好感度逐渐上升。学生们可以通过大学生支教老师那里，获取更多的

知识和了解新鲜的事物，更新自己陈旧的认知，而不是局限于课本的学习。同时，学生们也更喜欢大学

生新颖的教学方法，认为这样自己学习知识能够更加快速和更易于接受。再者，因为支教老师为自己量

身打造了学习计划，自己学习有困难的科目或者知识点能够查缺补漏，提升成绩。 

3.4. 项目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1) 志愿者数量不足 
目前“手牵手”项目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还是志愿者老师的数量不足。益行“手牵手”项目希望能够

做到一对一针对性、持续性的支教，这样对孩子的学习更有帮助，孩子不用频繁适应更换老师，而支教

老师对于自己负责孩子的学习状况及需要采用的授课或辅导方法也十分清楚，不需要再一次耗费时间去

重复做。但因为支教的地点过于偏远，又没有交通补贴，只提供一顿午饭，很多大学生就无法坚持做下

去，所以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需要吸纳更多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手牵手”项目。 
2) 资金支持不够充分 
尽管益行手牵手项目成功入选北京市小微项目支持计划，有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但从项目整体运作

的情况来看，目前小微计划给予的资金支持仍然不够充分。项目的主要开支包括志愿者的保险、管理成

本等，也正是因为资金较少，无法给予志愿者补贴，不利于吸引更多志愿者前来参与本项目。 

4. 总结 

此次调查借助实地调查和访问调查，深入了解了益行支教“手牵手”项目从其前期申报小微项目到

长期运营的组织情况，为大学生支教项目的活动开展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益行支教作为一个民间公益组织，借助小微项目的扶持，提升了其知名度，并得到组织管理上的指

导和改进，使得“手牵手”项目的开展更为顺利。项目申报过程又促使该项目在组织结构和规划上更为

完备，有利于项目的开展和实施。志愿活动的开展虽然伴随着公益，但也需要一些必要的资金投入。小

微项目为益行支教活动提供了一份资金支持，还带去了财务运营方面的程序和标准。这是一个支教活动

在政策引导下的外在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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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牵手”项目实施中，支教活动的对象和志愿者均感受得到项目的内在提升。系统规范的运行

结构，专业用心的志愿服务，让学生们感受到项目带来的切切实实的帮助和益处。一对一的学习体验，

量身打造的学习计划，能够帮助每一个学生在此次支教活动中有所收获。而项目的规范给参与其中、奉

献和努力的志愿者们带来了值得称道的活动体验。对参与支教活动的老师们的人身安全保障，支教活动

开展的财物支持，活动程序的规范严谨，让志愿者们切切实实的感受到项目规范化带来的良好的支教授

课体验。而针对志愿者授课内容的审核和改进意见，无疑是对志愿者支教能力专业化的进一步提升。这

些小微项目带来的内在改变，对支教活动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小微项目给益行支教活动带来的内在和外在的全面变化将为大学生支教活动开展提供更多有益的模

式探索，为小而优的支教活动开展提供了更多可能的组织形式。 
组织上的完善不能完全掩盖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作为小微支教项目，参与支教活动的老师

人数少，限制了支教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和完善。教师资源缺乏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其中原因也是值得

深入探究，从而发掘支教活动进一步开展的主观动力。 
支教活动的开展绝不仅仅凭借一颗热忱的心奋然的投入。它需要对组织活动形式的不断探索，寻求

真正对学生有利，开展顺畅，持续有效的组织方式。希望此小微项目的调查研究能为大学生支教活动提

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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