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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大学生公益精神的特质及培育意义与实现

周晗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长沙，410000；

摘要：新时代大学生公益精神是一种特定的价值观念与人格品质，具有显著的育人功能。培养新时代大学生公益

精神，有利于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利他意识、责任意识、文明意识以及社会文明风尚意识的形成，具有显著的理论

意义与实践意义。新时代大学生公益精神的实现路径有：营造良好的公益社会环境，为大学生提供合适公益机会；

高校应发挥校园文化和朋辈影响的作用，育人于潜移默化之中；大学生加强个体自觉担当，把公益理念转化到公

益实践中去，同时拒绝公益实践的形式化与虚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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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时代大学生公益精神特质及培育涵概

在如今，日常生活中“公益”一词的含义大多是“公”

和“益”两者之间的结合，意为公共的利益。公益作为

一项追求公共利益的活动，具有显著的特点。公益的核

心特点，即公共性。从公益的对象上来说，一般是面向

一个群体或是整个社会，可能或可以促进很大一部分人

的利益。同时，公益组织开展活动并不是希望从中获取

利润并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希望以社会绝大多数人的

利益为出发点，付出时间和精力，提供所需的服务，促

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具有非营利性。另外，公

益活动的开展是基于组织成员们自发的行动，在活动中

没有人因为被迫而参与，公益对象也不会因外界力量而

被迫接受。公益精神作为一种意识，是物质世界在人脑

中的的主观映像。关于公益精神的定义有很多，在学界

得到广泛认可并多次引用的定义是：公益精神就是公益

主体基于利他意识而面向特定群体或人类共同关注问

题而有所施为的一种价值观念和人格品质。公益精神具

有其明显的特质：

一是利他性，公益精神中倡导的团结、互助等优秀

传统品质对于缓和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与

人之间的矛盾、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在全社会形成良好

和谐的社会风气具有积极作用。二是公益精神具有历史

性，每个历史阶段的公益精神含义不同。《论语·雍也》

中讲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句话将

“成就他人”作为“成就自己”前提和基础，体现了现

代公益精神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当下的公益精神

更加的理性和稳定，给社会甚至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除了政府反应迅速抗击疫情

之外，还有许多公益组织也纷纷加入进来，对政府的宏

观调控作了及时的补充。三是公益精神是一种理性精神，

是公益情感在公益活动中经过理性的升华形成的、具有

稳定性的精神品质。它不是简单的怜悯或同情，而是会

通过理性的衡量之后，在生活中长期坚持并将其付诸于

实践。

进入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一方面，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不再是注重“吃饱”而是“吃好”，

不仅是物质方面，在生态、环境、文化、法律等各个方

面的要求都日益提高。另一方面，发展起来之后的创新

能力还不够强，增长质量还有待提高，民生方面城乡差

距、地域差距收入较大。面对这些问题，除了党和政府

积极深化改革之外，同样需要发扬公益精神，开展公益

活动，缓和社会矛盾。大学生们作为青春有朝气的一个

群体，他们思维活跃、知识丰富，能够在社会矛盾冲突

中，维护公平正义。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的大学生公益

精神，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大学生也是一种

意识形态教育。

2 新时代大学生公益精神培育的意义

对大学生进行公益精神对培育不仅有利于大学生

自身的利他意识、责任意识和文明意识的养成，还会通

过大学生这一群体促进社会文明风尚，有利于人际关系

的和谐，助力文明社会氛围的形成，促进社会的和谐发

展。具体有：

一是有利于大学生利他意识的培养。中国古代社会

在封建集权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认为所有的公共事务譬

如受灾的灾民、失去劳动力的家庭等都应由政府来处理。

而人们会做善事的缘由，除了心地善良之外也是存在

“因果说”、“轮回说”等因素的影响，使人们意识到

如果不利他，自己的利益也会受损。这也是中国早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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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精神的雏形。“利他”顾名思义就是对别人有好处，

没有明显自私的动机的一种自觉自愿的心理。现代社会

的公益精神所倡导的也是如此，不应依靠报应、好运等

外在因素来驱使，而是通过理性的认识自发地投身于公

益事业。当代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成长于物质丰富的

21世纪，市场经济环境下稍显冷漠的社会关系环境给大

学生不利的影响。培养大学生的利他意识，有利于大学

生们公益精神的形成，成为公益事业的领军力量。

二是有利于大学生责任意识的形成。责任意识是一

种自觉意识，也是一种传统美德。责任是一种能力，又

远胜于能力，责任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品格。每个人

都有着自己的责任。如今，国民道德水平和生活质量是

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只有责任感才

能够让一个国家凝聚成一个整体。警察的责任是保卫社

会和谐公平；老师的责任是教书育人；而学生除了作为

学生在学校努力学习，还是家庭、学校、社会的一份子，

承担了不同的身份和责任。大学生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

一批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更应该具有

宏大的视野，不仅要专注于自己的学业和个人成长，同

时还要看得到身边的其他人，承担起爱护家庭、关爱社

会、热爱祖国的责任。马克思、恩格斯说：生活在现实

中的人，就是有使命有义务的，不管本人有没有意识到

这点，都是不重要的，因为这是因为人总是与世界与现

实处于联系之中的。当代大学生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强

国和民族复兴的重担，新的时代新的考验，更加要求大

学生们具有强烈的责任与担当，明白自己身上的时代使

命，积极地投身于社会主义伟大的实践中去，主动地承

担起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在新时

代的征程中，大学生作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他们的

社会责任意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社会的和谐稳

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责任意识形成有助于大学生公

益精神的培养，实际上属于高校思政教育内容的一部分。

三是有利于大学生正确三观的树立。三观体现的是

一个人对人生、对世界的基本观点。青年成长无小事，

青年的三观塑造更是全社会都应关注的“国之大者”。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他还说，身体上缺钙，会得骨质疏松，容易站不起来，

但身体上缺钙可以通过吃钙片、喝牛奶来补充。可一个

人一旦精神上“缺钙”，人生便会失去方向，犹同水中

的浮萍，随波逐流，甚至误入迷途，再难回头。在新时

代教育背景下，立德树人是人才培养最鲜亮底色，这意

味着树立正确的三观是对大学生的最基本要求。目前在

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就业压力变大的情况下，类似于“当

咸鱼、躺平”等消极的词汇在大学生中流行起来，三观

还未完全建立的大学生们易受到社会消极风气和同辈

群体的影响，在本应该努力奋斗的年纪迷失了人生的方

向。培养大学生的公益精神，能够让大学生们在公益事

件中积极地接触社会，形成自己的“一手资料”，在公

益实践中增长对国家、社会的正确认识，在奉献自己和

帮助他人中实现个人的价值。

四是有利于社会上人际关系的和谐。公益精神的养

成离不开公益实践。在学校老师和社会公益组织的支持

下，大学生们进行公益实践，走出校园直接深入到能够

直接深入到社会生活之中，与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社

会弱势群体直接接触，或是利用大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学

校的资源优势，比如师范类的大学生可以充分发挥专业

优势，投身于教育型公益事业中去。大学生的公益活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到有需要的人，缓和社会关系，

同时也可以利用高校平台发声，吸引更多的力量加入进

来，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

3 新时代大学生公益精神培育实现

一是社会公益环境营造。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

者黑。人无时无刻不处于环境当中，因此环境对人的影

响是很大的，具有潜移默化的效果。大学生公益精神的

培养离不开社会公益环境的营造。在小学、中学时期，

学生们活动范围往往是校园内部，在校园内开展“学雷

锋”、“义卖”、“植树造林”等活动往往能取得比较

好的教育效果。到了大学时期，大学校园的管理方式也

不像中学一样统一行动，大学生们的活动范围不固定，

个人可支配时间大幅增加，对社会接触面逐步扩大。因

此，社会应该积极营造公益环境，创造更多的机会，让

大学生们参与到社会公益实践当中来。大学阶段的学习

是大学生由学校走向社会的一个过渡期、适应期，也是

大学生们社会化程度逐渐完善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培养

大学生们为社会服务、为他人奉献的公益精神，可以培

养学生的爱心，为学生未来适应社会打下比较牢固的心

理和情感的基础，是大学生社会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在实际活动中，大力开展各项公益活动，积极招

募大学生公益志愿者。比如在北京冬奥会 1.8 万名志愿

者中，有 1.4 万名是北京各大高校的大学生。此次的北

京冬奥会既是一场全球体育盛会，让大学生们在服务社

会中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给大学生们上了

一堂“大思政课”，极大地传播了公益精神。其次，还

可以发挥互联网的快速传播优势。当下是个自媒体时代，

5G时代的到来，使得每个人都能成为生活的记录者。我

国头部视频社交软件已达十亿用户。在社交软件上，以

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巧妙结合当下网上热点话题、背

景音乐、讲解方式，可将生活中的公益榜样推荐给更多

的人。比如来自某社交软件的主播黄曹原就会用自己流

量去带动身边的徒弟做公益。黄曹原本身就是一位热衷

公益的主播，他在平台上认证是颜值主播，但是他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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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不少人带来了心灵上的宽慰，比如开展精准帮扶困

难家庭，带着香蕉、牛奶和糕点等慰问品来到威远敬老

院看望孤寡老人，让每一位老人从内心感受到社会的温

暖和关爱，黄曹原先后参与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助力

新乡灾后重建”等公益项目，他还多次通过微信朋友圈、

群聊等渠道发布扩散受灾地区信息，呼吁众多爱心网友

纷纷加入到了公益项目中，还号召自己的粉丝听从政府

安排，做好居家隔离和疫情防控。这类公益榜样，合理

的运用自己的号召力，给人们树立了正确的公益榜样，

传递了良好的公益态度，使得整个社会的公益理念蔚然

成风。

二是高校校园文化助力。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利

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让核心价值观的影响

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大学生的主要活动

范围在校园里，高校应注重打造校园公益文化氛围，让

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接受到公益文化的知识、加

强对公益事业的了解，为参与公益实践埋下种子。

首先，高校可以利用微信公众号、抖音、微博等大

学生聚集的社交软件，运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比

如短视频、微电影、漫画之类的形式，激发大学生强烈

的兴趣来传播公益知识。重视校刊、校报、学校宣传栏

的传统传播媒介作用，增添公益专栏、增设校园公益榜

样展示区域，让大学生们在阅读文章时、下课路过时，

潜移默化地接收到公益信息。

其次，还可以发挥大学生们朋辈榜样的作用。朋辈

之间在学习生活中共同点很多，交流也很频繁，有着天

然的亲近感与信任感，高校可以利用朋辈之间的影响力，

选出大学生中的公益榜样，用身边榜样的事迹引发其他

大学生的情感共鸣，最终达到内化榜样所蕴含的精神品

质、生成自我价值观念的效果。身边的榜样比媒体中文

字描述的榜样来的更加真实、接近，可学性大大增加，

极大地消除榜样和学习者之间的“鸿沟”。并且，大学

生们往往是以寝室、班级、好朋友团体一起行动，由公

益榜样牵头，促进形成“一带多”、“多带多”的良好

发展，促进大学生公益精神的培养。

三是个体自身自觉担当。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

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在大学生公益精神培

养中，关键的一环在于把所有的公益理念践行到公益实

践当中去，践行公益实践的过程，就是证明“思维的真

理性”的过程。考虑到大学生们毕竟处于受教育阶段，

还没有完全走向社会，社会阅历与实践能力有限。在进

行大学生公益实践过程中，应该注重将实践内容与大学

生自身所拥有的特长或专业结合起来。比如聊城大学的

公益服务队就将锻炼大学生个人能力、培养社会责任感

和帮助小朋友们深入了解中国二十四节气文化，丰富课

外文化知识，进一步增强小朋友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

豪感相结合，在大学城新村开展了“凉风寒蝉鸣，霜降

一叶秋”益启爱社会实践活动。不同于枯燥的讲解方单

方面输出，他们采用“击鼓传花”、“猜节气”、“飞

花令”等游戏，寓教于乐，让小朋友们扎实掌握了节气

相关知识，也深切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

也充分展现出大学生们丰富的知识储备，锻炼了大学生

们的个人能力，体现了大学生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勇

于担当的公益精神品质。

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大学生公益活动的开展过程

中，也出现了形式化、虚假化的苗头。比如只在“学雷

锋活动月”积极学雷锋，做好事，其他时候则事不关己；

或是在儿童节、重阳节时，拿着礼品去到孤儿院、敬老

院，并没有真正与孩子们、老人们交流，反而是摆拍几

张握着他们的手假装亲切交谈、拿着扫帚假装扫地的照

片了事。这种不良的作风不仅不能够培养大学生们的公

益精神，反而还会会将他们引向功利主义、形式主义的

歧途。这就需要高校和社会开展监督工作，公益活动不

仅要在特殊的活动、节日这种时间节点上开展，更要在

日常生活上积极的开展。不仅要关心公益活动的立项、

筹备和落实，更应该关注活动结束之后学生们的自我收

获、活动对象的实际需求以及后续环节的跟进。加强公

益实践的考核，支撑材料除了照片文字，还可以从活动

对象处侧面证实公益活动开展的效果，以此保证公益活

动的培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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