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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共青团中央 1993 年 12 月提出组织“志愿者行动”以
来，志愿服务便蓬勃开展起来。2015 年 3 月，为进一步推进学

生志愿服务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教育部制定了

《学生志愿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志愿服务作为一种特殊的社

会实践方式，在高校德育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大学校

园不可或缺的重要育人平台。
为进一步了解大学生志愿者的个体特征，分析志愿服务

行为的影响因素，笔者选择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框架进行定

量研究。该理论能较好的预测行为的产生，并能合理解释行为

意向与行为过程。在研究中，笔者引入计划行为理论中的态

度、主观规范和主观控制感三个变量，探索大学生志愿服务行

为的影响因素模型。
一、计划行为理论（TPB）
计划行为理论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 是 A-

jzen 于 1985 年基于理性行为理论发展而来，是一个三阶段行

为分析模型：第一阶段，行为由个体的行为意向决定；第二阶

段，行为意向由倾向态度、主观规范和主观控制感决定；第三

阶段，态度、主观规范和主观控制感由外生变量决定。行为意

向反映了个人对某项特定行为的采取意愿；态度是个体对某

项特定行为所保持的感觉；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对于是否采取

某项特定行为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主观控制感代表一个人

对从事行为容易度的信念。外生变量包括人格特质、对事物信

念、工作特性和情境因素等[1]。
国内研究者冯琰借鉴计划行为理论，提炼出影响城市居

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主要因素，构建并证实了城市居民参

与社区志愿服务的行为意向模型[2]。王高洁借鉴冯琰的研究模

型，引入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三个变量，构建大学

生参与志愿服务行为意向假设模型。结果证实，行为态度和主

观规范两个变量对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3]。
二、调研设计与数据获取

（一）研究假设

基于 TPB 行为理论，参考冯琰和王高洁两位研究者关于

志愿服务行为意向假设模型，我们提出影响大学生参与志愿

服务行为的假设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大学生志愿服务行为影响因素假设模型
（二）问卷设计

研究通过调查问卷收集数据。问卷包括人口学信息、志愿

服务现状以及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行为影响因素三大部分。
在影响因素部分，主要围绕模型中对大学生志愿服务行为意

向产生影响的变量进行设计，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法计分。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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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变量如：“我对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十分认

可”。主观规范变量如：“我身边的人会影响我是否参与志愿服

务”。主观控制感变量如：“我可以很好的完成志愿服务相关任

务”。
（三）问卷发放与回收

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厦门某高校在校大学生，采取随

机抽样的方法，共发放问卷 2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93 份，有

效率为 96.5%。有效样本中，男生 45.1%，女 54.9%；各年级均

有取样，研究生 21.8%，大四 6.2%，大三 11.4%，大二 22.3%，大

一 38.3%；专业方面，理工科学生 53.4%，人文社科 46.1%；政

治面貌方面，中共党员占 24.4%，其他非党员占 75.1%；参加或

曾经参加青年志愿者协会占 18.1%，未参加过占 81.3%。
三、结果分析

（一）现状分析

在本次调查中，列举了 10 项大学生志愿服务项目。结果

显示，在各类志愿服务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校园公益、大
型赛会及社区服务，调查对象中分别有 66.8%、53.4%和 34.7%
参与其中。其他还有 14.5%的志愿者参与过阳光助残，10.4%
参与过关爱农民工子女，15%参与过邻里守望与为老服务，

13%参与过支教扶贫，28.5%参与过环境保护，8.3%参与过技

术信息服务，11.4%参与过文化宣传与网络文明。可以看到，目

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的志愿服务类型丰富、内容多彩。
我们在调查中还了解了大学生志愿者在过去一年参与志

愿服务的情况。结果显示，平均而言，大学生志愿者参与过的

志愿服务次数为 4 次，志愿服务小时数为 20 小时。
我们运用 spss19.0 软件，以志愿服务小时数为因变量，统

计人口学特征对于志愿服务行为是否有显著影响。结果显示，

性别、专业、政治面貌均对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没有产生统计

学意义的显著影响。年级和是否担任青协干事则对大学生参

与志愿服务有显著影响。二年级的学生志愿服务平均时间为

40.17 小时，显著高于其他年级的学生。曾经或者现在加入过

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大学生平均时间为 34.79 小时，显著高于

其他非青协成员的大学生。
（二）假设检验

为检验假设模型中各项因素如何影响大学生参与志愿服

务的行为意向，我们运用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结果

如图 2 所示。

图 2 大学生志愿服务行为影响因素关系模型
上图结果显示，态度、主观规范和主观控制感都对志愿服

务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其中态度对行为意向的影响程度最

大。具体维度方面，认知、利己和利他动机都对行为态度有显

著影响，且利己性动机影响程度最大；社会支持情况对主观规

范有显著影响；活动开展情况与保障对个体主观控制感同样

影响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一）强化宣传，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大学生对志愿服务的认知程度以及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

将影响其参与志愿服务的行为意向。以“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为主要内容的志愿精神，是推动志愿服务活动长期深入开

展的内在动力和有力支撑。对此我们提出，应进一步强化宣

传，大力弘扬志愿精神，推动形成关心、支持和参与志愿服务

的良好环境。在“互联网+”的时代，要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新

媒体平台，通过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志愿服务知识，

宣传志愿服务活动的进展、经验和故事。例如，2015 年全国首

届青运会志愿者被亲切称为“小青果”，主流媒体纷纷报道志

愿者故事“让志愿者服务经历成为美丽的青春回忆”等。一系

列的宣传，营造了有利于志愿服务的浓厚舆论氛围，使志愿服

务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二）把握动机，关注志愿服务需求

调查结果显示，利己性动机和利他性动机都对志愿服务

行为有显著影响。在本文的调查中，利己性动机包括帮助他

人、增加社会阅历、结交朋友、价值体现、受同学影响等。根据

马斯洛需要理论，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具有不同层次的动机

是合理的。我们应善于发挥各类型志愿服务动机在推进志愿

服务工作中的作用，充分关注志愿者本身的需要，通过机制建

设发挥它们正面的引导作用，进一步调动他们从事志愿活动

的积极性。例如志愿者希望通过志愿服务活动，提升自己各方

面的能力。这启示我们在志愿活动项目设计时，可以紧密结合

学生所学专业，使其学以致用；加强各项培训，提升志愿者的

服务能力和水平。
（三）完善制度，优化志愿服务体系

对志愿服务的主观控制感将影响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

意愿。主观控制感除了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外，还与志愿活动开

展情况与保障程度有关。无论是志愿活动的时间、场地、性质，

还是相应的培训、评价、评优体系，都影响着大学生对志愿活

动的参与意愿。因此，我们建议应进一步完善激励回馈措施，

强化支持保障力度，通过一套科学有效的办法和措施，刺激、
促进和引导主体更好地投入目标工作，同时维护好志愿活动

参与者的权益，增强他们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进一步提升大学

生的参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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