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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体育志愿服务现状调查与分析 ①

———以湖南科技大学为例

王茜，王雪峰，周雅丽
（湖南科技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对湖南科技大学大学生体育志愿者的基本状况、
服务内容、服务形式、经费、影响因素、培训情况和管理状况多个方面的内容进行调查研究。从而根据湖南科技大学学生

体育志愿服务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而对如何提高学生体育志愿服务工作，提供可用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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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是社会现代化进程发展的产物，出现在１９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帮助他人的慈善服务，现今
随着志愿服务的逐步发展与完善已深入到文化、政治、教育、体育、医疗事业等多个领域［１］。和国外体

育志愿服务相比较，我国体育志愿服务的发展要落后许多，第一次出现是在１９９０年的北京亚运会上。
其后，１９９７年在上海举办的第八届全国运动会上，４０多万人参与清理场馆、宣传、迎送礼仪等各项服
务［２］，使人们看到体育志愿服务发展的重要作用。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有１０万多人赛事志愿者，而绝大
多数都是高校大学生，说明高校大学生体育赛事志愿服务已经发展的较好。大学生体育志愿活动的开

展，既有益于大学生开阔视野和了解体育知识来服务广大群众，又能够使体育志愿者自身的水平得到极

大的提高。既可以完善大学生专业知识与社会需求的结合，又实现书本知识与社会文化的统一。既可

以培养自身的全面发展，又可以为以后在社会上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促使大学生体育志愿者为我国的

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创造出社会与经济效益，为我国大众体育健身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３］。因此，

本文对湖南科技大学学生体育志愿服务现状的调查与研究，对发现我校体育志愿服务中存在的的问题，

完善我校体育志愿服务体系，促进我校体育水平的提高，在推进校园体育文化中起着积极向上的作用，

为体育志愿服务的研究提供理论和可行性建议指导。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在湖南科技大学各学院中随机选取１００名学生做为调查样本，进行调查研究。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查看相关优秀硕博论文数据资料库，检索和查阅了今年来有关志愿服务、体育志愿服

务、体育赛事与大众体育志愿服务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和文件期刊，进行分析整理，力求从中得到启发，发

现问题，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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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问卷调查法
１）问卷设计
本调查问卷在设计中参考相似研究资料和遵循社会学有关问卷设计的要求及相关规律，根据湖南

科技大学大学生参与体育志愿服务的基本情况、活动形式、参与动机、组织结构、培训的时间与方式、阻

碍因素等特征，并与预研究因素相结合进行设计，对湖南科技大学大学生体育志愿服务的现状、开展情

况等方面进行设计。

２）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在湖南科技大学各学院随即发放调查问卷，共１００份，回收问卷９７份，回收率９７％，其中有效问卷

共９５份，有效率为９５％。
３）问卷的信度与效度的检验
第一，信度检验。本问卷为了检验所调查信息的真实性，特采用重测法，在第一次调查的后２周，用

同样的问卷从第一批调查者中随机抽取一部分重测。对结果进行分析后得出相关系数 ｒ＝０．８９，ｐ＜
００１，证明此问卷具有可信度。

第二，效度检验。为确保有效性，在问卷调查前特向湖南科技大学相关老师进行审核评定，对问卷

问题设计逻辑有效性进行分析，并对问卷进行效度评价。结果表明：此问卷所调查的问题能反映研究所

需要的内容，问卷具备调查的效度。

１．２．３　访谈法
通过对参与体育志愿服务的志愿者进行访问以及对相关专家进行走访调查，从而获得用于研究的

最真实可靠、最直观的资料，有利于本文调查研究的进行和探讨。

１．２．４　数理统计法
对回收的问卷运用ＥＸＣＥＬ表格和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所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分析研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湖南科技大学大学生参加志愿活动分析

从表１可以看出湖南科技大学大学生偶尔参加和参加过一两次体育志愿活动的比例较高，分别占
３１．５７％和４２．１１％，而经常参加体育志愿活动的人数仅为１０．１１％。可见，学生对体育志愿服务这一活
动认识不足，参加体育志愿活动的随意性较大。

表１　参加体育志愿活动情况统计表

项目 经常参加 偶尔参加 参加一两次 没参加

人数（人） １０ ３０ ４０ １５

百分比（％） １０．５２ ３１．５７ ４２．１１ １５．７８

２．２　参与体育志愿活动的目的分析
从表２可以看出湖南科技大学大学生参与体育志愿活动的目的主要是出于回报社会、丰富经验和

提高技能。其比例分别为３１．５７％、２４．２１％和２５．２６％。而其中丰富经验和提高技能的人数总体较多，
说明大学生参加体育志愿服务，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毕业之后的工作打下基础，提高个人综合

素质。

表２　参与体育志愿活动的目的统计表

项目 结交新朋友 丰富经验 回报社会 帮助他人 提高技能

人数（人） １０ ２３ ３０ ８ ２４

百分比（％） １０．５２ ２４．２１ ３１．５７ ８．４２ ２５．２６

２．３　体育志愿服务开展前的宣传情况
从表３中可以得出大部分同学是通过班级内部宣传和看横幅的情况下知道体育志愿活动的开展时

间和内容，其比例分别为３１．２５％和２６．０４％。说明获取信息的渠道不是很多，而网络和他人也占有一
定的比例，说明学校的宣传方式做的并不是很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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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体育志愿服务开展前宣传情况统计表

项目 网络 挂横幅 开宣讲会 他人 班内部宣传

人数（人） １７ ２５ １０ １３ ３０
百分比（％） １７．８９ ２６．３１ １０．５２ １３．６８ ３１．５７

２．４　参加体育志愿服务的招募情况
从表４可以看出参加体育志愿服务的学生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招募方式参加体育志愿活动情况。

包括学院组织、他人推荐、主动联系、社团组织等方式。主动联系比例最高，为３１．５７％，再就是学院组
织和社团组织，分别为２５．２６％和２１．０５％，因为学院组织和社团组织的志愿活动一般是赛事服务，所以
相对人数较多。而其它几种形式的比例都不高，从这一方面可以学校对大众体育事业的重视程度不够，

同学们对大众体育志愿服务认识不够。

表４　参加体育志愿服务的招募情况统计表

项目 学院组织 他人推荐 主动联系 社团组织 其它

人数（人） ２４ １５ ３０ ２０ ６
百分比（％） ２５．２６ １５．７８ ３１．５７ ２１．０５ ０．６３

２．５　体育志愿者的培训情况
表５中结果表明，参加一天体育志愿服务培训的人数比列最高，这说明学生偶尔参加体育志愿活

动，其培训的次数也很少，导致对体育志愿服务这一领域的不了解。但是，在经常参加体育志愿的学生

中，每次参加的培训３天或３天以上的人数比例也较低，分别是２２．１１％和１２．６３％，这说明湖南科技大
学学生体育志愿者参加培训的时间严重不足。而志愿者参加培训的最主要方式是现场学习和与志愿者

交流，分别为５５．７８％和２０％，其它方式比例都不高，说明体育志愿者本身所掌握的知识也不够进行指
导体育志愿活动的进行。

表５　参加志愿者的培训时间与方式情况统计表

项目
培训时间

１天
培训时间

３天
培训时间

３天以上
培训方式

视频学习

培训方式

现场学习

培训志愿

者交流

人数（人） ４２ ２１ １２ １４ ５３ ２８
百分比（％） ４４．２１ ２２．１１ １２．６３ １４．７３ ５５．７８ ２９．４１

２．６　参与体育志愿活动服务的内容
从表６可以看出在这些服务内容上，参与人数较多的依次为体育赛事活动、校运会、指导他人及组

织体育训练，其比例为３８．９４％、３２．６３％、１６．８４％和１１．５７％。而选择体育赛事活动和校运会的人较
多，占有６９．７５％，说明湖南科技大学体育赛事志愿服务开展的比较好。而选择指导他人和体育训练的
人数仅有３０．２５％，说明大众体育志愿服务在湖南科技大学发展还比较落后。

表６　参与体育志愿活动服务内容统计表

项目 指导他人 体育赛事 校运会 体育训练

人数（人） １６ ３７ ３１ １１
百分比（％） １６．８４ ３８．９４ ３２．６３ １１．５７

２．７　体育志愿活动激励和奖惩情况
从表７可以看出大部分人还是希望有或有适当的奖励，其比例为６１．１４％，这说明合理的激励和奖

惩制度有利于鼓舞同学们参与体育志愿服务的热情，也是对同学们在服务中的付出给予的肯定。而不

需要和必须要的一共只有３８．８６％，说明同学们对自己在服务中的付出还是希望能得到一定的肯定。
表７　体育志愿活动激励和奖惩情况统计表

项目 不需要 希望有 适当奖励 必须有

人数（人） ２０ ２８ ３０ １７

百分比（％） ２１．０５ ２９．４７ ３１．５７ １７．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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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不愿参与体育志愿服务的原因
从表８可以看到湖南科技大学学生不愿参与体育志愿服务的原因没有时间的人占少数为 １７．

８９％，没有意义和没有相关报酬奖励的占多数为５５．７８％。说明学生并不是没有时间，而是对体育志愿
服务了解不够深，只是片面的认为体育赛事志愿服务才具有意义和回报。

表８　不愿参与体育志愿服务的原因统计表

项目 没有时间 没有兴趣 没有奖励 没有意义

人数（人） １７ ２５ ２７ ２６

百分比（％） １７．８９ ２６．３１ ２８．４２ ２７．３６

２．９　体育志愿服务活动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湖南科技大学大学生体育志愿服务活动中主要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是体育志愿

组织力量薄弱，缺少资金供给，体育志愿活动较少，缺少专业知识人员指导和奖惩激励措施以及其它的

社会因素。比如缺乏科学、有效的管理，对大学生体育志愿者重视程度不够，学生对参与体育志愿服务

的主动性不强，对体育志愿服务缺少一定的认知。不愿参加大众体育志愿服务。这些都影响着湖南科

技大学体育志愿服务的发展。

３　结论与建议
３．１　结论

１）湖南科技大学大学生体育志愿活动目的包括丰富经验、提高技能和能力、回报社会和充实简历
等几个方面，整体来看，我校大学生对进行体育志愿服务基本具有正确的价值选择，对从事体育志愿服

务的目的都是积极主动的。

２）大学生对参与体育志愿活动的兴趣不足，对体育志愿活动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很
好的认识体育志愿服务在体育事业中所具有的作用。

３）大学生体育意识不强，参与体育志愿服务培训严重不足，对获取体育志愿活动开展的渠道不多。
４）没有合理的激励和奖惩制度。没有相关的政策来保障志愿者本身在活动中的权益。对大众体

育志愿服务认识不够。

５）体育志愿组织力量薄弱、缺乏专业知识指导、缺乏自我约束是制约和影响学生参与体育志愿服
务活动的主要因素。

３．２　建议
１）体育志愿组织应注意加强对大学生参与体育志愿服务的目的进行正确引导，促使其形成正确的

体育志愿服务参与认知。

２）学校要通过举办各种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从而不断加强大学生对参与体育志愿服务活动的相
关知识及能力的培养。

３）学校应加强和注重对体育志愿服务的宣传，广开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体育志愿服务的本质。
４）应建立健全合理的激励政策，加强对大学生体育志愿活动的价值引导。以政策的手段来调控大

学生体育志愿活动行为。加强和引导大学生对大众体育志愿服务的认知，多开展一些大众体育活动。

５）加强对体育志愿组织结构的管理，培养专业的体育志愿服务指导人员，加强体育志愿服务活动
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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