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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参与社区养老志愿服务有利于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和营造养老尊老的社会氛围。通过对湖南省高校
的调查发现，大学生参与社区养老志愿服务意愿较强，参与途径逐渐多样化，志愿服务能力得到提升，服务满意度较高。

但是，由于参与服务理念偏差，校社合作机制欠缺，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管理体系不完善等原因，大学生参与社区养老

志愿服务存在频率较低、时间较短、内容偏狭等问题。通过强化大学生“尊老敬老”的社会责任意识，建立校社合作机

制，完善高校激励约束机制，优化相关部门管理体系，可以助力大学生参与社区养老志愿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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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培养学生社会责任
感和实践能力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１］大学生是社会建设和发展的

主力军，培养其社会责任感意义重大。社区志愿

服务是社会组织和个人自愿利用自身资源在社区

为居民提供帮助或服务的行为。开展志愿服务的

本质在于传递爱心和温暖，传播正能量与价值观，

以及培养公民社会责任感。２０１５年国家明确提
出高校应对自行开展志愿服务的学生给予支持，

并将志愿服务纳入社会实践学分管理［２］。随后，

各省市（地区）管理部门逐步出台相关政策，高校

也不断制定规章制度，为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提

供各种条件和保障。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

加快，养老服务人力资源紧缺，为社区老年人提供

服务成为志愿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部分

高校依靠自身优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养老志愿

服务活动。但由于我国社区志愿服务开展时间较

短，大学生参与社区养老志愿服务仍面临诸多体

制机制障碍，参与热情不够高，还未能形成一种常

态［３］。本文通过调查研究湖南省高校大学生参

与社区养老志愿服务的现状，探讨存在的问题及

成因，提出对策建议，为提高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

的积极性，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营造“敬老

爱老”社会文化氛围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１　湖南省高校大学生参与社区养老志愿
服务调查

１．１　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法获取实地资料。

问卷包括大学生的基本信息、参与意愿、参与情况

等方面的题项。调查选取湖南科技大学、湖南工

商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大学生作为对象，通

过线下和线上方式发放问卷，最后收回有效问卷

３１８份。访谈内容包括大学生参与社区养老志愿
服务的心理倾向、活动流程、学校管理制度、社区

老人的态度和建议等。通过电话和面对面方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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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了１５名高校管理人员、１７名社区工作人员、
１６名社区老年人和 ２３名在校大学生，获取问卷
不便于收集的资料和数据。

１．２　问卷信效度分析
采用内部一致性科隆巴赫α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检验问卷数据的信度。结果显示，问卷整
体α系数系数为 ０．７８６，各题项的信度系数在
０．７２４～０．８５１之间，说明问卷信度较好。通过文
献研究、专家咨询、预调查等方法检验问卷的内容

效度。首先，参考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相关文

献进行问卷设计，在咨询多名相关领域专家后多

次修改、完善问卷。其次，对５２名湖南省高校大
学生开展预调查，对问卷效度进行分析，删除不符

合要求的题项。最后，形成正式问卷。对正式调

查的３１８份有效问卷进行检验，得到 ＫＭＯ值为
０．７４３，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值为４３９．６１７，
Ｐ＜０．０１，总方差累积解释率为 ６１．７８８％。结果表
明，本次调查的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２　湖南省高校大学生参与社区养老志愿
服务的现状

２．１　参与意愿较强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参与意愿的学生共有

２９９人（占总样本的９４．０２３％），且２０．６８％的学生
表示“非常愿意”参与社区养老志愿服务活动。

８９．１２％的大学生认为，参与养老志愿服务活动是
青年人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希望积极投身其中。

通过开放型问题了解到，他们表示愿意的理由主

要为“希望能够通过参与服务活动，不断提升自

我素养，提高实践能力，履行社会责任”。不愿意

的理由主要包括“没有时间”“对社区养老志愿服

务不熟悉”等。可见，大多数学生参与社区养老

志愿服务意愿较强，为社会奉献自身力量的社会

责任意识较强。

２．２　参与途径逐渐多样化
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途径主要为：以

个人名义参与和有组织地参与。开展活动的组织

分为校外组织和校内组织，校内组织包括社团、志

愿组织等。表１的数据显示：在参加过社区养老
志愿服务的 １６７位大学生中，选择“校内社团参
加”和“学校志愿团等学生会部门”的同学较多，

分别有６５．２７％和５６．８９％；选择“通过学院志愿团
等学生会部门”“通过校外组织参加”“以个人名

义联系社区”三种参与途径的同学分别为

３８．９２％、３４．７３％和２９．３４％。由此可知，大学生参
与途径灵活多样，未局限于某项或某些固定途径。

表１　大学生参与社区养老志愿服务的途径（总人数：１６７）

参与途径 人数 占比

以个人名义联系社区 ４９ ２９．３４％

通过校外组织参加 ５８ ３４．７３％

通过校内社团参加 １０９ ６５．２７％

通过学校志愿团等学生会部门参加 ９５ ５６．８９％

通过学院志愿团等学生会部门参加 ６５ ３８．９２％

其他 ２ １．２０％

２．３　志愿服务能力得到提升
大学生参与社区养老志愿服务能力主要包括

理解力、互助力、沟通力等。调查结果显示：第一，

大学生友善待人态度得到改进。６９．３４％的学生
认为，“通过参与服务活动，加深了对老年群体生

活的了解，感受到了社区工作人员的艰辛，从而学

会更加善待老年人和社区工作者”。第二，大学

生互帮互助意识得到增强。７１．２３％的学生表示，
“他们在志愿服务活动中，不仅认识了更多志同

道合的伙伴，还学会了与人相处，懂得了帮助他

人”。第三，大学生综合素质得到提升。８６．５３％
的学生表示，“通过参与社区养老志愿服务，不仅

积累了实践经验，提高了沟通协调能力、社会实践

能力，丰富了大学生活，更实现了自我价值与社会

价值的统一”。可见，通过持续参与社区养老志

愿服务，大学生的志愿服务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

提升。

２．４　志愿服务社会满意度较高
通过访谈了解到，大学生参与养老志愿服务

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所有高校相关管理人

员都对大学生的参与行为表示认可，认为大学生

在活动中有所成长，同时有利于塑造高校良好的

社会形象。社区工作人员以及老年人对大学生的

服务普遍满意，并希望进一步促进校社长期合作。

部分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和高校志愿团的

老师、学生干部一直保持联系，学生定期为社区提

供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区的工作压力。”

部分接受过大学生服务的老年人表示：“大学生

走进社区，提供帮助和陪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

加丰富多彩，希望他们能常来。”政府部门也通过

新闻频道、官方网站、微博等，发布了高校大学生

参与志愿服务的情况，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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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湖南省高校大学生参与社区养老志愿
服务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３．１　湖南省高校大学生参与社区养老志愿服务
存在的问题

３．１．１　大学生参与社区养老志愿服务的频率
较低

调查结果表明（表２），未参与过社区养老志
愿服务的人数较多，参与者的参与次数普遍较低。

在过去一年，有１５１人（４７．４８％）未参与过社区养老
志愿服务。而参与过的同学中，只有８人（４．７９％）
参与过１３次以上，有１０４人（６２．２８％）参与过１～
３次。关于参与频率，仅 ３人（１．０８％）达到每学
期１０次以上，３５人（２０．９６％）每学期参与 ２～５
次，１２０人（７１．８６％）每年参与 １～３次。可见，大
学生参与面限于少数群体，大部分人参与社区养

老志愿服务的积极性不高，未能实现常态化。

表２　大学生参与社区养老志愿服务的频率（总人数：３１８）

调查内容 人数 占比

参与过社区养老

志愿服务的情况

参与过 １６７ ５２．５２％

未参与 １５１ ４７．４８％

参加社区养老志愿

服务的次数

３次及以下 １０４ ６２．２８％

４～６次 ４６ ２７．５２％

７～１２次 ９ ５．４０％

１３次及以上 ８ ４．８０％

参加社区养老志愿

服务的频率

一年３次及以下 １２０ ７１．８６％

一学期２～５次 ３５ ２０．９６％

一学期６～９次 ９ ５．３９％

一学期１０次以上 ３ １．７９％

３．１．２　大学生参与社区养老志愿服务的时间
较短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每次参与志愿服务时间

在半个小时以内的有２４人（１４．３７％），２小时以上的
有２３人（１３．７７％），１小时以内的有１０９人（６５．２７％），
超过１小时的仅有５８人（３４．８７３％）。如前文所
述，大学生一年仅参与 ３次及以下的情况居多。
由此可知，大学生参与服务活动时间较短。

３．１．３　大学生参与社区养老志愿服务的内容
偏狭

社区养老志愿服务的内容主要包括家政服

务、休闲娱乐、心理咨询、法律援助、医疗卫生、知

识宣传等。通过访谈得知，老年人希望获得更多

的知识宣传、心理咨询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服务，

尤其是学习使用手机等智能设备的帮助。表３的

数据显示，选择服务内容为“休闲娱乐”的占

８８．６２％，“家政服务”占 ５９．２８％，“知识宣传”占
４３．７１％，“心理咨询”、“医疗卫生”和“法律援助”
分别为３３．５３％、２４．５５％和２０．３６％。大学生参与
内容以聊天读报、打扫卫生等休闲娱乐和家政服

务为主，心理咨询、医疗卫生、法律援助服务等内

容较少。

表３　大学生参与社区养老志愿服务内容（总人数：１６７）

志愿服务内容 人数 占比

家政服务（打扫卫生、煮饭等） ９９ ５９．２８％

休闲娱乐（聊天、读报、下棋、表演、锻炼等） １４８ ８８．６２％

心理咨询 ５６ ３３．５３％

法律援助 ３４ ２０．３６％

医疗卫生（量血压、血脂、血糖等） ４１ ２４．５５％

知识宣传 ７３ ４３．７１％

其他 １ ０．６％

３．２　湖南省高校大学生参与社区养老志愿服务
问题的成因

３．２．１　部分大学生参与社区养老志愿服务理念
存在偏差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自主需求是人的基本心理

需求，强调个体的行为应是自愿的，能够由自己进

行调控［４］。因此，大学生的参与行为应在坚持自

愿原则和自主需要的前提下，由学生自我调控，而

这种自主需要来自于学生的志愿服务理念。大学

生对志愿服务的重视程度影响其参与动机，进而

决定其参与行为。目前，部分大学生参与社区养

老志愿服务的理念仍存在偏差。一方面，部分学

生对养老缺乏关注。调查数据显示，非常关注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我国养老服务政策”“我

国社区养老服务”的大学生分别为 ８．１８％、
５．９７％、７．５５％。大部分学生对我国养老问题的关
注较少，没有意识到养老问题的重要性，无法较好

地领悟自身肩负的责任和社会使命，这限制了其

参与的频率和参与内容的广度。在访谈中，部分

未参与过养老志愿服务的学生表示：“我们非常

愿意参与，但是并不会主动寻找参与途径。”部分

参与过的学生认为：“对于活动效果不会过多关

心，大部分活动都是应付式参加，感觉没有深入了

解、深入参与的必要。”部分学生有参与意愿而行

动不足，或是主动承担养老的社会责任感较低，参

与意愿与实际参与情况存在一定的差距。另一方

面，部分大学生参与目的过于功利化。他们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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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服务的价值物质化，认为只有获得了物质奖励，

参与志愿服务才具有意义。有 ５９．１２％的学生希
望通过参与服务活动获得荣誉证书，３０．１９％的学
生希望获得奖金。具有参与意愿的学生中选择

“为了评奖评优、实践加分而参与”的占４３．１１％。
可见，虽然部分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具有利他性

倾向，但追求的是对自己有利的结果。无用主义

和利己主义的观念制约了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

长效性，容易出现参与频率低、参与时长短、参与

质量不高等问题。

３．２．２　大学生社区养老志愿服务校社合作机制
欠缺

校社合作机制中的合作方包括学校、社区以

及其他组织，如政府部门、企业、非营利组织等。

校社合作机制欠缺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相关组

织支持力度较低。在大学生参与过程中，政府、企

业、非营利组织较少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和经验

分享。萨拉蒙的志愿失灵理论指出，非营利组织

活动通过多种途径获取的资源与所需支持之间存

在巨大缺口，即慈善不足［５］。作为非营利组织的

高校志愿服务组织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即筹集的

资金、设备等很难满足其运作和发展的基本需要，

因此承担了较大压力。访谈中，一位学生会干部

提到：“我们志愿服务组织需要通过绿色回收等

其他活动获取经费，同时也未获得过校外组织在

技术和经验上的帮助。”高校志愿服务组织自身

能力有限，工作量大，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活动的规

模和时间，导致服务质量不高。二是高校与社区

合作信息不对称。据调查了解，只有少数教师认

为学校和社区是“合作伙伴”的关系，近一半的教

师认为学校与社区只是互相提供资源的关系。在

开展服务活动过程中，学校及其志愿服务组织通

常是与社区确定服务时间、地点和相关注意事项

等，未提前充分了解社区老人的具体情况和服务

需求，较少向社区提供学生志愿者的详细资料，来

寻求供需平衡。该模式降低了大学生参与的积极

性和老年人接受服务的意愿，服务内容与老年人

需求无法有效对接。

３．２．３　大学生社区养老志愿服务激励约束机制
不健全

大学生的参与动力不仅来源于自身的志愿

服务热情，还来自于外部的激励约束机制。但

目前我国部分高校尚未建立完善的志愿服务激

励约束机制。

首先，激励内容与学生期望不匹配。据调查，

部分学校在制定志愿服务奖励前没有充分了解学

生的期望。在访谈中，部分学生表示：“我们所期

望得到的学分奖励或费用报销并没有纳入学校的

奖励方案。”大多数学校只是颁发证书，与学生的

现实需求有一定的差距。大部分参与者表示：

“学校及其志愿组织很少开展奖励满意度调查，

也很少询问学生对奖励是否满意。”高校单一的

激励方式和奖励类型，不仅无法发挥奖励的正向

刺激作用，甚至还会降低参与者对奖励的期望，进

而影响学生参与的意愿和参与的持续性。

其次，学生参与门槛和责任不明确，无法发挥

约束作用。志愿服务的准入门槛是志愿服务组织

进行自我约束的第一步，是保障志愿者基本素质和

服务质量的前提，是发挥志愿服务作用的基础。据

访谈得知，大多数高校及志愿组织并未设置参与门

槛或参与门槛较低，忽视对志愿者的能力考察，仅

凭参与意愿选择志愿者，部分功利性过强的学生可

能通过服务活动得到个人所需后退出。部分学生

干部表示：“如果志愿者做得不好就批评甚至惩罚

他们，略显大题小做。”部分管理者认为：“我们没

有设置严格的参与条件，也没有制定详细的定责机

制。”高校在开展养老志愿服务过程中缺乏对参与

大学生职责的明确分工，并约束其行为，使参与者

产生侥幸心理，容易出现行为过于随意、参与活动

流于形式、志愿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

３．２．４　大学生社区养老志愿服务管理体系不
完善

（１）前期宣传准备不充分。前期宣传准备不
充分主要表现在宣传、培训、计划三方面。在问卷

调查中，关于未参与的原因，选择对社区养老志愿

服务“不熟悉”和“不知道如何参与”的大学生分

别占比 ５６．２９％和 ５０．３３％。在访谈中，有接近
９０％的未参与者表示未看到过志愿服务活动的宣
传。志愿活动宣传力度较低，宣传范围较窄，使有

参与意愿的同学错失参与机会，不利于提高大学

生的参与度。同时，志愿服务培训不规范。有

３７．７２％的参与者未提前接受培训。访谈了解到，
尽管部分组织会开展培训，但培训往往是临时安

排，形式随意，内容简单，不利于志愿者提高自身

服务能力和专业性。此外，缺乏相关计划与评估

制度。有２３．３５％的参与者表示，志愿服务开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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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制定详细的策划方案，活动的主观性、随意性

和被动性较强。活动结束后，相关部门较少对活

动效果进行全面评估，导致志愿者服务活动形式

化、活动开展不深入、活动缺乏持久性等问题

出现。

（２）过程协调控制不到位。做好前期准备工
作并不能保证志愿服务如期完成，志愿组织无法

避免活动过程中内外部因素对活动开展的影响。

因此，高校志愿服务组织对过程的控制同样重要。

在访谈中，部分组织者表示活动组织过程的随意

性较强。问卷数据显示，２５．１５％的参与者在服务
活动中遇到过目标未落实的情况，约９０％的参与
者在服务过程中遇到过经费不足、能力受限、力不

从心、时间冲突、难以协调的状况。大学生在参与

社区养老志愿服务活动的过程中会遇到诸多突发

因素，如果缺乏有效的协调和控制，这些突发因素

就会制约服务活动质量和学生参与满足感的提

升，进而降低学生的参与次数和参与频率。

（３）后期反馈制度不健全。志愿服务活动后
期反馈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

馈渠道单一。在访谈中，一位参与志愿活动的学

生表示：“一般情况下，我们有意见只能反映给学

生干部，而他们是否会逐级向上反映却不得而

知。”这种反馈方式随意性较强，反馈效果不显

著。同时，部分学生干部认为：“我们的服务效果

大都是从社区工作人员处得知的，从服务对象处

直接了解的不多。”社区老人无法向志愿者直接

表达自己的看法与需求，而是通过间接的途径传

递意见，容易导致信息失真，不利于志愿者丰富服

务内容和创新活动形式，无法有效满足老年人的

真实需求。二是反馈意见流于形式。据了解，参

与学生反馈的问题和建议很少得到相关管理者的

采纳、落实和推行。而社区老年人的意见一般只

有志愿服务的组织者知悉，很少被及时传达至参

与成员。志愿者无法及时获知服务活动开展的结

果和服务接受者的真实评价，志愿服务难以得到

及时有效改进，进一步限制了大学生参与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４　推进湖南省高校大学生社区养老志愿
服务的对策

４．１　强化大学生“尊老敬老”的社会责任意识
角色认同理论认为，每个人在社会、生活和工

作中扮演着形形色色的角色，而这些具体角色是

按照其对个体的重要性等级构建的［６］。提升大

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应该从角色认同出

发，提高志愿服务角色在学生心中的重要程度，使

承担社会责任成为大学生参与的根本动力。因

此，强化大学生“尊老敬老”的社会责任感是促使

其参与社区养老志愿活动的根本途径。具体而

言：一是加大宣传力度。活动内容方面，既要包含

国家老龄化形势，引导学生密切关注社会养老问

题，还要包括尊老敬老品质、奉献精神、集体意识

等相关内容，使学生了解老年人的真实所需，提供

应有的关心和帮助。活动组织方面，高校可以通

过必修课、讲座等教育宣传活动，树立利他的积极

价值观，消除利己主义思想，激发学生志愿服务精

神，提高志愿服务的角色认同，培养学生关注社

会、勇于担责的行为习惯。二是积极开展实践体

验活动。杜威提出了体验式学习的教育策略，即

让学生在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促进学业学习
［７］。这种教育策略将身处校园的学生与现实社

会连接起来，能够通过志愿服务行为培养学生的

担当和公民意识，增强学生对社会正义的坚守和

对他人的责任感。学校、学院以及班级应该积极

开展素质拓展活动，合理设置志愿服务体验日、宣

传日等特色活动，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和热情，在

班级内、校园内营造积极参与养老志愿服务的

氛围。

４．２　建立大学生社区养老志愿服务校社合作
机制

第一，政府发挥权威优势，积极号召社会力量

加入养老志愿服务，对表现突出的高校及志愿者给

予奖励，对存在困难的学校给予适当的政策鼓励和

平台支持。例如，美国政府资助２５所高等院校，激
励大学生积极参与志愿活动［８］。第二，高校发挥组

织功能，提供志愿服务活动的各种资源和制度支

持，丰富活动的内容形式。高校与社区可以积极开

展合作交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了解双方供需

信息，提高资源互通的有效性，真正实现共学共建、

共同发展。例如，海南省某地首创“点单上菜”青

年志愿服务模式，让志愿服务进驻社区政务大厅，

居民可在大厅直接“点单”［９］，大大提高了志愿服

务活动的供需匹配度。第三，非营利组织充分利用

专业优势，入校开展经验分享和知识传授，提升志

愿者的服务水平。例如，通过开发“微型社区”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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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模拟游戏，将娱乐放松与指导学生开展社区养老

志愿服务相结合，提高志愿者的服务能力。同时，

还可以为高校完善服务体系提供建议，提高志愿服

务的持续性和有效性。第四，企业可以发挥技术、

资金优势，资助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项目，提

高自身影响力，实现互惠共赢。例如，可采取“互联

网＋”背景下的新模式———“半半公益：由养老商业
机构提供资金，高校学生志愿团队提供服务［１０］。

４．３　完善大学生参与社区养老志愿服务激励约
束机制

第一，做好期望调查，了解真正吸引大学生参

与的激励方式。相关主管部门设立面向学生真实

需求的奖励制度，保障学生的参与权益，降低学生

参与的经济成本，营造良好的活动环境。例如，可

以将志愿服务活动与学生的研究生考录、公务员

考录、企业招聘等相关联，这对大学生参与志愿服

务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第二，丰富激励形式，制

定详细合理的奖励方案。制定能满足学生自我实

现需求的奖励方案，力求层次清晰、有详有略、重

点突出，并根据学生在志愿服务中的表现及时改

进激励形式，为志愿者提供更多奖励方式的选择。

第三，定期开展奖励满意度调查，了解各项奖励的

激励效果，了解学生的激励需求变化，及时完善和

更新激励办法。第四，设置准入门槛。高校志愿

服务组织可以多方位考察参与者，将思想意识作

为第一要义，将综合素质作为考量核心，将服务经

历作为参考指标之一。通过面谈、入社测评等方

式，保障志愿团队的积极性、持续性和服务质量。

第五，学校和社区加强责任落实。高校可以设立

活动质量衡量指标，划分责任板块，组织学生开展

活动情况汇报，做好定责追责工作，保障志愿者的

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

４．４　优化大学生参与社区养老志愿服务管理
体系

４．４．１　建立前期管理制度
第一，志愿服务组织定期发布活动预告。依

托大型校园活动，扩大志愿服务宣传覆盖面，创新

宣传形式，改善宣传效果。例如，美国大学生志愿

服务组织通过现场演讲、因特网网站、支援中心等

多种宣传方式，向高校内外发布志愿者招募通知，

以此来提高志愿服务活动的获知度［１１］。第二，做

好前期培训工作。高校在活动开始前对参与者进

行全面正式的培训，并组织考核，检验志愿者的培

训成效。高校可以考虑将志愿服务设置为必修或

选修课程，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教学与培训。例如，

２００３年日本有 ７０％以上的大学引入志愿服务课
程，其中必修课占比２６％，选修课占比７４％，学分
在１～４之间浮动［１１］，以此来提高学生志愿服务

的能力和专业素养。第三，制定合理的前期活动

计划。结合社区及老人需求，制定详细的活动安

排表，规范志愿服务组织行为，保障大学生社区养

老志愿服务行为的规范性、有序性和持续性。在

组织计划的过程中，制定严格的预算制度，建立完

善的评价标准，根据活动规模、意义和实际需要划

分经费使用等级，按需提供资金支持。

４．４．２　加强过程协调控制
首先，建立抽查监督机制。高校可以制作

工作台账，在服务过程中开展随机抽查工作并

进行详细记录，及时了解学生的服务活动情况，

保障计划落实到位。其次，建立预警机制。高

校可以收集大学生参与志愿活动过程中遇到的

突发情况，预测可能发生的意外，开展讨论，听

取意见，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为大学生参与社

区养老志愿服务提供参考。最后，建立保障机

制。高校可以联合社区工作人员，在学生参与

的全过程保证其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确保学

生参与的可持续性。

４．４．３　健全反馈评价机制
一方面，高校可以丰富反馈方式，畅通反馈

渠道。建立多样化的、正式规范的反馈制度，畅

通养老志愿服务活动各主体之间的沟通渠道。

高校志愿服务组织对反馈意见进行合理的分类

归纳和严格细致的审查，对于可利用的意见积

极完善落实，对于不可用的意见也要给予回应，

让反馈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我国高校还可以借

鉴美国大学生志愿服务的评价反馈方式，如调

研报告、论文、小组讨论交流、角色扮演等，通过

多样的反馈形式，实现反馈效果的最大化。另

一方面，高校志愿服务组织可以开展全面总结，

定期组织回访活动。志愿组织可明文规定志愿

服务组织者在每次服务活动结束后进行反思，

撰写总结报告，同时，定期开展总结大会，并根

据总结情况提出改进意见。此外，高校可以建

立回访制度，密切联系社区，深入老年群体，了

解活动后服务对象的情况变化和直观感受，并

及时反馈给志愿者，提出完善方案。

７１１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５年第２期

参考文献：

［１］谢玮，李锦红，曹军强．以志愿服务为载体的大学生社
会责任培养机制研究———基于上海４所高校的实证
调查［Ｊ］．思想教育研究，２０１６（７）：１２１－１２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学生志愿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１５－０３－１８）
［２０１５－０３－３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ｏｎｇｂａｏ／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０１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８７８２３９．ｈｔｍｌ．

［３］宋妍．影响四川省高校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因素研
究［Ｄ］．西安：西安交通大学，２０１１．

［４］马改丽，姜永志．自我决定理论的理论进展、测量评估
及其在教育中的应用［Ｊ］．社会科学前沿．２０１８（１２）：
１９５５－１９６１．

［５］萨拉蒙．公共服务中的伙伴［Ｍ］．田凯，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２００８：４８．

［６］ＳＴＲＹＫＥＲＳ．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ｍ：Ａ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ＰａｌｏＡｌｔｏ：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Ｃｕｍｍｉｎｇｓ，１９８０：５５．

［７］ＣＨＡＭＰＡＧＮＥ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ｔｓｏｒｉｇｉ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２）：９７－１０２．

［８］陈丽平，罗明星．论美国大学教学体系中的志愿服务
课程［Ｊ］．现代大学教育，２０１６（２）：２８－３４．

［９］刘凯．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会管理的路径、问题及对
策［Ｊ］．教育与职业，２０１６（８）：１１４－１１６．

［１０］韩娟美，张嘉琳，洪铱婷．“互联网＋”背景下社区养
老服务与高校志愿服务模式研究［Ｊ］．社会与公益，
２０１９（７）：５３－５６．

［１１］赵惠．日美两国大学生志愿者活动及其启示［Ｊ］．浙
江青年专修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１）：３９－４１．

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Ｅｌｄｅｒｃａｒｅ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ＸＵＪｉｎｙａｎ１，ＸＩＡＯＨａｉｗａｎｇ２，ＬＩＵＨｕａｉｊｉｎ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ａｗ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３．Ｘ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ＳｅｃｏｎｄＪｕｎｉｏｒ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Ｘ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４１１４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ｅｌｄｅｒｃａｒｅ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ｓｅｎｓ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ｓｏｃｉａｌ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ｏｆ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ｎ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ｔｉ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
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ｎｇｔｏ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ｅｌｄｅｒｃａｒｅ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ｈｅｗａｙｓ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ｈａｖ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ｓｈｉｇｈ．Ｈｏｗｅｖｅｒ，ｄｕｅｔｏ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ｌａｃｋｏｆ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ｃｈｏｏｌ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ａｎｄ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ｔｉｌｌｆａｃｅｉｓｓｕ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ｈｏｒｔ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ｎａｒｒｏｗ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ｉｒ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ｅｌｄｅｒｃａｒｅ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ｂｙ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ｏ“ｒｅｓｐｅｃｔａｎｄｈｏｎｏｒ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ａｎｄ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ｉｔｃａｎ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ｅｌｄｅｒｃａｒｅ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ｅｌｄｅｒｃａｒｅ；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ｃｈｏｏ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责任校对　唐尧）

８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