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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的调查研究 

——以江苏医药职业学院为例 

吴佳丽 邓一欣
1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护理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0) 

【摘 要】：面对自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打响了一场全民防疫阻击战，在不同的岗位，肩负着共

同的使命。一座城，一家人。在防控疫情这场重大战斗中，江苏医药职业学院的学生积极参与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志愿服务工作中，彰显了青年担当，贡献了青年力量。新时代的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是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意

向和动力。志愿服务动机影响着大学生志愿服务的成效，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精神持续发扬也受其影响。因此，在当

前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研究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以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全体学生为研

究对象，自行编制《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调查问卷》,问卷分为七个维度：自我保护动机、价值观动机、职业发展动

机、社会交往动机、学习动机、自我增强动机、外在功利性动机，将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本次研究

从三个方面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一般情况分析；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的总体状况分析；大学

生志愿服务动机差异分析。在原有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对部分大学生和老师采取更深层次的访谈与调查，并整

理分析访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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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贯穿了人民至上的理念，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使命与担当。

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谈道：“青年一代用臂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

起为他们点赞!”在这抗击疫情的阻击战中，“90 后”“00 后”青年挺身而出，主动请缨，他们有的说“我是党员我必须

上”,“我是单身我没有牵挂我先上”,他们也是父母眼中的孩子，在国家和人民陷于危难之时他们毅然决然向险而行，冲锋在

前，换上隔离服，他们便是战士，疫情一日不消，他们一日不退。可见青年始终是我们社会最积极、最活跃、最有朝气的重要力

量。而动机是参与志愿服务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弘扬志愿精神不可或缺的环节。本文以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全体学生为例，调查疫

情发生后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动机进行分析和研究，为我国新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的理论资料推波助澜，为高校持续开展

志愿服务提供更多参考价值。 

1 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的调查分析 

1.1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基本情况分析 

1.1.1参与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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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从两个方面调查了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情况：参与过与未参与过，调查对象参与基本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调查对象参与志愿服务基本情况 

 参与过 未参与过 

人数 992 2392 

占百分比 29.31% 70.68% 

 

由表 1可知，参与过志愿服务的比例占 29.31%,未参与过志愿服务的比例占 70.68%,通过数据可知大部分学生未参与过志愿

服务。 

1.1.2参与意愿 

本研究从家庭的角度分析了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调查的对象参与意愿基本情况见表 2。 

表 2调查对象参与志愿服务的参与意愿基本情况 

 家长支持 家长反对 

人数 674 318 

占百分比 67.94% 32.05% 

 

由表 2 可知，家长支持孩子参与志愿服务的比例占 67.94%,家长反对孩子参与的人数占 32.05%。由此可见，家长对于孩子

参与志愿服务的态度大多都是支持的。在部分家长眼里，学生的职责就是学习，不应浪费时间去参加学习之外的活动。家长的不

支持，甚至是反对，大大降低了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当然大多数开放、明事理的家长，鼓励自己的孩子参与社会志愿服务活动，

希望他们得到一些锻炼。在家长的支持下，学生自然毫无顾忌去参与。因此，家长的支持也是影响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一

个重要因素。 

1.1.3参与方式 

本研究从学校组织、社区组织和自组织三个方面探讨了新时期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方式，受访者参与方式的基本情况如

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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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调查对象参与方式基本情况 

由图 1可知，学校组织所占比例为 57.35%,社团组织所占比例为 32.35%,自行组织所占比例为 10.28%。其中，学校组织为参

与方式中所占比例最高一项，自行组织为参与方式中所占比例最低一项，由此可见，调查对象参与志愿服务主要通过学校组织而

进行的。 

1.2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整体性状况分析 

表 3调查对象参与动机的整体性状况 

维度 平均数(M) 标准差(SD) 

自我保护动机 1.48 5.26 

价值观动机 1.83 4.55 

职业发展动机 1.47 5.39 

社会交往动机 0.99 5.43 

学习动机 1.51 4.88 

自我增强动机 2.13 4.11 

外在功利性动机 0.51 5.67 

总体 1.42 3.36 

 

由数据分析得出，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动机的总体平均数为(M=1.42),由此说明新时代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良好。此

中，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自我增强动机(M=2.13)、价值观动机(M=1.83)、学习动机(M=1.51)平均数都高于总体平均数(M=1.42)。

由数据可知，自我增强动机、价值观动机、学习动机依次是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最突出的动机。只有社会交往动机(M=0.99)和外

在功利性动机(M=0.51)低于总体平均数(M=1.42)。根据数据可知，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强度由低到高依次为：外在功利性

动机、社会交往动机、职业发展动机、自我保护动机、学习动机、价值观动机、自我增强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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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动机中，自我增强动机(M=2.13)最高，符合新时期大学生未来职业竞争与发展的特点。价值观动机

(M=1.83)位居第二，而外在功利性动机(M=0.51)最低，说明新时代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基本上是一种无私行为。 

1.3志愿服务动机差异性分析 

1.3.1“性别”差异性分析 

表 4“性别”差异性分析 

维度 男生(N=308)M 女生(N=614)M 

自我保护动机 3.80 4.22 

价值观动机 5.10 5.22 

职业发展动机 4.01 3.84 

社会交往动机 4.41 3.92 

学习动机 5.59 5.59 

自我增强动机 5.33 5.40 

外在功利性动机 3.05 3.97 

总体 4.47 4.59 

 

就平均数而言，女孩的平均数高于男孩的平均数(M=4.47)。虽然数据显示女孩比男孩高，但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在学习

动机方面，男生的平均数量(M=5.59)与女生的平均数量(M=5.59)相同。男生的职业发展动机(M=4.01)和社会交往动机(M=4.41)的

平均值高于女生，而男生的自我保护动机(M=3.80)、价值观动机(M=5.10)、自我提升动机(M=5.33)和外部功利动机(M=3.05)的平

均值低于女生。 

从个体层次方面对比分析，男生和女生有着不同的特质。一般来说，男生遇事对比女生而言更加具有理性的思维，对待事物

沉着冷静，在处理事物方面更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女生相比男生而言更加关注感性思维，在对待事物方面往往都带有强烈的

情感色彩，因而很容易产生共情，女生更偏重于倾诉与倾听，女生比男生表现出更加细心、温柔等女性化的特质。这样不难发现，

女生比男生更适合社会基层工作，不论是在宏观还是微观上都能有所兼顾。一言以蔽之，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在性别方面男女生

内在思维有显著差异，但参与行为并无显著差异。 

在个人层面上，男孩和女孩具有不同的特点。一般来说，男孩遇事时思维更加理性，在处理事情时追求冷静；女孩更注重感

性思维，在处理事物是会增加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女孩比男孩表现出更多的女性特征，如细心和温柔等。由此可见，女孩更适合

基层社会工作。 

1.3.2“政治面貌”差异性分析 

问卷中政治面貌分为群众、团员、党员三个方面。鉴于学校学生党员人数太少，在统计数据时定义变量为“群众”和“团

员”。因此，从总体上及各个维度上对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动机进行了分析，分析数据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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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政治面貌”差异性分析 

维度 团员(N=749)M 群众(N=173)M 

自我保护动机 4.89 4.33 

价值观动机 5.66 5.54 

职业发展动机 5.78 5.47 

社会交往动机 4.83 4.58 

学习动机 5.69 5.58 

自我增强动机 5.43 5.13 

外在功利性动机 3.93 3.25 

总体 5.03 4.84 

 

从平均数方面看，总体上团员比群众参与志愿服务动机高。在各维度上，团员参与志愿服务的平均数都比群众参与志愿服务

的平均数要高。虽然数据统计中团员参与志愿服务的人数高于群众，但无统计学差异。 

1.3.3“大学前是否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差异性分析 

新时代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动机“大学前是否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差异性分析，分析数据见表 6。 

表 6“上大学前是否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差异性分析 

维度 是(N=642)M 否(N=280)M 

自我保护动机 4.77 4.62 

价值观动机 5.58 5.37 

职业发展动机 4.68 4.54 

社会交往动机 4.83 4.71 

学习动机 5.64 5.53 

自我增强动机 5.35 5.14 

外在功利性动机 3.38 3.97 

总体 4.89 4.84 

 

总体上，大学之前没有参加过志愿服务的大学生低于大学之前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的大学生的志愿服务参与动机。在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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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上，只有外在功利性上，大学之前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的大学生的志愿服务参与动机低于大学之前没有参加过志愿服务活

动的大学生，其他各维度，大学之前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的大学生的志愿服务均高于大学之前没有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的大学

生。 

2 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动机的访谈分析 

2.1部分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源于学习因素 

通过与在读大学生的访谈我们了解到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学习因素占很大比重，在访谈的 15位大学生中，有 6位被

访者都是因为学习因素参加了志愿服务活动。以下面几个访谈为例。 

a.被访者(07 男)说：“我当时还在校学习，想去基层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给自己创造更多的实践经历，感觉机会也很难

得，就去报名了。” 

b.被访者(09女)说：“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想提高自己对基层的认识，也是一个从学生进入到社会转变的一个机会。” 

c.被访者(12 女)说：“我认为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应该具备公益性人格，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拓

宽自己的眼界，去接触一些新事物。” 

2.2自我增强动机是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主要初始动机之一 

a.被访者(06 女)说：“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能让人感觉到精神上的充实，不仅锻炼了自己的个人能力，还帮助了他人，

从中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b.被访者(03 男)说：“我想在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过程中，充分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工作能力和交往能力，所以我就去参

加了。” 

2.3部分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是为了扩大自己的交友圈 

a.被访者(14 女)说：“在学校也觉得想要多参加一些活动，这样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而且可以认识到很多新朋友，所以

就选择去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b.被访者(10 男)说：“主要是当时功课比较轻松，没什么太大压力，平时自己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可以丰富自己的课余生活，打发课余时间。” 

3 加强大学生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建议 

3.1高校做好统筹工作，合理规划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3.1.1提供机会，搭建平台 

由调查结果可知，调查对象参与志愿服务主要通过学校组织而进行的。而不少大学生表示，自己所在的学校组织有关志愿服

务活动少之又少。学校没有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平台，那么学生也就失去了参与公共志愿服务的机会。另外，一些高校比较注重服



 

 7 

务水平不高的志愿活动，比如文明劝导、秩序维护、社会助残等。而对于一些高要求的学生而言，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更加志

愿于专业性更强，更有意义的服务活动。所以，各高校需做好统筹工作，秉承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理念，扩大大学生志愿服务活

动的范围，积极承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公共志愿服务活动，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选择。 

3.1.2增强宣传，深入推广 

为了提高校园志愿服务的广泛参与度，有必要加强对志愿服务的宣传和推广，提高大学生参与校园志愿服务的意识。根据调

查结果，自我提升动机和价值观动机在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动机中占很大比例。综上所述，在高校“大思政”的背景下，将大学

生参与志愿服务精神的深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相结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充分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准

确落实高校德育的根本任务。其中一个标准是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大学生。比如搭建大学生志愿服务交流平台，促进不同志愿

项目大学生之间的有效沟通与交流，在交流中更多地了解志愿服务精神。 

3.2家庭应对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予以支持 

调查结果显示，家长的支持是影响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奉献他人，不求回报”“付出小我、成全大

我”……也许很多人已经忽略了志愿服务工作的基本保障，或者将保障归咎于物质之上。若是人们只是在自己的世界里把志愿

服务活动看成一种无私的爱而没有重视志愿者本身的幸福，那么志愿服务活动终将面临局限，那些志愿者背后的风景也终将被

“一个人的坚守”慢慢掩埋。在面临繁重的志愿服务工作时，家人的鼓励不仅能够增强志愿者参与活动的勇气，提高志愿者的工

作效率还能从根本上促进志愿服务活动的有序开展，避免家人不理解而造成焦虑。 

不可否认，社会发展需要人的努力，更需要家人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要提高家庭对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支持，

就必须要转变思维方式，增强家庭成员对志愿服务活动本身的认可，形成一种共识。只有以家庭为单位认可志愿服务活动，肯定

成员间所有的努力，把志愿服务精神变成一种家风，才能真正地促进志愿服务活动多元化的发展。 

“众人拾柴火焰高”,家庭成员的支持应该成为志愿服务的重要保障。只有建立了家庭关系网，打通了家庭与家庭的联系才

能更好地践行志愿服务精神，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喜爱”的志愿服务良好氛围。 

3.3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调查问卷数据显示，尽管党员、团员和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没有显著差异，仍然需要加强大学生的党员队伍建设，让

党员大学生真正发挥出模范带头作用。有两点需要学校注意：一方面，加强党的宗旨教育，倡导大学生党员的奉献精神。只有认

真实践党的宗旨，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真正在学生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大学生党员只有具备无私奉献的精神，才能

发挥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对大学生党员的调查也应延伸到道德领域。对大学生党员的考查不能唯能力和成绩论，更要涉及道德

方面。这样，我们就可以才能培养大学生党员真正的道德意识。 

3.4融合创新教育理念，构建育人体系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大学生对于学习方面有较强烈的认知度，通过理论和实践的锤炼，正确树立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社

会责任感，让大学生通过志愿服务活动感受志愿精神，成为志愿精神的实践者和传播者。同时，要正视大学生参与动机多样化的

现实，正确看待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新要求和新期望，满足大学生的合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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