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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志愿服务是“三全育人”背景下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载体，然而，志愿者持续参与意愿低、
流动性强等问题制约着志愿服务长效机制的建立健全。以Ｈ市８１５名大学生志愿者为研究对象，探索个人发展激励对
志愿行为持续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发现志愿服务获得感在影响机制中的中介效应。调查结果显示：（１）大学生志愿
行为持续性不强，志愿服务获得感处于中等偏低水平；（２）个人发展激励均显著正向预测志愿行为持续性、志愿服务获
得感；（３）志愿服务获得感显著正向预测志愿行为持续性，并在个人发展激励影响志愿行为持续性过程中发挥中介作
用。调查表明：要增强志愿行为持续性，应重视个人发展激励的创新应用，重塑志愿服务获得感，以实现志愿服务社会价

值与育人价值的充分融合。

关键词：大学生志愿服务；个人发展激励；志愿服务获得感；志愿行为持续性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３）０４－０１１６－０８

１　问题的提出
作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之一，大学生志愿

服务是高校实践育人的关键载体。２０２０年，《教
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

系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深化实践教育。把思

想政治教育融入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实习实训等

活动中，创办形式多样的‘行走课堂’”［１］。然而，

目前高校志愿服务仍存在志愿者持续参与意愿

低、流动性强等问题，志愿长效机制有待健全［２］。

因此，增强大学生志愿行为持续性是建立健全大

学生志愿服务长效机制的关键。

赫茨伯格的双因素激励理论为高校建立大学

生志愿服务长效机制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赫茨

伯格实证研究发现，工作中常用于激励人的各项

因素中有两类效果不同、功用不同的因素，他将其

命名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保健因素（如工作

环境、福利待遇等）的改善只能消除员工的不满

情绪，却不能真正调动工作积极性；而激励因素

（如工作成就感）围绕个人的发展需求，能够激发

员工的工作激情，有效提高工作效率［３］。当前高

校针对大学生志愿服务的激励政策多种多样，然

而“激而不励”的鸡肋政策也普遍存在，究其原

因，是只注重保健因素而忽视了激励因素，影响了

志愿行为的持续性［４］。本文的个人发展激励是

区别于保健因素的激励因素，它通过关注志愿者

个人成长需要，激发志愿者兴趣、热情、成就感、责

任心等，带来志愿服务获得感。志愿服务获得感

可以让志愿者受到内在激励，进而产生持续参与

志愿服务的热情。

为此，本文以 Ｈ市大学生志愿者为研究对
象，探索个人发展激励、志愿服务获得感和志愿行

为持续性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相关及怎样互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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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探索志愿服务获得感在个人发展激励与志愿

行为持续性之间是否形成了中介效应，同时，厘清

个人发展激励影响大学生志愿行为持续性的成因

及其作用机制，并针对性提出措施以重塑志愿服

务获得感，增强志愿行为持续性，更好地践行志愿

服务实践育人目标。

２　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２．１　个人发展激励与志愿行为持续性

针对大学生志愿行为持续性不强的困境，已

有研究表明，完善个人发展激励是增强持续参与

意愿较为成熟的路径［５］。个人发展激励是志愿

服务激励方式之一，通过为志愿者带来个人知识、

技能、能力等方面的提升，满足志愿者自身成长需

要，调动志愿者参与热情，促使其持续投入志愿服

务中，对志愿行为持续性这一外显变量具有明显

正向影响［６－８］。个人发展激励是体现志愿服务激

励机制个性化特征的一个重要维度，可以有效激

发志愿者的内生动力［９］。相较于物质激励与精

神激励，个人发展激励对志愿行为持续性具有更

明显的正向影响［１０］。志愿服务同时具备社会价

值和育人价值：从其推动社会发展来看，它是满足

服务对象需求的产物；从其推动人格的完善来看，

它是志愿者个人实践与学习的产物［１１］。因此，我

们不难理解个人发展激励对志愿行为持续性的促

进作用。据此，提出假设１：个人发展激励正向影
响志愿行为持续性。

２．２　志愿服务获得感与志愿行为持续性
志愿服务获得感是一种内在的心理体验，也

是增强志愿行为持续性的关键变量［５］。“获得

感”本表示获取某种利益后产生的满足感。黄冬

霞等从字面拆分解释：“获得感”即“获得”和

“感”，两者为因果递进关系，即有客观获得才有

主观感受［１２］。志愿服务获得感是学者针对志愿

者群体赋予获得感的专有内涵，均以约定俗成的

字面意义存在于文本中，对该概念的科学界定较

少。本文引用刘鸿畅等对“高校青年志愿服务获

得感”所界定的内涵，即高校青年志愿服务获得

感意指青年志愿者自身在从事志愿服务活动过程

中或过程后获得的精神利益及其对获得内容的积

极主观体验和借此形成的不断从事志愿服务活动

的动力因素［１３］。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志愿者参与

服务也是基于收益最大化和代价最小化作出的选

择。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者从对志愿服务对

象的付出中得到了一定的积极情绪价值，便会选

择加强“自我卷入度”［１４］。部分研究者则从反面

证实了消极的志愿服务获得感会导致志愿服务中

断［１５－１７］。据此，提出假设２：志愿服务获得感正向
影响志愿行为持续性。

２．３　个人发展激励与志愿服务获得感
现有研究证实，个人发展激励会提升志愿服

务获得感，通常表现为个人发展激励使志愿者具

有良好的自我提升感、自我实现感。当志愿者在

志愿服务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并获得

相应能力的提高，不断增强自信，学会悦纳自己，

便会对自身能力产生更高的认同感，也正因为志

愿者坚信志愿服务有利于个人发展，便乐于投入

服务，拥有积极的获得体验［１８］。石伟等运用心理

资源说，论证志愿行为通过增强志愿者应对挫折

的能力来提升志愿者的幸福感，从而对个体心理

健康产生积极影响［１９］。张洁的高校志愿者满意

度实证研究则证明志愿服务过程中是否存在有利

于个人发展的培训内容会影响志愿者的获得体验

与自我提升感［２０］。据此，提出假设 ３：个人发展
激励正向影响志愿服务获得感。

２．４　志愿服务获得感的中介作用
过往研究证实个人发展激励是影响志愿行为

持续性的重要因素，但是其具体作用机制尚待明

确。因此，探讨个人发展激励对志愿行为持续性

的中介作用机制，即回答个人发展激励如何影响

志愿行为持续性，是很有必要的。前文分析已证

明个人发展激励对志愿行为持续性具有显著预测

作用，以及志愿服务获得感可显著预测志愿行为

持续性，因此，志愿服务获得感有可能是个人发展

激励影响志愿行为持续性的中介变量。田丽娜指

出，薄弱的激励环节消减了志愿者内心的社会认

同感和个人积极性，从而削弱了志愿服务活动的

持续性和连贯性［２１］。这说明只有尊重并接纳志

愿者的个人需求，提供差异化的个人发展激励，才

能让志愿者更有“被激励感”，从而提升其继续投

身于志愿服务的意愿。据此，提出假设４：志愿服
务获得感在个人发展激励对志愿行为持续性的影

响中具备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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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研究设计
３．１　抽样方案与数据收集

采取在线上问卷调查与线下纸质版收集问卷

调查相结合的方式（线上收集 ６３０份，线下收集
４０２份），抽取 Ｈ市 １１３２名大学生完成问卷调
查，并筛选出 １０２５名参加过志愿服务的被试。
根据测谎题剔除无效问卷２１０份，最终获得有效
问卷８１５份，有效回收率 ７２．０％。其中男生 ２８７
人（３５．２％），女生 ５２８人（６４．８％）；大一学生 ３５７
名（４３．８％），大二学生２４５名（３０．１％），大三学生
１５３名（１８．８％），大四学生６０名（７．３％）。
３．２　研究工具与变量测量
３．２．１　大学生志愿服务获得感量表

借鉴Ｃｌａｒｙ等人开发的志愿服务功能量表，
本文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获得感量表分为荣誉获

得、人际获得、获得体验（积极或消极情绪）、自我

提升（知识技能与社会化成长）、自我实现（获得

认可，实现个人价值）５个维度。其中，自我实现
维度采用Ｊｏｎｅｓ和 Ｃｒａｎｄａｌｌ共同编写完成的自我
实现简短指标（ＳｈｏｒｔＩｎｄｅｘｏｆＳｅｌｆ－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简称ＳＩＳＡ）。荣誉获得主要测量大学生志愿者参
与志愿活动所获得的荣誉认可；人际关系主要测

量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志愿活动的社会性关系获得

及提升；获得体验主要测量大学生志愿者在荣誉

获得、人际关系、自我提升、自我实现四个维度获

得感相互作用下获得的情绪情感体验；自我提升

主要测量大学生志愿者的知识经验获得、能力获

得、社会性发展等；自我实现主要测量大学生志愿

者人生价值目标的实现情况。量表共１８个题项，
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分值越高，获得感越强

烈。具体题项有“在参加志愿活动后，我明确了

要为之献身的目标”“参加志愿活动扩宽了我的

视野，让我更好地了解社会”等。

大学生志愿服务获得感量表采用五级计分方

式，取得分数越高说明其在志愿活动中有更强烈

的获得感。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９４４。
３．２．２　大学生志愿行为持续性量表

测量被试每学期参与志愿服务的时间、频率

和持续性参与意愿的平均值。时间：进入大学以

来，你平均每学期的志愿服务时长大约是多少？采

用５点计分（０～５小时＝１，５～７．５小时＝２，７．５～１０
小时＝３，１０～１２．５小时＝４，１２．５小时以上＝５）。频

率：进入大学以来，你平均每学期参加几次志愿活

动？采用４点计分（０次＝１，１～２次＝２，３～４次＝
３，５次及以上＝４）。持续性参与意愿：你是否愿
意继续报名参与志愿活动？采用４点计分（不愿
意＝１，基本愿意＝２，愿意＝３，非常愿意＝４）。将
时间、频率、持续性参与意愿标准分的平均值作为

志愿行为持续性的指标，得分越高，表示志愿者服

务持续性越强。

３．２．３　个人发展激励的测量
询问研究对象是否接受过个人发展激励：“志

愿服务组织是否提供有利于志愿者个人发展的志

愿服务激励（包括是否提供专业技能培训、是否提

供阶段性反馈以督促志愿者成长等）。”其中，接受

过个人发展激励的学生共５４３名（６６．６３％），没有接
受过个人发展激励的学生共２７２名（３３．３７％）。
３．３　数据处理

本研究通过探究多种激励机制对志愿行为持

续性的影响，证明志愿服务获得感在该联系中起重

要作用。自变量为“个人发展激励”，因变量为“志

愿服务持续性”，中介变量为“志愿服务获得感”。

在整理分析数据前，将二分变量的自变量进

行哑变量化：将自变量转化成０和１的虚拟变量，
其中“接受过个人发展激励”设置为１，“没有接受
过个人发展激励”设置为０。

本研究使用 ＳＰＳＳ２３．０、Ｈａｙｅｓ［２２］编制的
ＰＲＯＣＥＳＳ插件及ＡＭＯＳ２３．０对所有数据进行整理
与分析，并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进
行中介效应检验。在分析数据之前，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子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２３］，ＫＭＯ＝
０．９０４＞０．６，ｐ＜０．０５，适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在转轴
的情况下各因子间成分互不重叠，由此可见，本研

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４　研究结果与分析
４．１　各变量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研究所涉及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如

表１所示。各变量的总体状况：（１）在个人发展
激励方面，有 ６６．６３％的学生接受过个人发展激
励，说明比较多的学生接受过个人发展激励。

（２）在志愿行为持续性方面，志愿行为持续性的
均值为２．８９０，大学生志愿者持续性参与志愿服务
的意愿不强，参与度不高。（３）在志愿服务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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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方面，获得体验的均值最高（４．０２），荣誉获得的
均值最低（３．４０），这反映了大学生志愿者在参与
志愿服务时能够获得积极情绪，消除消极情绪，但

是他们收获的奖励偏少。

各变量相关分析的数据结果与预期假设一致：

个人发展激励与志愿服务获得感正相关（ｒ＝０．２３０，
ｐ＜０．００１）；志愿服务获得感与志愿行为持续性正相

关（ｒ＝０．３９０，ｐ＜０．００１）；个人发展激励与志愿行为
持续性正相关（ｒ＝０．２５０，ｐ＜０．００１）。各变量的描述
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

假设１提出的个人发展激励正向影响志愿行
为持续性，假设２提出的个人发展激励正向影响
志愿服务获得感，假设３提出的志愿服务获得感
正向影响志愿行为持续性均得到支持。

表１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ｎ＝８１５）

变量 Ｍ ＳＤ １ ２ ２ａ ２ｂ ２ｃ ２ｄ ２ｅ ３
１．个人发展激励 ０．６７ ０．４７ １
２．获得感 ３．７５ ０．６５ ０．２３ １
２ａ．荣誉获得 ３．４０ ０．８３ ０．１６ ０．７０ １
２ｂ．人际关系 ３．５８ ０．８５ ０．２２ ０．８５ ０．５５ １
２ｃ．．获得体验 ４．０２ ０．７６ ０．１６ ０．８６ ０．４２ ０．６５ １
２ｄ．自我提升 ３．９９ ０．７６ ０．２０ ０．８９ ０．４６ ０．６７ ０．８４ １
２ｅ．自我实现 ３．７８ ０．７４ ０．２０ ０．８１ ０．４１ ０．５６ ０．６７ ０．７３ １

３．志愿行为持续性 ２．８９ ０．８４ ０．２５ ０．３９ ０．２２ ０．３５ ０．３６ ０．３７ ０．３０ １

　　注：代表ｐ＜０．００１，代表ｐ＜０．０１，代表ｐ＜０．０５，下同。

４．２　志愿服务获得感在个人发展激励对志愿行
为持续性的影响机制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假设４提出志愿服务获得感在个人发展激励
对志愿行为持续性的影响中具备中介效应。志愿

服务获得感在个人发展激励和志愿服务持续性之

间的中介作用模型见图 １。采用非参数百分比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５０００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

果表明（见表２），该模型的总效应为０．４５１（ＬＬＣＩ＝
０．３３２，ＵＬＣＩ＝０．５７０）。其中：个人发展激励对志愿
服务持续性的直接效应为 ０．３１０（ＬＬＣＩ＝０．１９６，
ＵＬＣＩ＝０．４２４），占总效应的６９％；志愿服务获得感
的间接效应为０．１４１（ＬＬＣＩ＝０．０９４；ＵＬＣＩ＝０．１９４），
占总效应的３１％。

表２　志愿服务获得感对个人发展激励、志愿服务持续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效应值 ＳＥ ＬＬＣＩ ＵＬＣＩ 占总效应比

个人发展激励→志愿服务持续性的总效应 ０．４５１ ０．０６０ ０．３３２ ０．５７０

个人发展激励→志愿服务获得感→志愿服务持续性的间接（中介）效应 ０．１４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９４ ０．１９４ ３１％

个人发展激励→志愿服务持续性的直接效应 ０．３１０ ０．０５８ ０．１９６ ０．４２４ ６９％

图１　志愿服务获得感在个人发展激励和志愿服务持续
性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５　研究结论
５．１　Ｈ市大学生志愿者志愿行为持续性、志愿服

务获得感均处于中等偏低水平

结果表明，当前Ｈ市大学生志愿者志愿行为

持续性均值为２．８９。这说明志愿服务中断、志愿
者流失等问题普遍存在，高校建立学生志愿服务

长效机制任重道远。这与以往对大学生持续性志

愿行为的研究结果一致［２，５］，也与以往对大学生

志愿服务困境的研究结果一致，志愿服务活动确

实面临不持久的现实困惑［２４］。通过访谈调查可

知，志愿者选择中断服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

志愿者个人原因。由于时间、精力有限，难以兼顾

学业与志愿服务，中断志愿服务是取舍后作出的

选择。二是志愿组织者存在的问题。志愿服务形

式单一、志愿者保障机制不健全、志愿激励机制针

对性不强等，削弱了志愿者持续参与服务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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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市大学生志愿者的志愿服务获得感均值为
３．７５，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尽管缺少有关志愿服
务获得感的实证研究，但其中自我提升感、自我实

现感较低这一结论，与唐钧［１５］、刘建琳 ［１６］的研究

结果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关志愿者幸福

感的研究表明志愿者主观幸福感水平中等偏上，

似乎与中等偏低水平的志愿服务获得感相悖，但

志愿服务获得感是基于客观获得而产生的，相较

于志愿者幸福感更具有客观性［２５］。结合志愿服

务获得感的生成逻辑结构“需求—供给—体验—

实践”，推测志愿服务获得感偏低的原因在于志

愿服务组织方所提供的志愿服务机会难以满足志

愿者实践过程中的期待与需求，志愿者无法对志

愿者身份、志愿服务的意义形成情感层面的认同。

５．２　个人发展激励正向预测志愿行为持续性
研究结果表明，个人发展激励直接正向预测

志愿行为持续性。这与张静宇等［１０］、王俊玲［２］的

研究结果一致。这也说明志愿服务顶层设计者应

充分考虑大学生志愿者的身心特点，尊重其利他、

利己动机交织形成的多元化志愿服务动机。志愿

激励机制既不能无限拔高利他动机，只强调无私

奉献的志愿精神，也不应局限于粗放型经济激励、

荣誉激励等激励措施。物质奖励、证书等外界因

素对提升志愿服务获得感和增强志愿行为持续性

的作用并不明显；服务他人的同时也能提升自我

的“个人发展激励”却能极大地提高志愿者满意

度。邓国胜等的研究发现“获得奖励（证书、物品

等）”与志愿服务的满意度存在负相关关系，而志

愿者成长、发展、提升个人能力的需求越强烈，对

岗位服务的满意度越高，持续性参与意愿越

强［２６］。究其原因，功利性物质奖励是即时性满

足，满足感易消散，同时，长期满足于物质激励的

志愿者往往只在乎单次志愿活动的完成，没有长

期参与志愿服务的规划。因此，只有注重挖掘大

学生志愿者的内在需求，实现服务他人与个人发

展的有机统一，才能促进志愿服务持续性建设。

５．３　志愿服务获得感在个人发展激励对志愿行
为持续性影响中具备部分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个人发展激励既直接显著影

响志愿行为持续性，也能够通过志愿服务获得感

的中介作用对志愿行为持续性产生影响，即个人

发展激励能提高志愿服务获得感，进而提升志愿

行为持续性。中介路径分析结果只证实了部分中

介效应。志愿者在志愿服务过程中收获的积极或

消极的情绪体验，影响其志愿服务态度和志愿服

务“卷入度”，张网成等发现在服务过程中感到快

乐的志愿者中断服务的发生比仅为那些未感到快

乐的志愿者的 １／６［７］。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导
致志愿者对志愿项目的认同感和对志愿组织的归

属感不强，从而削减了志愿者持续参与的意愿，

如：高校缺乏高水平、特色化的志愿服务项目，志

愿者招募极少遵循“择优选拔、专业匹配”的原

则，志愿者培训形式化，作秀式、应景式志愿服务

泛滥，等等。因此，要培育大学生志愿者的持续性

志愿行为，需要将“为志愿者提供个人发展激励”

作为志愿服务顶层设计的主要目标之一。

６　研究启示
结合上述讨论，目前高校志愿激励机制之所

以“激而不励”，是因为激励机制顶层设计只注重

保健因素而忽视激励因素，并未考虑到大学生志

愿者的个性化、深层次需求。形式多样化、内核同

质化的高校志愿服务只给志愿者带来了“快餐

式”的志愿体验，与志愿者预期相差甚远，缺少吸

引力。简而言之，高校志愿服务忽视志愿者个人

的真正需求，对志愿者只提要求却不注重解决其

在志愿服务过程中的成长、发展问题，因而面临志

愿者可持续参与意愿低、志愿者流动性大等问题。

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将大学生志

愿者的个人发展需求视为建立志愿激励机制的主

要依据，完善个人发展激励机制，注重解决大学生

志愿者在志愿服务过程中面临的成长、发展问题，

帮助其重塑志愿服务获得感，是建立长效志愿服

务机制的应然选择。

６．１　打造特色持续性志愿项目，增强自我提升感
首先，高校应摒弃“快餐式”志愿服务项目。

“快餐式”志愿服务项目特指节奏较快、周期不超

过一周的项目，参与“快餐式”志愿服务项目的志

愿者往往只参加一次而不是持续参与其中。这种

项目的缺陷制约了志愿行为的持续性发展［１７］。

而“快餐式”志愿服务项目在高校普遍存在，志愿

者缺少长期性志愿服务项目的渠道，辗转于“走

马观花”式志愿服务项目，难以实现实践经验的

积累与自身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学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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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服务获得感。因此，集中资源建设持续性志愿

项目，是提高志愿服务获得感的重要举措。

其次，高校应致力于打造具有专业特色的志

愿项目。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顶层设计对志愿服

务活动的专业特色和品牌建设不够重视，仅仅为

了宣扬志愿精神而选择套用经验复制工厂流水线

式志愿服务项目，如定期清扫校园、马路站岗等大

同小异的志愿活动。缺乏专业技能支撑和专业知

识融入的志愿服务项目效果不好，育人价值不高，

局限了大学生志愿者的自我发展，会使得志愿者

的消极情绪滋生，降低其持续参与的意愿。高校

志愿服务顶层设计可基于服务学习理论，引导志

愿者通过参与志愿服务，将专业知识技能应用于

解决现实问题，不断提升自身专业能力与核心素

养。高校应立足学科专业、学生需求，打造具有专

业特色的持续性志愿项目，如具有师范类专业特

色的假期公益支教、具有法律类专业特色的无偿

法律援助进社区、具有经济管理类专业特色的下

乡传经营之道和解经营之困等特色志愿项目，为

志愿者提供锻炼专业能力的机会，增强其自我提

升感。

６．２　完善志愿者培训机制，降低自我实现挫败感
打造具有专业特色的持续性志愿项目，需要

通过完善志愿者培训机制来培养一批专业化志愿

者团队。然而，目前志愿者培训机制仍存在培训

内容单一、培训方式传统、培训师资缺乏等问题，

这导致志愿者专业化水平不高，志愿服务效果不

佳。当志愿者对志愿服务无法胜任的感觉越来越

强，自我实现感不断受挫，中断服务的意愿便愈加

强烈，这就需要志愿组织者不断完善志愿培训机

制来提升志愿服务的胜任力。

一是构建具有针对性的二元培训机制。二元

培训机制是将志愿者基础性知识培训与项目专业

知识培训相结合的培训。基础性知识培训面向全

体志愿者，旨在培育志愿者的志愿精神，激发其对

志愿服务的认同感和参与感；各类专业知识培训

分别面向不同岗位的志愿者，旨在提高志愿者对

专业知识技能的掌握及运用水平，从而提高其志

愿服务的专业性。

二是强化志愿者的培训和考核评估。志愿者

培训与考核评估是全员性、全方位的，贯穿于志愿

服务前、中、后期。项目开展前期，学校要充分利

用教育资源，结合志愿项目需求，采用线上培训为

主、线下活动为辅的混合式培训；项目开展后期，

学校要加强对志愿者的考核评估，做到“开展前

培训，开展中监督，开展后评估”环环相扣，促进

志愿服务培训工作规范化，考核评估系统化。

三是组建志愿者培训的专业化师资队伍。志

愿者培训师资队伍的组成应是多元化的，应由高

校志愿服务领域的专家、志愿项目专业领域的专

业人士及志愿经历丰富的大学生志愿者组成：从

高校团委干部及高校辅导员队伍中选拔志愿服务

专职指导教师，负责基础性知识培训；根据具体志

愿项目专业需求，聘请相关领域的专业教师和社

会人士提供专业知识培训；邀请具有丰富实践经

验的优秀志愿者分享志愿经历，发挥同辈群体的

积极作用，引导更多志愿者持续投身志愿服务。

６．３　加强志愿者心理辅导，提供积极获得体验
大学生志愿者志愿服务获得感水平中等偏低

的结果证实了大学生志愿者群体从志愿服务中获

得积极情绪及精神利益的情况不容乐观。杨飞飞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对大学生志愿者的心
理健康状况进行测量，发现大学生志愿者的心理

健康水平要明显低于全国常模，有相当一部分人

存在中等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２７］。究其原因，主

要是大学生志愿者过于理想化的志愿服务动机和

专业知识技能的缺乏导致其无法适应志愿服务活

动，难以产生归属感，反而产生无力感、沮丧感等

消极情绪。因此，应高度重视志愿者的心理问题，

帮助志愿者树立正确的志愿服务动机，科学调整

其志愿服务状态。

一是为志愿者配备专业化心理辅导队伍。心

理辅导队伍由心理学骨干教师、心理学专业学生、

学生会心理干部等组成。专业化心理辅导队伍制

定志愿者心理辅导方案时，应密切围绕志愿者的

需求设计专题培训，将志愿者预约、辅导队伍约

谈、即时辅导等方式有机统一，结合志愿服务经历

帮助志愿者排解压力，调节情绪，引导志愿者在服

务过程中发掘自身优势，探索职业兴趣，实现自我

成长。

二是为志愿者搭建立体式“心理辅导网”。

当今，不少大学生以信息网络为依托寻求情感归

宿、心灵慰藉和价值认同。因此，网络心理健康教

育是志愿者心理辅导的有效途径。辅导团队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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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网络平台，通过一对一线上辅导、温情“树洞”

等深入人心的辅导方式，破除志愿者与辅导团队

的心理壁垒，促使志愿者主动积极地寻求心理辅

导。此外，可依托新媒体平台和朋辈志愿者队伍，

将志愿者心理教育线下培训向课外实践活动

延伸。

６．４　创新志愿服务反馈机制，延长“渡人渡己”
体验

创新志愿服务反馈机制是指在志愿服务过程

中或志愿服务结束后，及时为志愿者提供其个人

能力发展和志愿服务效果的反馈，提高志愿者的

自我成长感和助人成就感。学校应从志愿者、志

愿服务对象、志愿组织者等主体出发，创新渠道与

方法，建立有效的志愿服务反馈机制，延长志愿者

的“渡人渡己”体验。

一是建立志愿者和志愿服务对象的双向互动

反馈机制，保障助人成就感的持续性获得。首先，

应保证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者与服务对象的良好

沟通，确保志愿者能够接受阶段性反馈并根据反

馈结果进行志愿行为的相应调整；其次，在志愿服

务收尾阶段，志愿服务组织者可通过表彰大会、结

营仪式等活动为双方提供总结性反馈；再次，志愿

服务结束后，让志愿者线上线下定期回访服务对

象，跟踪服务对象的发展态势。

二是建立志愿者与志愿组织者的双向评价反

馈机制，保障自我成长感的阶段性获得。高校志

愿服务组织一般对大学生志愿者进行自上而下的

管理，大学生志愿者缺乏提供建议、接受反馈的渠

道，无法实现与志愿组织者的有效沟通，导致志愿

者和志愿组织者的共同发展受阻。为实现自上而

下管理模式和自下而上反馈模式的无缝衔接，志

愿组织者可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定期召开志愿者

座谈会等方式，积极听取志愿者对志愿服务开展

的建议，不断肯定志愿者的服务效果，共同探讨有

效志愿服务举措，以实现志愿服务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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