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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乡

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分析大学生志愿服务在助力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发现当前大学生

志愿服务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最后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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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乡村发展

面临着诸多困境，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乡村人口

减少、老龄化加剧、农田荒芜等问题日益突出。当前乡村振

兴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而大学生志

愿服务作为重要力量之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学生

作为社会中的新生力量，具有丰富的知识和技能，可以为乡

村带来新思维、新理念和新方法，促进乡村经济、教育、文

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

1大学生志愿服务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大学生志愿服务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

用，对促进乡村振兴、改善农村生活、推动社会发展具有积

极的影响。大学生志愿服务可以通过开展义教活动、医疗服

务、文化传播等志愿活动，改善乡村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

质量，增强农村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下面将从多个方面

对大学生志愿服务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进行具体分析。

（1）大学生志愿服务能够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大

学生在志愿服务中，通过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创业扶持等活

动，帮助农民提高种植养殖技术水平，推广现代农业生产方

式，提升农产品质量和产量，增加农民收入。在乡村建设过

程中，大学生通过创新创业将知识财富转化为可视化的劳动

成果，可以在社会上起到“连带效应”，不仅为乡村建设提

供流动性人力资源，还能为乡村地区提供更多的发展平台。

同时，大学生还可以帮助乡村开发特色产业，推动乡村产业

结构调整和优化，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

（2）大学生志愿服务有利于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水平。大学生可以参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修建

道路、改善供水电等设施，保障人民生活基本权利，提升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加强与外界的联系，引进资金收

入，提升乡村生活环境和基础设施水平。同时，大学生还可

以开展义教支教活动，提供优质教育资源给乡村学校，改善

教育条件，提升乡村教育质量。

（3）大学生志愿服务可以促进乡村优秀文化传承和发

展。通过组织文化活动、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可以帮

助乡村挖掘和弘扬本土文化，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提升乡村

文化软实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思维等传播到乡

村，推动农村乡风文化的变革与发展。同时，大学生还可以

为乡村留守儿童提供心理关爱和文化熏陶，促进他们全面健

康成长。

（4）大学生志愿服务有利于促进乡村社会组织建设和



教育研究
第 7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118

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大学生可以参与乡村组织建设，为乡村

治理提供合理化建议，为乡村治理提供新设想，破除不符合

社会发展进步的旧观念，促进村民自治和社区共建，推动乡

村社会治理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他们可以组织志愿团队，开

展社区活动，增强村民凝聚力和组织能力，促进乡村社会和

谐稳定发展。

通过大学生的多种形式和类型的志愿服务活动，可以促

进乡村经济发展、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推动乡村

文化传承和发展、促进乡村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治理体系完

善，为乡村振兴提供大力支持。同时参与志愿服务可以培养

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团队合作精神、领导能力等综合素质，

促进大学生自身的全面发展。因此，应该进一步鼓励和支持

大学生参与乡村志愿服务，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实

现乡村全面发展的目标。

2新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容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农村工作的重点，也是我国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当代大学生具有很高的专业素质和

文化素养，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促进我国乡村

振兴事业的发展。

2.1社会服务和公益事业

我国大学生人数众多，每个高校都有大学生志愿者组织

和社团，学生们参与社会服务和公益事业积极性高。大学生

可以通过各种志愿服务活动，结合乡村的实际需要，为乡村

发展提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的公益服务活动，

改善和提升农村社会服务水平，提高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同时，大学生还可以直接参与乡村的公益事业，如植树造林、

环保宣传、助老帮残等，推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2.2教育和文化传承

大学生志愿者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乡村提供高

质量的教育文化服务，提高当地教育水平。可以通过组织各

种培训班，给农民教授农业技术、电子商务等实用技能，帮

助村民提高自身能力。同时，大学生也是乡村文化传承和保

护的重要力量。大学生志愿者可以通过充分挖掘本地区独有

的文化特色，打造最具代表性的乡土文化元素和最鲜明的地

方文化特色。深入研究当地文化内涵，通过各种文化宣传活

动，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乡村文化得到更好的保护

和传承。

2.3产业规划和科技创新

大学生具有开阔的视野和活跃的创新思维，可以为乡村

的产业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他们可以通过研究市场需

求，发掘当地特色资源，制定合适的产业发展规划。这有助

于乡村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提高乡村经济的可持续

性。大学生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专

业知识，研发适合当地农业发展的新技术、新品种。这不仅

可以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农民收入，还可以改善农村的生态

环境。同时，大学生还可以引导乡村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推

动乡村经济的转型和发展。

3 当前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

的问题

3.1大学生志愿服务面临积极性不足的问题。

部分大学生缺乏对乡村振兴事业的深刻认识，对参与志

愿服务缺乏热情和动力，而农村对于他们的吸引力也不强，

导致他们参与度不高、效果不佳，这使得大学生志愿服务群

体数量上不足。此外，一些大学生存在功利心理，目的性太

强，只注重自身成长和积累，缺乏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大学

生志愿服务如果没有足够的激情和动力，没有社会担当，只

流于形式，就会大大影响其在乡村振兴中的投入和效果。

3.2大学生志愿服务存在专业能力和实践经验不足的挑

战。

部分大学生缺乏相关专业知识或者不能学以致用，以及

过于强调乡村振兴的理论而忽视实地考察，导致他们缺乏相

关经验，在乡村振兴项目中无法提供有效的帮助和支持，影

响项目的实施和效果。还有一些大学生缺乏团队协作和组织

管理能力，导致志愿队伍出现“人心不齐”，“动力不足”

的问题，使得志愿服务项目难以顺利进行和取得成效。

3.3大学生志愿服务缺乏项目的可持续性和长期性不足

的问题。

部分大学生可能只关注短期的志愿服务项目，缺乏对项

目长期性和可持续性的考虑，导致项目难以持续发展。部分

大学生对于志愿服务结束后的收尾工作也处理不当，不仅没

有效果，反而给当地村民带来麻烦，对农村未来可持续发展

产生深远影响。还有一些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项目

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估机制。有效的监督和评价机制建立不起

来，也就不知道改什么，怎么改，发现不了问题的源头，从

而影响项目的长期发展和成果。

3.4大学生志愿服务面临资源匮乏和支持不足的问题。

部分大学生可能由于经济条件有限或信息不对称，无法

获得足够的资源支持和项目指导，并且针对基础设施条件非

常落后的农村，志愿服务的难度会比较大，服务的周期也会

被拉长，导致志愿服务项目难以顺利开展。同时，有些大学

生在志愿服务过程中缺乏社会和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当地人

不大了解大学生志愿服务，甚至一些村民存在排外现象，提

供给大学生志愿服务的资源保障不足，导致大学生志愿服务

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受到影响。

4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策略

大学生志愿服务在乡村振兴中面临着诸多问题，需要政

府、高校、社会组织等多方共同努力解决。具体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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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加强对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宣传和教育。

通过开展乡村振兴知识普及、成功案例分享等活动，提

高大学生对乡村振兴事业的认识和了解，激发他们参与志愿

服务的热情和动力，加强对志愿服务的投入和效果。同时，

加强对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教育，培养他们的社会意识和责任

感，引导他们关注农村发展，利用自身成长和所积累的经验

为农村作出贡献，大力促进乡村振兴。

4.3加强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专业能力的培养

和实践经验积累。

在大学可以开设乡村振兴的相关专业课程，提供农村发

展、乡村振兴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培训，提高大学生在农村

工作中的专业能力，提升项目的实施和效果，对乡村振兴产

生积极影响。同时，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实践项目、社会实

践、暑期实习等活动，提升大学生的社会实践经验和团队协

作能力，保证志愿服务项目的顺利进行，取得巨大的发展成

果。

4.3建立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长效机制和持续

项目。

鼓励大学生参与长期的志愿服务项目，促进项目的可持

续发展以及顺利开展，促进项目的长期发展。高校可以与政

府、社会组织等积极合作，形成巨大的合力，建立稳定的项

目运行机制，确保项目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同时还要加强

对乡村振兴项目的监督和评估，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优化项

目设计和执行，优化项目效果。

4.4加强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的资源支持和政策保障。

政府和高校应加大对大学生志愿服务的支持力度，提供

必要的经费、场地和设施等资源支持，以此来激发他们参与

志愿服务的热情和动力。同时，建立健全相关政策和法规，

为大学生志愿服务提供合理的保障和激励机制，提高大学生

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和动力，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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