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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长三角地区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研!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对当前影响大学生参与大型赛会志愿服务的主要因素进行研究" 研究发现!社会环境#角色
认知对大学生参与大型赛会志愿服务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我效能感对大学生在
志愿服务中的行为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支持与管理对大学生在服务意愿和行为
表现方面发挥调节作用" 建议要通过改善社会环境增强大学生对志愿者的角色认知度和自
我效能感!强化志愿服务活动组织支持与管理的调节作用!构建长三角地区大学生志愿服务
共享平台的标准化建设!进一步推动包括大型赛会志愿服务在内的志愿服务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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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志愿者在志愿服务中传播!人人为我)我为

人人"的高尚思想)撒下了文明与爱心的种子)在
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据
中国志愿服务官网数据显示)当前国内实名注册
志愿者总数已达$4"5亿人+ 在日益壮大的志愿
者队伍中)大学生作为其中最活跃,最积极的群
体之一)成为政府及各类社会组织开展志愿服务
的主力军)特别是在大型赛会活动中)大学生志

愿者已然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近年来)随着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的深入发
展)各个城市间的联系日益紧密)长三角地区举
办各种大型赛会的数量和规模都在逐年提升+

在第二届中国进口博览会中)3--$ 名志愿者参
与志愿服务)其中3$##多名志愿者是来自上海
0-所高校的大学生)他们承担着现场引导咨询,

嘉宾联络接待,新闻宣传辅助,展会注册管理,行
政辅助保障等工作+ 志愿服务需求的迅速增长
亟待高水平的志愿服务管理做支撑+ 在这一背
景下)探讨影响长三角地区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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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因素)对提升志愿服务的绩效)促进长三
角地区志愿服务标准化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国内学者研究大学生参
与志愿服务的结论和成果)通过定量研究的方式
分析影响长三角地区大学生参与大型赛会志愿
服务的因素)并就如何进一步激发大学生志愿服
务的参与意愿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促进大学生志
愿者在大型赛会中绩效水平的提升+

一#文献综述与概念模型
志愿服务最早起源于十九世纪初的西方国

家)经历了萌芽,扩展,规范三个阶段-$.

+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将志愿服务定义为一种利他行为)即
!人们在非私人的场合)在一段时间内自愿,不计
报酬地为他人,为社会奉献自己的时间和专业知
识)以帮助他人实现他人的所需"

-".

+ 我国/志
愿服务条例0指出*!志愿服务是指志愿者,志愿
服务组织和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社会或者他人
提供的公益服务+"

随着志愿者队伍的日益壮大)他们在社会
上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学者们对志愿者
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已有文献主要从
!志愿服务现状"!影响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
因素"!志愿者激励" !志愿者角色认知" !社会
环境")以及!自我效能感"等方面对志愿服务
进行研究+

在志愿者!角色认知"方面)苏泽荣通过对)

机构志愿者的观察与访谈)发现对志愿者角色期
待认知不清将会影响志愿服务质量和参与的主
动性-0.

+ 宋妍基于对影响四川省大学生参与志
愿服务的因素研究)提出大学生对志愿服务的认
知偏差将对志愿服务意愿产生影响-1.

+

在社会环境方面)王梓菡基于对石家庄市志
愿者服务能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得出社会大
环境中的政治,经济以及法律条件对提升志愿者

的服务能力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3.

+ 王大芳认
为)物质报酬与保障,政府政策支持,家人支持等
外部环境因素是影响大学生参与志愿活动意愿
和行为的重要因素-5.

+

在自我效能感方面)将自我效能感运用到对
大学生志愿服务行为意向的研究并不多)胡俊以
社会心理学的合理行动理论为背景)研究了框架
效应和自我效能感对大学生志愿服务行为意向
的影响程度)发现在框架效应下自我效能感对志
愿行为意向具有显著的影响-&.

+

志愿服务的有效开展离不开组织管理方的
支持和投入+ 周杰认为)应科学地设置岗位,清
晰地界定工作边界)来塑造志愿者服务氛围,提
升服务绩效--.

+ 马青山分析了影响志愿者工作
热情维持和激发的组织管理因素-'.

+ 学者包蓉
指出)激励管理对亚运会志愿者的招募及其服务
质量的提升)以及对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整体发
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各种
内在性和外在性的管理措施-$#.

+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在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
的因素分析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从
大学生的个人动机,能力水平,社会大环境,活动
组织等内外部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本
文将自我效能感纳入分析框架)运用实证分析检
验!社会环境" !角色认知" !自我效能感"以及
!组织支持与管理"对大学生参与大型赛会志愿
服务意愿的影响)进一步完善现有理论框架)期
望从实践上提升大学生志愿服务意愿和行为
效果+

基于文献研究)构建概念模型%见图$&+ 模
型中包括!社会环境"!角色认知"!自我效能感"

0个外生潜变量)!服务意愿"是中介变量)!组织
支持与管理"是调节变量)!行为表现"是结果变
量+ 研究假设如下*

/$J*社会环境对服务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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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社会环境对行为表现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J*角色认知对服务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V*角色认知对行为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0*自我效能感对行为表现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1*服务意愿对行为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3*组织支持与管理对服务意愿和行为表
现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图"#概念模型

二#问卷设计与发放回收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来论证各因素对大

学生参与大型赛会志愿服务的影响机制+ 问卷
设计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大学生人口学特
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政治面貌,参与志愿服
务的经历等'第二部分是问卷主体)包括社会环
境,角色认知,自我效能感,服务意愿,行为表现,

组织支持与管理5个核心变量的相关题项+ 采
用>NaLT@3级量表对题项进行$(3 赋值)!非常
不同意"代表$分)!非常同意"代表3分+ 本研
究的主要对象为长三角地区大学生)采用滚雪球
的方法进行问卷发放)共回收问卷"0" 份)其中
有效问卷为""'份+

三#数据分析
$一%人口统计学分析
在有效回收的样本中)大学生志愿者的男女

比例为1j5)男生占0-410!)女生占5$43&!+

年龄主要集中在$-("1岁)比例为'0413!'其
次是"3(0#岁)占04'0!'年龄在$-岁以下的
占"45"!+ 样本群体的学历多为本科)占比
3$430!'专科占比""4&$!'硕士,博士研究生占
比"34&5!+ 政治面貌方面)主要为共青团员)

占比&54-5!'其次是中共%预备&党员)占比
$'4"$!'群众占比04'0!+ 关于过去一年内参
与大型赛会志愿服务的情况)参与$(0 次大型
赛会志愿服务的大学生占534#&!)# 次的占
"'45'!)1(5 次的占$4&3!) 5 次以上的占
041'!+ 总体而言)研究样本涵盖了不同性别,

不同学历,不同政治面貌的大学生群体)表明样
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探索性因子分析
为了降低变量多重共线效应)本研究采用探

索性因子分析对影响大学生的服务意愿,行为表
现的因素的测量项进行降维处理)结果显示
c]=X#4'$0 k#4&##);JT@QL@@球形检验值为
$51141#1%显著性概率为%X#4###&)说明适宜
进一步做因子分析+ 将最终提取出的因子分别
命名为!社会环境" !角色认知" !自我效能感"+

由表$可知)0 个公因子%社会环境,角色认知,

自我效能感&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4""'!)这
0个公因子的dTHKVJG?gE

!

系数分别为#4-"&,

#b-"$,#4'$1'服务意愿,行为表现这两个变量的
累积方差贡献率为&040$3!)dTHKVJG?gE

!

系数
分别为#4-3-,#4--&+ 这些数据表明因子间具有
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因子分析效果较好)可进一
步开展3个潜变量及其所属测量项的信度和效
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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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公因子及测量项 因子载荷共同度 特征根 累计方差贡献率 克朗巴哈系数
自我效能感 ((( (((

($%敢于承担责任)不畏困难& #4&-" #4&&-

("%保持良好的服务态度& #4-"& #4-#&

(0%团结他人)积极和他人合作交流& #4-3# #4-1#

(1%具有良好的抗压能力& #4&'3 #4&"5

041&# "-4'$3! #4'$1

社会环境 ((( (((

2$%志愿服务氛围较浓厚& #4&1" #4&$3

2"%学校定期开展志愿服务系统培训& #4-51 #4&-$

20%获取志愿服务信息的渠道有很多& #4-#& #4&#&

21%公众对志愿者认可度较高& #450$ #433"

"4&#- 3$41&-! #4-"&

角色认知 ((( (((

R$%志愿者是无私奉献,不计回报的& #43&$ #4301

R"%志愿者要接受组织的指导和安排& #41-& #43'&

R0%志愿者要为服务对象考虑& #4&53 #4&3"

R1%赛会志愿者要具备更高综合能力& #4-#" #4&3&

"405' &$4""'! #4-"$

行为表现 ((( (((

)$%积极与团队沟通协调& #4&&" #4&"'

)"%服从组织安排)配合组织工作& #4&#' #455'

)0%全身心投入服务工作中& #4-$$ #4&&3

)1%保持良好的态度& #4-"# #4-#0

04#-& 0-43-3! #4--&

服务意愿 ((( (((

6$%愿意参加志愿活动& #4-3# #4-0&

6"%参加志愿活动是有意义的& #4-"$ #4&&-

60%愿意积极地做志愿服务准备工作& #4&$$ #4&1&

61%会鼓励身边人参与志愿服务& #43&" #43"-

"4&&- &040$3! #4-3-

!!$三%验证性因子分析
$4信度与效度检验" 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

对社会环境,角色认知,自我效能感,服务意愿和
行为表现等潜变量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 信
度检验结果显示*各潜变量对应的各题项因子载
荷都接近或大于#4&)表明各个潜变量对应所属
题目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
%d\&介于#4-""&(#4'$33之间)都大于最小临
界值%#4&##&)其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各潜变量的

平均提取方差%7i:& 均大于#43##)介于
#430&&(#4&0#&之间)dTHKVJG?gE

!

系数均大于
#4-)说明了本文量表信效度较好+ %见表"&

"4模型拟合度检验" 模型拟合度的检验结
果显示))

"

<MZ的值为"4"0)小于0)适配理想'

\]2:7为#4#&0)小于#4#-)模型适配度良好'

d6f,*6f,f6f,_>f均大于等于#4'##)结果适配
良好+ 以上都说明本文构建的模型整体适配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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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公因子 测量项 标准化
因子载荷

dTHKVJG?gE

!

系数
平均提取方差

%7i:&

组合信度
%d\&

社会环境

2$%志愿服务氛围较浓厚& #4&-1 #4-"&

2"%学校定期开展志愿服务的系统培训& #4&3$

20%获取志愿服务信息的渠道很多& #4&33

21%公众对志愿者认可度较高& #45-3

#43313 #4-01"

角色认知

R$%志愿者是无私奉献,不计回报的& #45&0 #4-"$

R"%志愿者要接受组织的指导和安排& #4&53

R0%志愿者要为服务对象考虑& #4&5&

R1%赛会志愿者要具备更高综合能力& #4&"1

#430&& #4-""&

自我效能感

($%敢于承担责任)不畏困难& #4-51 #4'$1

("%保持良好的服务态度& #4---

(0%团结他人)积极和他人合作交流& #4--"

(1%具有良好的抗压能力& #4&-$

#4&0#& #4'$33

服务意愿

6$%愿意参加志愿活动& #4-1' #4-3-

6"%参加志愿活动是有意义的& #4&'#

60%愿意积极地做志愿服务准备工作& #4-15

61%会鼓励身边人参与志愿服务& #45-1

#450"$ #4-&""

行为表现

)$%具有良好的抗压能力& #4-$0 #4--&

)"%服从组织安排)配合组织工作& #4&&5

)0%全身心投入服务工作中& #4&'#

)1%保持良好的态度& #4-&5

#4550& #4--&0

$四%研究假设检验
$4假设路径检验" 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基

础上)将3个潜在变量及包括的测量项导入设定
的概念模型中)通过7]=2"$4#软件对研究假设
进行了结构方程分析)来判断各潜在变量之间的
影响是否显著+ 假设检验结果和概念模型的路
径系数如表0和图"所示+

根据表0可知)假设/$J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是#4"&&%d4\4X043"0)%e#4##$&)表明社会环
境对服务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假设/$J成
立'假设/$V的标准化系数路径是#4#05%d4\4

X#45"0)%X#4300&)表明社会环境对行为表现

没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假设/$V 不成立'假设
/"J的标准化系数路径是#45&3%d4\4X&41'&)

%e#4##$&)表明角色认知对服务意愿有显著的
正向作用)假设/"J成立'假设/"V的标准化系
数路径是#4#"-%d4\4X#4"#$)%X#4-1$&)表明
角色认知对行为表现没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假设
/"V不成立'假设/0 的标准化系数路径是
#b53&%d4\4X54$$&)%e#4##$&)表明自我效能
感对行为表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假设/0成立'

假设/1 的标准化系数路径是#40"1 %d4\4X

0b"&1)%X#4##$&)表明服务意愿对行为表现有
显著的正向作用)假设/1成立+

&&



表%#标准化路径系数及假设检验结果
研究假设 标准化路径系数 标准误差 显著性水平 检验结果

/$J*社会环境
"

服务意愿 #4"&& #4#-1

!!! 假设成立
/$V*社会环境

"

行为表现 #4#05 #4#31 #4300 假设不成立
/"J*角色认知

"

服务意愿 #45&3 #4$$#

!!! 假设成立
/"V*角色认知

"

行为表现 #4#"- #4$3# #4-1$ 假设不成立
/0*自我效能感

"

行为表现 #453& #4$#0

!!! 假设成立
/1*服务意愿

"

行为表现 #40"1 #4#-3

#4##$

!! 假设成立
!!注*

!!!

%e#4##$)

!!

%e#4#$)下同+

图$#结构模型估计结果图

!!"4调节效应检验" !组织支持与管理"对
!服务意愿

"

行为表现"路径的调节作用)根据
分析)\方存在改变)2ND46更改值小于#4##3)且
交互项系数的END值小于#4##3)说明!组织支持
与管理"对路径!服务意愿

"

行为表现"存在调
节作用)假设/3成立+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大学生为调查对象)以社会环境,角

色认知,自我效能感为外生潜变量)组织支持与
管理为调节变量)服务意愿为中介变量)行为表
现为结果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假设检
验)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社会环境,角色认知对大学生参与大
型赛会志愿活动的服务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

用)进而对大学生志愿服务中的行为表现产生显
著的正向影响+ 服务意愿在影响路径中起到重
要的中介作用+ 这表明)营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
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大学生的服务意愿)大学
生对志愿者角色的认知程度越高)他们志愿服务
意愿也越强)行为表现也越突出+ 当前我国长三
角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在社会环境上整体形成
了积极鼓励和引导公民自觉参加志愿服务的良
好氛围)各类志愿者协会,高校团委组织都在广
泛开展志愿宣传和动员活动)以增进全社会对志
愿服务的理解和认同+ 特别是一些为政府主办
的大型赛会%如进博会,世博会&输出大量志愿
者的高校)不仅会积极地开展宣传活动)还会对
大学生志愿者进行系统专业的培训)来激发大学
生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 整个社会环境)包括政
府,学校创造出来的浓厚的志愿服务氛围,社会
大众对志愿者的认可程度)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调
动志愿者的积极性+ 自我效能感和动机理论认
为)行为结果可以反作用于人)大学生通过参加
志愿活动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认可和公众的好评)

由此带来的成就感会促使大学生更加积极地参
加志愿活动-3.

+ 因此)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来提高社会对大学生志愿者的认可程度)进而激
发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

在角色认知方面)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
度理论-$$.

)中国具有较强的集体主义文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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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集体限定的社会规范对个人规范和个人行为
具有很深的影响+ 研究发现)角色认知对志愿服
务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在社会规
范影响下的志愿者角色认知会对大学生参与志
愿服务的意愿产生推动作用)进而对其志愿服务
行为表现产生积极影响+ 因此)社会组织应该树
立和宣传志愿者行为规范)学校内的志愿者组织
可以通过开展各种宣讲活动和讲座来增强大学
生对志愿者的角色认知)进而增强他们的志愿服
务意愿)提高其行为表现水平+

第二)自我效能感对大学生的行为表现存在
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这表明大学生自我效能
感越强)他们投身到志愿服务中的可能性越大)

在志愿服务中的表现越好+ 自我效能感包括了
恢复效能感,动机效能感以及能力效能感+ 自我
效能感不仅能影响个人对活动的选择,对活动的
坚持)也会影响个人行为表现和活动时的情绪+

自我效能感的形成会受到别人的替代经验,个人
之前的成败经验以及情境条件等的影响+ 本文
中)别人的替代经验主要指从大型赛会中受益的
志愿者以及他们的服务成果'个人之前的成败经
验指大学生之前所参加的大型赛会志愿服务状
况)包括大学生的服务成果,收获感受等+

大型赛会对于志愿者的综合能力要求是比
较高的)包括应对突发状态的能力,抗压能力,沟
通能力等)特别是一线岗位的志愿者)他们的自
我效能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行为表现)

进而影响活动的整体质量+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
组织大学生开展志愿服务学习和实操演练来提
升他们的沟通能力,危机应变能力)为其后的志
愿服务奠定基础'还可通过宣传优秀志愿者的事
迹,创造适宜的情境条件来提升大学生的自我效
能感)进而优化他们的行为表现+

第三)组织支持与管理对!服务意愿
"

行为
表现"路径存在着调节作用+ 志愿服务离不开组
织管理方的支持)例如给志愿者提供必要的后勤

保障,岗位技能指导和培训等)志愿服务应在组
织方的总体指挥和有效指导下进行+ 根据期望
理论)活动组织管理方应注重围绕人的合理期
盼)加强工作过程中的激励+ 因此)活动组织管
理方可以先通过培训)帮助大学生志愿者建立合
理的志愿服务期望度)然后构建完善的激励和保
障机制)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服务意愿和参与志愿
服务的行动力+

$二%对策建议
第一)政府,各高校以及志愿者组织要共同

努力营造一个浓厚的志愿服务环境+ 从志愿者
组织的角度来说)首先)应当大力宣传志愿服务
精神)积极到各大高校举办公益讲座)鼓励大学
生积极投身到志愿服务之中'其次)拓宽志愿服
务活动信息的发布渠道+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应
该积极制定与志愿服务相关的政策法规)切实保
障志愿者的利益)积极引导大众给予大学生志愿
者更多的认可+ 从高校的角度来讲)高校共青团
不仅要开展志愿服务的宣传活动)还要定期对在
校大学生进行系统的培训)培养大学生参与志愿
服务应具备的基本素养+ 通过政府,学校以及志
愿者组织的共同努力)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
境)进而激发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

第二)要增进大学生关于志愿者的角色认
知+ 准确的角色认知是促进志愿者参与志愿服
务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要促进社会组织与高校
合作+ 高校可以邀请社会组织负责人,骨干以及
优秀志愿者到学校为大学生分享和普及志愿服
务相关知识)让大学生对志愿者,志愿服务有更
加明确的认知+

第三)提高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首先)大
型赛会的组织管理方可以积极宣传和展示已举
办的各类大型赛会中的志愿服务成果'其次)志
愿者协会等社会组织可以邀请大型赛会志愿者
到高校与大学生进行交流)通过提供好的替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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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来提高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再次)活动组织
管理方要从志愿者招募,选拔到培训给予志愿者
足够的人文关怀)让志愿者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从而给他们一个满意的志愿服务经历)为他们再
次参与志愿服务奠定良好的基础'最后)活动组
织管理方还应该提前对志愿者进行系统专业的
培训)通过创造一个相似的情境条件)来增强他
们的自我效能感)进而使他们能够在志愿服务中
更加投入)更好地应对各种问题+

第四)要充分发挥组织支持与管理的调节作
用+ 很多大学生都有着强烈的参与大型赛会志
愿服务的意愿)但由于担心自身的时间精力不足
和交通餐饮等成本投入而对是否参与志愿服务
犹豫不决+ 因此)需要为大学生提供一些必要的
保障来提升大学生的志愿服务意愿+ 首先)活动
组织管理方应该为大学生志愿者提供一定的物
质支持)包括发放餐补,交通补助等)解决他们的
后顾之忧'其次)活动组织管理方要制定合理的
岗位匹配制度)按能分配岗位)让志愿者能够在
岗位上真正发挥价值)提高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
的满意度'再次)要制定合理的志愿服务工作考
核制度和奖励制度)以此来促进大学生在志愿服
务中表现得更加优秀+ 同时)志愿者协会应该着
力推进志愿者注册管理工作)落实大学生参与志
愿服务的时数记录工作)对累计参与志愿服务次
数达一定数量的志愿者给予物质或精神奖励)如
颁发志愿者证书等+

第五)打通长三角地区志愿者服务平台)将
各地区的志愿者组织,各高校团委以及地方团委
联合起来)构建一个信息共享,通力合作的志愿
服务平台+ 做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建设)通过该
系统如实记录志愿者的个人信息,志愿服务情
况,培训情况,表彰奖励情况,评价情况等+ 此

外)长三角地区还要积极制定包含大型赛会在内
的志愿者管理与服务标准)在志愿者招募,选拔,

评选,考核以及激励等方面)切实推进长三角地
区志愿服务和管理标准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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