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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论文以高校思想教育融入推动志愿服务出发,从如何支撑建设“双一流”的目标着手,分析高

校志愿服务在“双一流”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地位与作用。通过问卷调查、无结构访谈等方式对我校志

愿服务现状进行调查,以及案例分析,深入了解新形势下高校志愿服务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

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原因进行分析。找寻适宜当代新形势下“双一流”的建设的新路径,为志愿服务以

支撑“双一流”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对于“双一流”建设高校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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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在“双一流”视域下,探究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功能及实现途径问题,必须以

准确界定“双一流”与思想政治教育本

质内涵及其二者内在关联为前提。“双一

流”大学不仅体现在一流大学、一流学

科的建设上,更为核心的任务是培养出

一流的学生,即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

观、价值观的拔尖创新人才。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通过特定的教育活动,有目的、

有计划、有组织地影响大学生的思想行

为,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1-3]。毫无疑问,“双一流”

建设的根本目的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价值目标相契合。关于大学生志愿服务

的文献著作相对较多,而志愿服务助推

建设“双一流”相联系是目前国内外教

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探索的一个崭新

领域,以“双一流背景下志愿服务”为切

入点和关键词的著作和期刊较少,而关

于“志愿者服务支撑‘双一流’建设”

的资料则更少。从学科发展角度考虑,

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下的独特视野中,

来进行志愿服务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及其

实现途径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

平台和契机。针对本论文研究,通过对国

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如下： 

1.1针对传统志愿务与其理论基础

的相关研究 

关于志愿服务与志愿精神的著作主

要有丁元竹(2013)[4]主编的《志愿者活

动研究》,佘双好(2001)[5]主编的《志愿

服务概论》。这些著作对志愿服务以及志

愿精神的概念和内涵的论述都大同小异,

认为志愿服务是一种人道主义活动,具

有“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

代表性论文主要有张耀灿(2011)[6]发表

的《关于弘扬志愿精神的几个问题》,

韩迎春和李芳(2011)[7]的《论大学生志

愿精神及其培育》,王冰和张静(2010)[8]

的《试论大学生志愿者精神的持续性》

等,这些学术论文主要论述了志愿者的

概念、志愿服务的概念与特征、志愿精

神的内涵等。对于志愿服务的概念的定

义都有其相似的地方,都认为志愿服务

是不为物质报酬的自愿贡献个人时间

和精力的推动人类发展的服务。关于志

愿服务的理论基础,主要有陈月兰

(2008)[9]的《志愿服务的思想渊源》,

陈庆之(2011)[10]的《充盈在传统文化中

的志精神》等,这些研究主要立足于三个

方面来说明,一个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

面发展的观点,二是西方志愿服务的思

想基础,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慈”、

“爱”、“善”的思想,立足于新时代下,

在志愿服务的理论基础上增加了青年工

作论述,其思想对志愿服务持久化、规 

研究就手机阅读于社会认知的利与弊分

析00后大学生如何正确使用手机阅读进

行正确社会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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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化、制度化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1.2针对大学生志愿服务存在的问

题和对策的研究 

王海燕(2012)[11]在《高校志愿服务

对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研

究》中认为“高校志愿服务的开展缺少

相关制度保障和支持,对于参加的活动

缺少系统的、专业的培训以及缺少合理

的评价激励机制”。徐子恒和王为正

(2014)[12]在《高校青年志愿服务存在的

问题及对策》中认为“大学生志愿服务

存在志愿服务发展不平衡、大学生志愿

服务能力不足、对志愿精神关注度低等

问题”。梁辰和张庆(2013)[13]在《大学

生志愿服务失灵及其矫正》中认为大学

生志愿服务存在“组织层级多样化、受

学校管理影响深,丧失了大学生志愿组

织的自愿性和多样性,发展资源不足、人

员流动快”等问题。 

1.3“双一流”背景下如何引导志愿

服务实现思政教育功能 

罗光浩(2019)[14]在《“双一流”建

设背景下的高校辅导员工作实践》中指

出“双一流”建设需要高水平的大学治

理,而大学治理离不开高校辅导员。学

校将志愿服务时长与学生评奖评优挂

钩,意在引导学生自觉践行“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常硕

(2017)[15]在《立足辅导员岗位助力“双

一流”建设——以大学生党建工作为切

入点》一文中指出“‘双一流’建设的

提出归根结底是服务于新的历史时期

青年人才的培养,辅导员岗位的诞生归

根结底同样是服务于新的历史时期青

年人才的培养”。 

2 研究基本思路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是加强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推动高校发展,培养人才

的一支重要力量,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

伍建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16-18]。首先,

持续提升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素质能力和

专业水平。组织开展志愿服务培训、访

学研修等专项计划,加大培养培训力度,

全面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综合

素质,培养一支立场坚定、功底扎实、经

验丰富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其次,

严格落实中央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

伍配备的各项指标性要求。因地制宜完

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发展体系,建

立完善志愿服务制度。 后,大力培育在

“双一流”格局下的志愿服务特色专项

计划。实施思想政治工作中青年骨干队

伍建设项目,培育一批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精品项目,建设一批思想政治工作名

师工作室,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

设提供坚强保证。 

3 研究方案 

对志愿服务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从

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结构、个

人、社会以及自然的相互关系等不同的

视角可以有不同的答案,本研究将以思

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为基础,结合高校

目前志愿服务现状来论证志愿服务的思

想政治教育功能,即引导、凝聚、协调和

激励功能。结合志愿服务中出现的问题,

通过具体措施的提出来促使志愿服务思

想政治教育功能充分发挥。本论文主要

采取以下研究方案： 

3.1文献研究法 

通过查阅中国期刊网、维普、万方

硕博论文的数字期刊和学校图书馆的相

关书籍,获取有关我国青年志愿者组织

的政策性文件以及国内外高校志愿服务

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方面的资料,了

解中外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从中提取志愿服务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相关的有益论述,为本研究提供理论

支持。 

3.2事例分析法 

在研究过程中将会对高校大学生志

愿者在校内外参加的各项志愿活动和所

表现出来的志愿精神加以分析。例如：

依据2019年以来组织召开的“碎屑物源

分析国际研讨会”、“珠峰计划启动仪

式”、“大数据下的地球科学学术研讨

会、”以及2020年志愿者服务春运“暖冬

行动”、疫情方指控“熊猫侠”在行动和

即将举行的第31届大运会等重要活动的

志愿服务,以鲜活的实例为依据,提供有

力论证论点。 

3.3比较研究法 

通过对高校不同学院大学生志愿服

务进行比较,分别从组织形式、志愿者能

力建设、激励措施、体制保障方面来找

出差异,意在坚持合理继承有益经验的

基础上,探索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功

能的方法、途径。 

3.4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主题是由现实

生活中具体的实践提出的,使研究走向

深入的根本动力也来自于实践。志愿服

务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载体,

在“双一流”视野下尤其重要。因此本

研究应该着眼于当前志愿服务活动蓬勃

发展的背景,将理论研究与志愿服务实

践相结合,使理论与现实保持合理的张

力,获得新的生命力。 

4 研究意义与预期社会效益 

4.1研究意义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推进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19]。如何更好地

促进高校“双一流”建设良好的发展,

也是政府、社会、学校关注的重大教育

问题。以往的研究集中于理论的阐释或

者是志愿服务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研究,对志愿者服务如何支撑“双

一流”建设关注和高校志愿服务思想政

治教育功能及其实现途径研究甚少。本

研究以高校思想教育融入推动志愿服

务出发,从如何支撑建设“双一流”的

目标着手,分析高校志愿服务在“双一

流”建设中的意识形 地位与作用,找

寻适宜当代新形势下“双一流”的建

设的新路径,为志愿服务以支撑“双一

流”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对于

“双一流”建设高校具有现实的指导

意义。 

4.2预期社会效益 

素质教育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

教育中 为重要的问题,同时高校的

精神文化体现着学校的价值取向,是

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是一种具

有强大引导功能的环境教育力量,对

人才培养有着重要影响。然而志愿服

务在我国毕竟发展时间不长,所以不

可避免地出现了管理、保障体制等不

够完善的问题,尤其在“双一流”建设

的热潮中格外突出。因此,着力进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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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研究,不仅为高校志愿服务的发

展提供对策,对于高校志愿服务思想

政治教育功能的优化、发展、提高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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