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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对职业道德养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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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志愿服务是大学生职业道德养成的有效载体，引导和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是培养大学生的

职业道德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大学生志愿者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得出志愿服务符合大学生道德发展的内在需

要。同时，调查也发现志愿服务当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强引导和改进。

社 会

———基于对广西高校志愿者的调查

大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培养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各

界的重视，探索其培养途径成为了学界的热点。本文尝试

以实证研究方法探索志愿服务活动对大学生职业道德养

成的影响。

调查方法与调查内容

为了解志愿服务活动开展状况及其对大学生职业道

德养成的影响，笔者对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

范学院、邕江大学、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等 11 所院校的

部分大学生志愿者进行了无记名问卷调查。此次调查采

用随机采样的方式，共发出问卷 600 份，回收 558 份，有

效 555 份，回收率 93%，有效率 99.5%。调查问卷分为两

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情况，主要记录被调查者的性别、
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学科背景；第二部分为多项选择

题，主要调查大学生对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原因、类型、
频率、困难、感受、评价等方面的认识。对回收的有效问卷

进行统计、汇总，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一、性别构

成：女生 328 人，男生 227 人。二、政治面貌构成：中共党

员 110 人，共青团员 404 人，群众 41 人。三、受教育程度

构成：本科 420 人，大专 132 人，研究生及以上 3 人。四、
学科背景构成：文科 185 人，理科 153 人，工科 62 人，医

学类 45 人，艺术类 29 人，体育类 16 人，农林类 59 人，其

他 6 人。

调查结果分析

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主要类型及频率。大学

生参加志愿服务的动机大体上可以归纳为服从社会需

要、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和从众型三种。调查发现，基于自

身发展需求的占大多数，如“多学东西，锻炼自我”、“实现

自我价值，令人生更有意义”、“发掘自己的潜能”、“多结

识些朋友”、“帮助以后自己找工作”等；当然基于社会需

求的也占有很大比例，如“社会责任”、“帮助有需要的

人”、“响应政府、社会、学校的号召”等；也存在一部分基

于其他原因，比如受同龄群体影响或为了消磨空闲时间

等。可见，以发展和责任为轴心的动机是大学生参与志愿

服务活动的主要源动力。
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类型主要集中在常规性的

活动，比如义务献血、爱心家教、清洁环境等，这类活动

对志愿者的参与条件限制较少，容易组织，相对而言比

较容易成行，所以参与人数很多；而大型活动和赛事志

愿服务、暑期“三下乡”服务、社区挂职、减灾应急服务等

活动对参与志愿者的要求较高，专业性较强，在加上岗

位名额限制，因此能够参与的人数呈递减的趋势。至于

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频率，选择偶尔参加的人数

占 43.8%，经常参加的占 43.2%，长期定期参加占 13%。
（详见表 1）

志愿服务对大学生职业道德认知的影响。职业道德

认知，主要包括对职业道德的含义、重要性以及职业道德

原则和规范的认识与理解，主要体现在对应当遵守的职

业道德规范和原则的认识。从大学生对志愿服务的评价

可以侧面反映出他们的职业道德认知水平。从表 2 可知，

大学生通过一定的志愿服务实践探索，对于自己的思想

和知识能力结构、职业外部环境和内在要求有了更为清

醒的认识，正确认识到志愿服务对培养他们的职业理想、
职业精神、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规范、职业作风等方

面起着积极作用，增强了对未来职业生涯的适应能力和

信心。而对志愿服务活动持消极性看法的只占极少比例，

主要集中在认为志愿服务缺乏实效，对个人影响不大，占

用太多学习和生活时间等方面。

表 1 大学生经常参与的志愿服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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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对大学生职业道德情感的影响。职业道德

情感是人们在职业活动中对于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所

产生的内心体验和态度，是在职业活动实践中逐步形成

的并体现在实践活动之中。调查显示，参与志愿服务有

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利他思想、责任感及自我价值感，比

如体验到因为帮助别人而感到快乐的占 75.8%，增强了

对国情民情的了解占 69.8%，感受到自身能力和社会价

值的占 68.8%，唤起了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占 56.5%。唤

起自己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的占 40%。调查中有 21.2%的

大学生以感到自己对服务对象的帮助不够而内疚，说明

部分志愿者已把奉献精神内化为自己的职业道德情感，

并以此来衡量自身的志愿服务水平。调查中也有 1/4 的

志愿者因为参加志愿服务获得了社会、学校的好评而有

成绩感和荣誉感，说明他们的成就动机比较明显。但是，

还有 1.4%的学生认为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增加了自己的

负担。
志愿服务对大学生职业道德意志的影响。职业道德

意志是指在实践职业道德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克服障碍、
战胜困难的毅力。大学生通过解决志愿服务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有效地锤炼职业道德意志。大学生参与社会生活

实践较少、阅历浅、经验缺乏，因此，在志愿服务活动中

常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调查显示，志愿服务中遇到的

困难大多是知识能力的不足（占 64.4%）以及与学习工

作的冲突（占 60.1%）。另外，团队配合不协调（30.2%）、
不被他人理解（30.2%）也是影响志愿服务活动顺利进行

的重要因素。只有 20.7%的学生认为工作强度大是主要

困难和挫折，说明大部分志愿者还是有较强的意志力

的。
在处理问题、解决困难等方面，绝大多数大学生都拥

有不放弃的精神。主动想办法去克服的占 28.3%；对自己

处理不了的问题，选择向老师、学长或有经验的人请教，

总结经验、继续工作者占 61.1%；先自己坚持一阵子，实

在无法克服困难的时候才会放弃的有 9.8%；遇到难题就

一味退缩的仅占 0.5%，永不再参与者为 0.3%。可见，大学

生通过解决志愿服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挫折对职业道

德意志起到很好的磨练。
调查还发现，大学生认为志愿服务活动对培养大学

生的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精神“非常有帮助”的占 33%，选

择“很有帮助”的占 54.7%。结合前面大学生志愿者对困

难挫折的认识及应对措施可知，志愿者大多能正确面对

困难、解决问题，这有利于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与经验，为

以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一定的基础。
志愿服务对大学生职业道德行为的影响。职业道德

行为是指从业者在一定的职业道德认识、情感、意志支配

下所采取的自觉实践，它是衡量从业者职业道德水平高

低的客观标志。大学生参加志愿服务后继续参加志愿服

务的意愿较强，说明志愿服务已经对大学生职业道德产

生了有效影响，大部分人已经把以奉献精神为核心的职

业道德内化为自己的行为习惯。接受调查的志愿者有

59.9%的人表示以后将继续参加志愿服务，表示不确定或

视情况而定的占 37%，而明确表示以后不参加的仅有

4.1%。

调查结论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志愿服务符合大学生道

德发展的内在需要，大学生自觉自愿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提高了大学生的职业道德认知、培育了大学生的职业道

德情感、锤炼了大学生的职业道德意志、培养了大学生的

职业道德行为。在职业道德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四个因

素的共同作用下，提升了大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为

他们步入职业生涯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志愿服务是大

学生职业道德养成的有效载体，引导和鼓励大学生积极

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是培养大学生的职业道德的重要途

径。
调查中也发现，大学生志愿服务中还存在一些不足，

比如：有些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目的是为了消磨时间、
盲从跟风，还需要进一步引导；志愿者在专业知识技能方

面还十分缺乏，需要加大培训力度；志愿者在实际工作中

工作能力还不强，团队协作精神和团队合作能力也有待

提高。这些方面的问题影响了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志愿服

务的积极性，造成他们不愿参与多样化的志愿服务，工作

上存在畏难情绪。如果不好好解决，既不利于志愿服务事

业的发展，也会对大学生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的培养带

来不利影响。（作者单位：广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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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学生对志愿服务活动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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