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我参加了北京国际职业学校志愿者赴国外

飓风灾区救灾的出发仪式，又听取了他们回国后

关于救灾行动的介绍，联想到千万个活跃在各

领域的志愿者们，感到志愿者行动确实是一项立德树人的

有效实践。

联合国将志愿者（Volunteer）定义为“不以利益、金

钱、扬名为目的，而是为了近邻乃至世界做贡献的活动者”。

中国将志愿者定义为“自愿参加相关团体组织，在自身条件

许可的情况下，在不谋求任何物质、金钱及相关利益回报

的前提下，合理运用社会现有的资源，志愿奉献个人可以

奉献的东西，为帮助有一定需要的人士，开展力所能及的、

切合实际的，具有一定专业性、技能性、长期性服务活动的

人。”

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组建联合国志愿人员

（UNV）组织，负责管理与国际志愿者事业相关的各种事

务。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始积极参与

联合国志愿人员的全球性活动。

中国倡导志愿精神和开展志愿活动可以追溯到改革

开放以前，雷锋就是志愿者的典范。1993年底，共青团中央

决定实施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近年来，志愿服务成为一种

新的社会风尚，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青年

志愿服务的领域不断扩大，青年志愿者行动已经成为我国

新时期一项重要的道德实践载体。实践证明，志愿者行动

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有效途径。

志愿服务是尊重理念与责任意识的自觉体现。爱的情

感之理念基础是尊重，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自然，尊

重社会。由尊重生发出责任感，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

自然负责，对社会负责。志愿者行动贵在“志愿”二字，它是

发自内心的意愿所支配的行动。因此，广泛开展志愿者活动

有利于学生爱心与责任心的养成─从主动关心、帮助身边

需要帮助的人开始，到参与较大的、为社会服务的活动，直

至升华到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的精神境界。

志愿服务是能力培养与智慧提升的重要方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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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认为，传统教育主要关注“学会认

知”，较少关心“学会做事”。而事实上，科学认知与技术

操作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全面的教育应当努力在“动脑”

与“动手”之间取得平衡。现在，志愿者行动不仅作为一

种活动，进入了学校教育领域；作为一种理念，发起了对传

统教育思想的挑战；而且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方式，推进了

教育改革的深化。学生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志愿服务中，

实现了知识向能力的转化、向智慧的提升。

志愿服务搭建了培养创新精神与发挥特长的平台。志

愿者参与的活动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服务类型

不同，遇到的问题自然多种多样，而且在非常时期需要解决

的常常是难题。因此，志愿者不仅要有热情，而且必须善于

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具备有效处理问题的能力。这样，

志愿服务的过程，就成为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教学过程

─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到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寻求

解决问题的方法，最终通过实践，使问题得到解决。这一条

“创新链”激发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思维，也增强了学

生的创新能力。而且，在解决不同类型问题的过程中，学生

的特长真正得以发挥。

志愿服务体现了团队建设的理念共识与情感交融。志

愿者是在特殊的背景下共同完成团队任务的，需要相互配

合，相互协作，相互关爱，相互体谅。这种配合、协作、关

爱与体谅，是在实现共同目标的前提下自觉形成的。这里不

仅有理念的共识，而且有情感的交融。志愿者行动将挥洒

个性、表现特长，与共同意愿和协同行动统一起来，从而

使团队精神真正得以发扬。

由此，我想到志愿者的誓词：“我愿意成为一名光荣的

志愿者。我承诺：尽己所能，不计报酬，帮助他人，服务社

会。实行志愿精神，传播先进文化，为建设团结互助、平等

友爱、共同前进的美好社会贡献力量。”我希望这声音能够

在广大的校园中响起，使志愿者行动成为立德树人的有效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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