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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entering	the	new	era,	major	universities	in	China	ha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he	work	of	mor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Many importan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 volunteers, which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individual social practice abilities and the expansion of social experience 
for students. In this era, w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 volunteers, improv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volunteer services, and integrate them in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own values, in order to help themselves become better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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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新时代以来，高校志愿服务工作得到了全面的重视和强化，我国各大高校对于大学生的立德树人工作取得诸多重大进
展。其中，对于大学生志愿者的组织教育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对于学生个人社会实践能力的提升和社会阅历的拓展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加强对大学生志愿者的思想素质、理想信念、法律意识、劳动观念
等方面教育，提高大学生对于志愿服务的认知，并将其融入自身的价值观培育中，从而帮助自己成为更好的时代建设者和
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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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新时代以来，高校志愿服务工作得到了全面的重

视和强化。高校辅导员和团委纷纷加强了对志愿服务工作常

态化、制度化的建设。每年的寒暑假期间，都会有大量的大

学生积极踊跃参与到不同领域的志愿服务队伍中去。大家走

出校门，走进社会的各行各业，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来为人

民服务，用社会实践的亲身经历来检验所学的知识，并将书

本中的智慧转化为现实中实践的能力。特别是在疫情防控

中，许多大学生积极参与所在社区的疫情防控和志愿服务工

作，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极大

地锻炼了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服务能力 [1]。在这样的良好机遇

下，加强对大学生志愿者的思想教育非常重要。

2 思想铸魂，引领志愿服务

思想是时代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在积累了大

量实践经验、工作经验和管理经验之后，加强对新时代大学

生志愿者思想的教育，引导其在经历了大量实践后能够独立

自主地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独立自主

的思维能力和明辨是非的价值判断体系显得格外重要 [2]。

2.1 加强大学生志愿者的先进性教育
青年兴则民族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

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因此我们首先要培

养和锤炼大学生思想和行动上的先进性。大学生群体相对于

其他社会群体具有许多突出的优点。大学生们有大量充足的

时间来学习知识、思考人生，因而他们在参与志愿服务和社

会实践之前，可以较为纯粹地思考个人理想和人生价值，可

以将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展现个人风采和魅力的

舞台。为此，我们要加强大学生先进性教育，促使学生在实

践中进一步地创造个人价值，探索人生发展的方向，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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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们在立德树人方面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后续大量社会实践

的开展创造良好开端。

2.2 加强大学生志愿者个人成长教育
大学阶段是人生的重要成长阶段，大学生们可以在这

一阶段充分地利用充裕的时间和良好的环境，来学习知识、

掌握本领，促进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通过组织大学生积极参

与志愿服务，可以引导大学生们将自身对于价值判断的标准

和对理想的追求，应用于现实生活中，用真实具体的实践来

检验自己认知的真理性。因此，我们要在大学生志愿服务中

加强对大学生个人成长意识的思想教育，让大学生能够以更

加长远的视角来看待个人在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中的成长，

引导大学生更加有针对性地规划自己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

的发展，并辅助大学生形成健康持久的学习习惯。

大学生的先进性和特殊性决定了我们要为他们步入社

会之前扣好人生的扣子，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利用好大学生积

极参与志愿服务的有利资源，引导大学生将对祖国和人民的

信仰与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将大学生个人成长的

点点滴滴与人生努力方向、时代发展的脉搏、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征程相结合，进一步提升大学生在志愿服务中的

责任意识和价值意识，全面促进大学生思想的提升和培根

铸魂。

3 固本强基，塑造服务意识

3.1 加强法律意识教育
在对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思想教育的内容设计上，我们

要注重加强法律意识教育，让大学生在最初接触社会的时候

就能够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守护他人的正当权

益。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年轻的大学生会面对许多意想不

到的突发情况，甚至还要面对个别违法犯罪行为。我们首先

要教育引导大学生在参与志愿服务之前进行充分的相关法

律知识学习，要严格保证自身的言行举止在法律框架内执

行，要充分学会用法律武器来避免自身不必要的损失，要学

会在志愿服务中弘扬法律精神，坚守公平正义，努力为构建

法治社会，捍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出贡献。

3.2 加强思想品德教育
在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离不开

道德的约束。我们要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大学生基本道德观的形成，指导大学

生在志愿服务中合理地处理人际关系，化解不同人群之间的

误会和矛盾。我们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早在春秋战国

时期，中国就有构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社

会的理想，千百年来，助人为乐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我们要引领大学生在志愿服务中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发展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我

们还要大力弘扬革命文化，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初出茅庐

的大学生群体必然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会遇到许多

挫折和磨难，要增强挫折教育，磨炼大学生的坚强意志，用

革命先烈不怕牺牲不怕苦的革命精神来教育引导大学生们，

从而锻造他们新时代的革命性。

4 以案促学，强化理想信念

在对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思想教育的方法策略上，我们

要重视以案促学，用大学生身边最贴近的案例来分析研究，

可以大幅提升大学生的接受度，用大家熟悉的英雄模范人物

来教育引领大学生，有助于他们树立更加坚定的信念 [3]。

首先要加强对现实案例的搜集整理工作。通过对每一

次志愿服务的细心整理，记录下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并通

过研究分析，对同一类型的案例进行归纳总结，并从中形成

规律性强的参考范式。例如：疫情防控背景下的社区志愿服

务、春运期间的火车站志愿服务、节假日期间的博物馆志愿

服务等。这些方面涌现出的典型案例，对组织大学生志愿者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教育意义。同时，高校要组织师资力

量加强对重要时间节点和常见典型案例的理论分析，通过广

泛深入调查研究以及申请研究课题等方式，形成常态化的教

育管理研究机制，为高校志愿服务工作的持续开展，以及大

学生志愿者的常态化教育贡献智慧和力量。

还要充分利用好英雄模范的影响力，加强对大学生志

愿者的理想信念教育。以辽宁为例，我们首先要组织带领大

学生前往“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辽沈战役纪念馆、抗美援

朝纪念馆、中国工业博物馆等地参观学习红色历史，了解自

己家乡的光辉历史，从而教育大学生深刻理解祖国今天的强

大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激发新

时代大学生勇担时代使命的昂扬斗志。我们还要组织学生参

观学习雷锋纪念馆，集体学习讨论《雷锋日记》，动员大家

在日常生活中向雷锋同志学习，并用雷锋精神来激励自己在

志愿服务中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们还要组织学生向新时代

的罗阳、郭明义等模范人物学习，努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历史征程中建立自己的功勋。

5 综合育人，提升实践能力

在对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思想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要注

重综合育人，提高大学生在人生发展及个人成长等方面全面

提升的意识，培养大学生“处处留心皆学问”的观念。要想

在思想教育上提前为大学生们树立全面发展的意识，需要在

信息技术、医疗卫生、语言表达等方面加强大学生在志愿服

务中的综合教育。

信息技术是当前众多行业都必须接触的现代化技能，

也是大学生在参与志愿服务工作中必须掌握的能力。在新时

代，大学生从事志愿服务工作不能仅仅是干传统意义上的各

种体力劳动，要充分地将年轻人独有的朝气和活力融入整个

志愿服务工作中，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信息技术的应用，提

高大学生对于宣传工作的重视 [4]。

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医疗健康和卫生习惯显得尤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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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是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熟过程中必须具备的能力，而

这些能力可以在志愿服务中得到充分的实践和锻炼。我们要

教育大学生对于医疗健康的认识要有科学态度，引导大学生

养成良好的卫生健康习惯，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在志愿服务中

努力宣传健康知识和医疗常识，在新时代的社会发展中营造

科学健康的新风尚。

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是新时代大学生最常用的社交能

力，是大学生志愿者展示自己最有力的手段。在日常的社会

工作中，绝大多数的矛盾和误会都是因为缺乏语言沟通交流

导致的。在志愿服务中，志愿者语言表达能力的欠缺既会影

响志愿服务工作的有效开展，严重的还会导致志愿者的自

卑。我们要培养大学生良好语言表达的意识，强调文明用语

和积极沟通在志愿服务工作中的重要性；要教育引导大学生

通过读书会、演讲、辩论等语言类活动有意识地提升个人的

语言表达能力，锤炼大学生志愿者的语言表达能力，提升大

学生的思辨能力和思想境界。

6 积极劳动，涵养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是新时代大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必须具备的职

业素养和时代精神。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和社会都大力开

展高质量发展，这就需要大学生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积极锤

炼自身的工匠精神，锻炼专业实践能力，加强自身的劳动教

育，在思想意识上促使自己更加适应时代的节奏和发展。

在大学期间，大学生对于专业知识的学习往往缺乏实

践的经验，尽管许多高校会组织大学生参与岗前培训或实

习，但相当一部分的学生社会工作经验和服务意识还不够成

熟。我们要充分利用志愿服务的广泛性吸引不同专业的大学

生参与不同领域的志愿服务，努力让每个专业的特长都能够

在直面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得以充分发挥 [5]。在这样的过

程中，我们要吸纳专业课教师积极参与，在实践的过程中开

展课程思政教育，用大学生们亲身经历的现实案例来开展教

学，让学生们对专业知识的社会价值和时代发展有更深刻的

理解。在这样的基础上，引领大学生在志愿服务中，更好地

将专业所长与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征程相融合，既可以在社会中打磨专业能力，更可以

进一步升华大学生对工匠精神的理解和践行。

加强劳动教育是近年来各高校在大学生教育管理中都

突出重视的问题。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现代科技

给生活带来的诸多便利，越来越多大学生的劳动技能和劳动

意识均有所下降。因此在志愿服务的社会实践中，我们要增

加更多劳动教育的内容。首先，我们要组织大学生志愿者们

从事体力劳动，让学生们深刻意识到提升身体素质的重要

性，还要让学生们深刻理解体力劳动者们的不易。其次我们

要组织开展技能型劳动，让大学生们在劳动中学习并感悟劳

动人民在发明创造劳动技能中展现的智慧，并进一步深刻理

解科技革命对于提升劳动效率的重要性。我们还要教育学

生重视家庭劳动教育，努力构建良好家风。在家庭生活中，

父母往往承担较多家庭劳动，许多学生在过往 20 多年的经

历中很难形成在家庭中的劳动意识。我们首先要组织大学生

观察和了解自己的父母，思考他们所付出劳动的宝贵之处，

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关爱他们的辛勤付出。进而组织大家

积极参与家庭劳动，将所学知识和劳动技能与家庭生活相结

合，努力构建新时代大学生的家庭观，并不断发挥工匠精神

的魅力。

大学生志愿者思想教育作为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重

要内容，既需要不断地调查研究，以符合和满足时代发展的

需要，又要不断地改进教育理念和工作方法，以适应大学生

成长的需要。通过对以往工作的总结，我们发现思想教育的

内容庞杂，需要我们在组织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全过程中

及时搜集整理并加以分析研究，从而为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

工作积蓄力量。对于大学生志愿服务的教育，我们也要更加

注重思想的引领，不断地用新时代的智慧和力量来为大学生

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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