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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与当代大学生道德自觉研究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公民道

德建设的过程，是教育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就

是说在公民道德建设中要坚持知和行、他律和自律的

相统一，把教育和实践有机结合使道德建设主体在参

与活动中受教育，内化为道德主体的自觉行动。这是

道德养成的基本途径，也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规

律。志愿服务为公民道德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活动载

体，强调服务者的自愿参与，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

公民主体意识增强、主体作用发挥的新特点。2010
年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期间，志愿者秉承“爱心献

社会，真情暖人间”的志愿服务理念，在世人面前全

面展示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充分体现了当代大学生的良好风貌；另一方面，体现

了公共意识、责任意识、合作意识等自愿、自觉的道

德行为特征。志愿服务是提升自我道德修养的阶梯，

培育道德自觉的重要途径，这种活动对于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道德教育

的实效性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道德自觉和志愿服务的基本内涵

道德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道德习惯的养成，这种

道德习惯在道德实践中养成，是道德自觉和道德自愿

相统一的结果。道德自觉就是道德主体对道德教育的

内容和外在的社会道德要求，转化为自身的认识、信

念、行为和习惯，实现从外部调节到内心自觉地从事

道德活动并自愿追求一种道德上的完善过程［1］。道德

自觉的自身特征是：一是人类独特的理性，是发自

内心对道德的一种追求，使人成为道德行为的真正

主体［2］；二是遵守道德原则，不是功利的驱使或迫于

外部压力而是自觉的要求；三是选择道德的行为，不

是社会规范的结果而是较强的道德判断力和自决力使

然。一切道德规范要真正转化为人的行为和品质，最

关键的就是要培养人对践行道德的自觉精神。志愿服

务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具有自主

性、无报酬性、利他性等特征。反映了志愿服务内在

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追求的志愿精神，它以“自愿、奉

献、友爱、进步”为核心，体现了个人对生命价值和

社会的一种积极态度，是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志

愿服务虽然是自发、自愿参与的活动，但由于它涉及

服务社会和他人的行为，对参与者的自律性要求严

格。一方面，志愿者必须自觉、自愿地遵守服务准

则，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不做出损害社会、他人的

事情。另一方面，志愿人员要不仅满足于完成任务，

而且要想方实现最佳服务效果，使服务对象受到真正

的帮助。这样志愿人员的心灵才充实和满足。可以

说，志愿服务是道德自觉的一种表现，是实现道德自

觉的重要途径。

二、广州亚运志愿服务的

精神内核及其道德实践

在 2010 年广州亚运期间，共有 6 万名亚运赛会

志愿者、2.5 万名亚残运赛会志愿者、50 万名城市志

□ 张育广

摘 要：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的志愿服务体现了公共意识、关怀意识、责任意识、参与

意识、合作意识等自愿、自觉的道德行为特征。志愿服务符合大学生道德发展的

内在需要，是大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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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是培养大学生道德自觉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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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州亚运会志愿服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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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和 80 万名社会治安志愿者投身亚运志愿服务。
2010 年 9 月 1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20 日期间，全民

行动志愿者共奉献服务时数达 8600 万小时。在气氛

热烈的各个比赛场馆，志愿者安检登录、引导观众、
服务运动员；在各个街区，他们手持“大拇指”引导

牌，微笑劝解、翻译指路；在机场、火车站，他们笑

迎八方来客，送走四海宾朋，志愿者以其微笑的形

象、优质的服务以及无私的奉献，在世人面前全面地

展示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充

分展现了当代青年强烈的爱国热情、参与意识和社会

责任感，表现出较高的志愿者素质赢得了全世界的赞

誉，形成宝贵的广州亚运志愿精神载入史册。从道德

层面分析，广州亚运的大学生志愿服务体现了公共意

识、关怀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合作意识等自

愿、自觉的道德行为特征。
首先，服务亚运，体现大学生志愿者的奉献精

神。以自愿、无偿、利他为主要特征的奉献精神是志

愿精神的核心与精髓，是推动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
服务亚运的主要价值观念。在广州亚运会上，一方

面，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持续高涨，据据亚组

委相关数据显示，截止 2010 年 10 月 1 日广州亚运

会、亚残运会共有 1512331 人成功申请成为亚运志愿

者，其中接近 60%是大学生；其次，有 59 万名各类

志愿者在赛场内外直接或间接为亚运会、运动员、技

术官员、广大观众提供服务，为广州亚运的成功举办

提供了重要保障。充分体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亚运

志愿者的奉献精神，是道德自觉的反映。
其次，勇于担当，体现大学生志愿者的责任意

识。志愿者是具有较强责任意识的实践者，他们不仅

勇于承担份内之事完成本职工作，而且还从他人和社

会的利益出发，将本不属于自己的事情视为份内应做

之事。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广州亚运会志愿者，在服务

亚运会的过程中，将自己的行为与国家形象联系起

来，以高度的集体荣誉感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体

现持之以恒、认真细致的精神面貌及专业的服务技

能，反映出志愿者对志愿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

责任心，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
再次，团队协作，体现大学生志愿者的团队精

神。“志愿服务是社会成员为弥补‘市场失灵’和

‘政府失灵’的缺陷，利用自身资源解决共同面临的

问题和困难的社会化活动”［3］。因此，志愿精神是一

种团结、合作以解决共同难题的理想，是人与人之间

和谐共处的重要方式。在广州亚运会中这种团结协作

的团队精神尤为突出。
第四，传递微笑，体现大学生志愿者的乐观精

神。志愿者的微笑是广州亚运会的一大亮点。在行为

层面，志愿者无处不在的微笑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

象，成为广州最好的城市名片；在精神层面，微笑背

后所体现的自信、乐观的广州亚运志愿精神，则将成

为亚运会留给中国的宝贵财富。广大大学生志愿者在

服务亚运的过程中，树立传递微笑，收获微笑的行为

理念，自觉地实践奥林匹克主义所倡导的生活哲学，

将其所包含的微笑、乐观、自信等价值观念纳入志愿

精神，体现了大学生志愿者的乐观精神。
最后，不断超越，体现大学生志愿者的创新精

神。开拓创新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时代精神，

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也倡导一种不断创

新、积极进取、超越自我的奋斗精神。在服务广州亚

运会时，广大大学生志愿者积极践行开拓创新的时代

精神和超越进取的奋斗精神，为广州亚运志愿精神增

添了创新的内涵。从广州亚运志愿服务的精神内核可

以看出，奉献精神是核心，责任意识和团队精神是基

础，乐观精神和创新精神是补充，这些都展现了当代

大学生志愿者的精神风貌与道德素养，反映了道德自

觉已是广大志愿者的一种习惯。大学生在志愿服务广

州亚运的过程实践中，使他们看到自己能力的增强，

对社会的价值，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道德实

践效果胜过道德理论说教。

三、以志愿服务作为

大学生道德自觉的培养路径

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去我国的道德教育始终建立

在“强力依赖”的基础上，由此建立的道德秩序需要

无处不在的监督和严格的惩戒制度来维系，导致维系

道德秩序的成本上升形成强力依赖。一旦惩戒性的外

在力量消失，道德行为也就随之发生背离 ［4］。随着社

会的变迁，面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道德教育的内容、
方法必须作相应的调整。道德自觉的路径选择，就是

借鉴发达国家渗透式的个人关怀方法，鼓励多角度、
多渠道的教育方式，实现道德教育手段由“言传”向

“身教”的全阈式回归。志愿服务是人们基于一定的

公共意识、关怀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合作意

识、利他精神和奉献的精神，因此，我们要以志愿服

务作为大学生道德自觉培养的重要路径。达到更好的

大学生道德教育效果，在此应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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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和法规。政府需

要建立和完善志愿活动和公民社会组织的法律和法

规，保证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在法律框架内运行。
应通过立法，对乐于向公民社会组织、志愿者活动

提供资金支持的企业，给予税收上的优惠，为志愿

活动提供资金来源，鼓励社会和企业关心志愿者和

志愿者活动。
其次，加强社会教育，扩大社会各阶层对于志愿

者的认同感。近几年，在积极推广公民教育活动及大

众传媒的影响下，尤其是经历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2010 年上海世博会、2010 年广州亚运会之后，公众

对于志愿者参与的价值和意义已开始认识及接受。但

由于缺乏整体及全面性的推广及配合，往往只停留于

表面认知层面，没有适当及足够的途径参与，居民多

以为这只是一般青少年人的社会活动或社会实践，因

而缺乏投入参与的动机及实际行动，因此，要加强社

会教育和社会宣传。
再次，大力发掘志愿者资源。志愿者人力资源来

自社会不同阶层，志愿者不只包括青年学生，还有妇

女志愿者，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服务的志愿者，来自工

商界，得到公司大力支持的雇员志愿者服务队等等，

任何人都可以做志愿者。此外，不少服务对象也可以

跳出受助者的框框自觉充当志愿者，利用自己的才能

和经验服务社会，同时也发挥社会教育的功能，如老

人、伤残人士参与志愿工作等。
第四，扩展志愿者参与的领域。除了鼓励志愿者

参与目前政府倡导的活动，诸如大型运动会、扶贫、
扶持下岗职工等等以外，应鼓励志愿者随同非政府组

织和公民社会组织参与与政府重大发展有关的环境项

目、经济项目和社会发展项目，参与由国际组织资助

的重大项目等等，以此来增加发展的效果。
最后，大力开展预防性的志愿者服务，如社会研

究、教育等工作，以扩大志愿者服务的范畴；在志愿

服务的过程中，运用志愿者本身不同的才能、经验和

专业知识，以针对社区需要，拓展更多创新性服务，

突破现有以补救性为主的志愿者服务范畴。我们要充

分学习借鉴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志愿服务经验，进

一步完善志愿服务的社会化动员机制，巩固转化亚运

志愿者工作在调动社会资源方面的经验和模式，积极

协调保留亚运城市志愿服务站点，推动志愿服务进社

区、进农村、进学校、进家庭，保留城市文明志愿服

务全民行动队伍开展常态化的社区志愿服务的做法。
大力发展志愿服务活动，弘扬志愿精神，利用志愿服

务活动的特殊道德教育作用，培养广大青年学生的道

德自觉，让道德自觉成为更多人的习惯。■

张育广：广东工业大学团委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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