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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要我做”到“我要做”
用所学真正帮到别人

“分发救生衣、引导游客乘车，看似简单的
工作，却让我真正理解了‘责任’二字。”宁波工
程学院2024级电子商务专业学生黄勇胜，在鄞
州区城杨村漂流景区参与志愿服务时，曾遇到
一名身高不足1.2米的孩子，哭闹着要漂流。他
没有生硬拒绝，而是耐心推荐安全亲子区域，最
终化解了矛盾。“那一刻我明白，志愿服务不是

‘打卡签到’，而是用真心解决问题。”
在实践中，学生们的收获远不止“完成任

务”。宁波工程学院2022级化学工程与工艺专
业学生吴与冯，带领团队在社区开展“小候鸟成
长护航计划”，设计了光学启蒙、红色手工等课
程。当看到原本羞涩的孩子主动站上讲台分享
家乡故事时，她感慨道：“从‘教知识’到‘育成长’，
这种转变让我真切感受到志愿服务的温度。”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口腔医学专业学生
徐晓菲的经历也颇具代表性。她参与的“探

‘芽’洁齿奥秘”项目，用数字化刷牙评价系统为
社区居民做口腔筛查。一位老人通过内窥镜看
到自己的牙结石后，当即决定去医院检查，这让
她深刻体会到“专业服务”的力量：“不是摆拍宣
传，而是用所学真正帮到别人，这种成就感无可
替代。”

谈到“打卡式”志愿服务，学生们有着清醒
的认知。

“有些活动只要求‘到岗’，不关注‘做了什
么’，大家自然敷衍了事。”一位学生直言。

事实上，学生们更期待“能成长、有意义”的
实践——比如：宁波工程学院机器人学院学生
郭志裕、黄椿岚在大凉山教孩子拼无人机模型，
既发挥专业所长，又种下科学种子；宁波卫生职
业技术学院健康服务与康养学院学生叶静波在
宁海越溪乡做志愿者，运用专业康养知识为老
人们检查身体、提供健康建议……这样的活动
没人愿意“划水”。

对于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记者发现学生们
的建议集中在三点：一是强化活动与专业的关
联性，让志愿服务成为“第二课堂”；二是完善反
馈机制，让付出能被看见，如收集服务对象的留
言、展示成果报告；三是优化前期培训，避免“热
情有余、能力不足”的尴尬。正如一位学生所
说：“当志愿服务能让人‘学到东西、帮到别人、
找到价值’，谁还愿意只做个‘打卡人’？”

如何告别
“打卡式”志愿服务？
指导老师：最怕“放羊”和“包办”，
关键在“过程管理”

破解“形式化”
要用系统工程代替“拍脑袋”

“避免‘打卡式’志愿服务，不能只靠‘觉
悟’，更要靠‘机制’。”宁波工程学院团委副
书记江佳雯认为，当前部分高校暑期志愿活
动存在形式化的现象，本质上是组织机制、
评价体系与价值认同等多维矛盾的集中体
现。她的话也道出了很多高校的共识，在宁
波多所高校，一套“从策划到评估”的全链条
机制，正在让实干精神落地生根。

“通过系统性设计、严格管理和社会资
源整合，我们形成了校院联动、多部门参与
的工作机制和项目化管理、团队化运作、学
分化考核的管理模式，确保暑期志愿活动既
服务社会发展，又促进学生成长。”江佳雯介
绍，近年来，宁波工程学院以专业融合与长
效设计，助力学生将社会需求作为实践原
点，用专业能力解决真问题，并进行成果转
化，积极参加区市志愿服务大赛、“挑战杯”
等赛事，破解“浅尝辄止”。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张莉
则告诉记者，该校在组织开展暑期志愿服务
活动时，始终秉持“需求导向、专业融入、实
效为先、育人铸魂”的核心原则。她认为，暑
期志愿活动易流于形式，其根源在于目标功
利化、需求脱节、过程失控、评价虚化及资源
匮乏等因素，为此该校着力推动实践活动从

“完成任务、包装履历”转向“解决真问题、促
进真成长”、从“通用型活动”转向“专业嵌入
型”服务，并实现管理和资源的转变，以支撑
活动深度与可持续性。

“我们学校一直致力于志愿精神的薪火
相传。通过‘三课堂联动’等一系列举措，我
们打造了一批‘宁卫号’健康专列等特色项
目品牌，并强化了成果转化与传播，让实践
融入地方发展，营造了‘人人愿为、人人能
为、人人可为’的良好氛围。”张莉指出，暑期
志愿活动不是一场秀，而是一堂深刻的实践
课、一场温暖的传递、一次青春的淬炼，“我
们将持续努力，引导学生在服务社会的生动
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正如一位老师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当
志愿服务不再是‘任务指标’，而是‘成长舞
台’‘惠民桥梁’，青春的汗水才能浇灌出最
有价值的果实。”如今，宁波越来越多高校学
子正用实践证明：告别“打卡式”，志愿服务
方能“长进心里、落在实处”。

记者 吴正彬

最怕“放羊”和“包办”
关键在“过程管理”

“打卡式”志愿服务的根源，往往是“三
无”——无精准对接、无专业支撑、无过程管
理，这是很多指导老师的切身感受。在他们
看来，避免形式主义，关键在于让志愿服务
从“自发热情”转向“专业行动”。

宁波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巧穗
老师，指导的民营企业代际传承观察团，就
有一套专业方法作为行动支撑。“我们在组
织暑期志愿活动时，会重点把握‘科学选题、
精准对接’‘实践前系统培训’‘全过程指导
与支持’‘实践成果转化与传播’这几个关键
环节。”她认为，要让暑期志愿活动真正“活”
起来，核心在于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避免为学生“包办”，也避免“走马观花”。

精准对接需求，是打破形式主义的前
提。宁波工程学院机器人学院辅导员赵奥
伟指导的“忻元华科普支教团”，每次去大凉
山前都会开展前期调研。“我们会联合地方
政府、公益组织、服务单位开展需求调研，明
确服务对象的真实诉求。然后结合学生专
业和特长，组织学生‘能做、会做、做得好’的
活动。”赵奥伟表示，只有精准对接需求，才
能避免“自嗨式”的单向输出。

做实暑期志愿活动，最重要的是哪一
环？多位指导老师向记者表示，关键在强化
过程管理，杜绝“放羊式”实施。对于活动设
计，导师们强调“小切口、深挖掘”，避免贪大
求全，同时要强化专业性与创新性；在成果
转化上，导师们主张“让劳动有回响”。“当学
生看到自己写的调研报告能改变点什么，就
会明白‘实干’比‘打卡’更有意义。”

盛夏时节，各大高校的暑期志愿活动
正如火如荼开展。然而，在这片热闹景象
中，“打卡式”“拍照式”志愿服务依然存在
——部分活动流于形式，学生为完成任务
匆匆签到、拍几张合影便结束，既未真正
服务社会，也未实现自我成长。如何打破
这种“走过场”的困局？近日，记者采访宁
波多所高校，从学生实践故事、指导老师
经验、学校管理举措中，探寻让暑期志愿
活动“落地生根”的密码。

参
与
学
生

校
团
委

指
导
老
师

黄勇胜黄勇胜（（右右））与同学一起在城与同学一起在城
杨村漂流景区参与志愿服务杨村漂流景区参与志愿服务。。

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在进行志愿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在进行志愿
服务服务。。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徐晓菲徐晓菲（（右一右一））参与暑期志愿服务参与暑期志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