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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乡村支教夏令营现状及可持续发展探究 

——以四川省为例 

徐智婷 张恒畅 唐莎莎 柏源伽 陈思宇 周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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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医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摘 要】：乡村支教夏令营是一种新兴大学生社会实践模式。以四川省开展乡村支教夏令营的项目地为例,采

用线上问卷、实地访谈问卷、个人访谈、实地调研等方法,随机对四川省在校大学生、项目地大学生志愿者、村民、

小学生、乡村教师进行相应调查。了解大学生乡村支教夏令营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对其实现持续有效的发展路径

进行探索。 

【关键词】：大学生 乡村夏令营 支教 现状及发展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而教育作为一大民生问题,在乡村振兴工程中发挥坚实的基础作用。大学

生乡村支教夏令营是指大学生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围绕某一主题,在特定项目地开展的实践活动。“乡村夏令营”源于大学生

暑期支教,却高于暑期支教,被称为“新”支教。它是由短期支教发展而来,均强调无偿志愿。传统的短期支教以知识的讲授为主、

注重对学生成绩的辅导,而由于其活动的短期性、不具系统性及缺乏长期机制,难免有越俎代庖之感,存在诸多弊端。乡村支教夏

令营通过有主题的活动培养乡村学生兴趣、开阔眼界,强调大学生志愿者与乡村学生共同成长,它不是对传统教育的延续,而是对

乡村素质教育资源不足等方面进行有效的补充。国内大部分文献是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短期支教进行调查研究,阐述存在的诸多问

题并思考原因。还有部分是结合国外实践进行借鉴,给出对策及建设性意见。属于对传统社会实践进行研究,而对乡村夏令营这

一“新支教”研究较少,对乡村支教夏令营开展现状、大学生参与情况及可持续的分析涉及较少。因此,调查了解乡村支教夏令

营的开展现状,分析其优缺点,对其不足提出合理建议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四川省大学生(包含参与过乡村支教夏令营的志愿

者)、开展过乡村支教夏令营的项目地受众进行调查,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提供参考,以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提高,达到更好地服务

于乡村教育、让乡村教育多元的目的。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1.1研究对象 

四川省在校大学生及四川省内开展乡村支教夏令营项目地的村民、学生、乡村教师。项目地为研究团队连续三年支教的四

川省攀枝花市新河乡,本团队的支教成员来西华师范大学、川北医学院、西南医科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西南科技大学等川内

几十所本科院校,成员专业涉及理工农医师范等各个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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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方法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 2019 年 7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深入项目地针对不同对象选择不同方式,调研前经严格

培训,确保提问方式一致,问卷调研遵守一人一卷原则,确保收集的问卷真实有效。对大学生采取线上问卷调查,村民采取访谈式

问卷调查,并对项目地乡村小学生、教师采取个人访谈的形式。 

1.3调查内容 

根据不同研究对象群体设计不同问卷内容。大学生的问卷主要围绕参与现状(参与情况、目的、未参与的阻碍原因、效果反

馈评价)和对乡村支教夏令营的认知态度(认识情况、乡村支教夏令营推广的支持度、再次参加意愿)等问题进行了设计,探讨乡

村支教夏令营的现状及发展的影响因素。关于乡村村民、教师、学生则围绕认识情况、满意度、感受及建议等方面进行调查研

究。 

1.4分析方法 

利用 EpiDate3.1 软件数据库对纸质问卷进行数据录入,对数据进行筛选,清理无效数据条目,将处理好的数据导入 Spss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利用问卷星系统对线上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2 结果 

2.1基本情况 

共回收四川省大学生线上自填问卷 531 份,其中有效问卷 473 份。473 名大学生中,男生 190 名,女生 283 名。入学年级比

例,2018年入学占 34.25%,2017年入学占 52.01%,2016年入学占 11.21%,2015年及之前入学占 2.54%。回收项目地村民纸质问卷

322份,其中有效问卷 306份,男性 144名,女性 162名。访谈学生 24名,校方老师 2名。 

2.2大学生参与现状 

大学生问卷调查显示,未参加过乡村支教夏令营的学生占受访人数的 80.34%,参加过一次、多次的学生占比分别为 15.64%、

4.02%。参与过的 93 名志愿者初次参与年级大一、大二、大三分别占 60.22%、35.48%、4.30%。参与的主要目的,以体验系统的

志愿活动为主占比 89.25%,提升个人能力占 79.57%,融入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占 82.8%,75.27%是希望促进乡村教育,仅有 38.71%

是为了结交朋友。关于志愿者项目开展后其评价反馈方式,经调查,86.02%为自身参与活动后主观总结,61.29%会去收集项目地受

众及学校的建议,而未采取任何评价方式的占比为 20.43%。关于未能参与乡村支教夏令营的阻碍原因,25.79%受调查大学生表示

对项目不了解,54.74%无渠道了解夏令营招募,32.11%为担心安全问题,33.95%源于经费不足,13.95%为其他。 

2.3受访者的态度 

此次受调查的大学生,84.78%表示乡村支教夏令营比传统暑期支教有特色、进行了创新、支持其发展,而参与过乡村支教夏

令营的大学生志愿者对此认可度高达 96.77%(见图 1)。关于志愿者对再次参加夏令营的意愿,会继续参与的占 86.02%,选择不再

参与的占 13.98%。村民对乡村支教夏令营的了解途径,27.12%是经过夏令营团队宣传,17.97%源于网络,28.43%来自当地学校宣

传,26.47%通过身边人相互宣传,有 39.54%村民对乡村支教夏令营不太了解。对村民进行满意度调查,80.07%的受访者表示完全支

持,认为促进了乡村教育的发展,志愿者及小学生均获得成长,希望能长期持续发展,17.65%村民表示比较支持,希望能实现项目

更具体化、加强宣传推广,2.29%表示不支持,他们认为学生应将注意力集中于学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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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大学生是否参加过乡村支教夏令营的认识对比 

3 乡村支教夏令营的积极意义 

3.1乡村支教夏令营为乡村注入新活力 

青年者,国之魂也。大学生是青年的中坚力量,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及建设者,应积极走出校园在实践中寻找机会进行锻炼

塑造。乡村支教夏令营立足于乡村教育特点,通过自身内部的改革创新吸引着大学生投身其中,为乡村注入新活力,主要体现于两

个方面:其一是形式内容创新。超过八成的大学生认为乡村支教夏令营与传统暑期支教相比具有特色与创新性,而参与过乡村支

教夏令营的志愿者几乎均赞同乡村支教夏令营具有创新性。改变常规固定于教室内进行知识传递,将学生集中于室外或室内外相

结合对学生进行协作能力、动手能力、观察思考能力等方面培养。其二是教育理念创新。它将注意力聚焦于主题式体验活动,以

特定主题为主线贯穿支教夏令营始终,实现在主题活动中引导乡村孩童思想观念的转变,而非简单寻求在短时间内的学生进行第

一课堂知识上的浇灌,可谓是对素质教育进行补充。而乡村客观受众几乎全部对大学生乡村支教夏令营持支持态度,认为其对当

地学生、教育等有积极促进作用,希望支教夏令营能持续发展、更具影响力。 

3.2乡村支教夏令营为参与者提供共同成长途径 

大学生参与乡村支教夏令营的目的积极向上,有着迫切的锻炼自己增强个人能力的意识,希冀参与志愿活动促进乡村教育,

极具社会责任感。大学生乡村支教夏令营以特定主题为主线、根据项目的情况进行活动内容的设计,为大学生实践指明方向,利

于大学生培养创新发散思维及提高团队合作能力,极大提高大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在走出课堂深入开展项目活动过程中,大学生

能够加强与社会的融合,培养社会责任感,进一步提高服务乡村教育的能力。参与支教夏令营的志愿者集中于大一、大二较低年

级学生,这些阶段的大学生时间精力较充沛、渴望与社会接轨回馈社会的意愿强烈,专业尚未深入但思维较活跃,接受培训后利于

进行活动设计。 

于乡村学生而言,行为的纠正、习惯的养成、心灵的陪伴、思想的引领、视野的开阔等对其一生的发展尤为重要,大学生志

愿者与他们的年龄差距较小,更有利于在平等相处的过程中对他们进行引领,身体力行给他们学习习惯、思维思考等树立参考标

杆,在融学于玩的活动中促进成长。对乡村学生访谈发现,很多同学表示自己要努力考大学、希望能学习志愿者所学习的各种专

业,以后也想帮助他们的志愿者一样投身志愿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有超过八成的志愿者表示想要再次参与乡村支教夏令营,

反映了大学生志愿者对此实践项目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活动质量的保证及参与者双方更长效的发挥相互促进作用。 

4 乡村支教夏令营发展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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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开展乡村支教夏令营前期活动宣传力度大众认识不足 

乡村支教夏令营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支教实践新概念模式,并没有一个相对权威全面的说法定义。很多大学生对项目不了

解、无渠道获取乡村支教夏令营招募信息是阻碍他们参与乡村支教夏令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许多村民不了解项目,村民了解渠

道主要源于当地学校、夏令营团队宣传及身边人提及,限于人与人之间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夏令营的传播范围扩大,大众对

其认识性也可能存在偏颇。有村民表示希望志愿者通过乡村支教夏令营能提高乡村学生的学习成绩,对其活动主攻第二课堂而非

第一课堂并不是很了解。 

4.2开展乡村支教夏令营过程中机制保障不完善 

大学生尚未步入社会,无固定收入、安全无法保障等引起家长的顾虑担忧。安全问题,经费问题成为阻碍大学生参与乡村支

教夏令营的重要原因。高校虽号召大学生积极参与,但对活动开展过程中却缺乏相应保障措施。筹备乡村支教夏令营的团队虽提

供了活动培训,但活动经费、参与者安全保障仍存在问题。项目地受众虽对支教夏令营呼声较高、希望能持续开展下去,但并未

寻求与志愿者所在校方及公益组织采取行动交流。 

4.3开展乡村支教夏令营后期评价反馈机制缺失 

反馈是有效弥补、改进活动不足的有效途径,有利于活动系统、长期、高效的发展。志愿者对活动开展后的评价反馈多限于

自身总结,存在主观性。虽意识到后期有效发展活动及受众的重要性,考虑了从客观角度收集受众反馈,但缺乏系统及特定的方式

标准。也存在不进行反馈评价的现象,不利于后续完善发展,为活动质量得不到保障埋下了隐患。 

5 乡村支教夏令营可持续发展路径探索 

5.1立足乡村支教夏令营特点,树立良好形象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自国家号召大学生积极投身到社会实践、开展志愿服务以来,大学生积极响应,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当前

我国社会实践存在形式单一、学生参与覆盖面不足、限于某些优秀或有特长的学生、支教人员不固定、实践与专业不对口等问

题,让许多想寻求锻炼、回报社会的大学生望而止步。乡村支教夏令营力求在暑期支教上寻求突破创新,因地制宜,给大学生及乡

村学生平等对话、共同成长提供途径,竭力规避当前社会实践的不足,但社会上对这一新兴实践活动缺乏足够认识。基于现状,支

教夏令营应立足于自身特点,发扬对乡村素质教育进行补充的优势,向外传递积极正能量,吸纳更多大学生及乡村学生参与其中,

获取更多支持及寻求发展完善;而参与的志愿者应充分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及角色转换,在活动过程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5.2灵活运用互联网新媒体环境,激发社会参与度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新媒体以不可逆转之势向我们袭来,渗透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阻碍大学

生参与乡村支教夏令营最大的原因是无渠道了解夏令营招募,因此,把握互联网时代,充分运用互联网新媒体进行宣传,加强大众

对乡村支教夏令营的认识,吸纳受众是顺应时代向前发展的有力举措。此外,笔者所在团队在乡村支教夏令营组织者的领导下,利

用网络途径于活动开展前对项目地进行全面了解、制订安全应急预案、进行积极的线上技能培训、组织经验交流及多次试讲演

练等,为活动的顺利开展打下基础。再者,还可通过互联网新媒体将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进行报道、以榜样的力量进行带动,弘扬

社会正气,温暖人心,提高影响力及社会的支持度。同时,吸引不同受众对乡村支教夏令营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其活动效

果起着督促、舆论指导作用,更有利于活动持续寻求创新、积极完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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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发挥政府及高校引领作用,实行多联互助机制 

中央文明委下发了《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旨在让志愿服务制度化、长效化、提高志愿服务水平。政府以为人

民服务为原则,履行促进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的职能,而支教夏令营在实践过程中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与政府的职能具有相通之

处,政府与群众对此活动的认识和重视程度,直接决定了高校大学生的活动效果。源于政府层面的政策制度支持、资金投入、安

全防护对活动开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高校作为培育人才的重要基地,号召大学生在实践过程中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内化,由其

对乡村支教夏令营作出宣传、提供的资金供给、考核制度、奖惩措施对大学生参与支教夏令营有着保驾护航的作用。高校、政

府、社会组织、企业等不同组织之间密切的联系合作,多联相互助,有利于从各自擅长领域、不同角度为大学生志愿者提供参与

途径、监督管理、安全防护、培训、资金、资源等保障,贯彻落实支教夏令营志愿活动的制度化,为提高志愿服务水平助力。 

5.4重视活动可持续性,建立系统完善的反馈机制 

乡村支教夏令营应该贯彻以长期有效为大学生服务于社会及乡村教育提供途径、持续促进志愿者及乡村学生共同成长为目

的,从长远的视角完善自身评价反馈机制。反馈评价对活动的提建议、补短板、促长处、定方向有着积极意义。因此,为了乡村

支教夏令营活动开展的有效及可持续性,针对目前乡村支教夏令营评价反馈机制缺失,这一活动的号召者、发起者应立足于参与

受众,制订系统有效的反馈评价机制,全方位、多维度、长期系统的收集他们的看法及建议,积极对活动进行完善,实现其活动意

义及效益的放大。而大学生志愿者也应本着一颗认真负责的心,对活动采取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过程中形成性反馈与终末性反馈

相结合的反馈方式,支持系统反馈机制,为乡村支教夏令营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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