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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了解在校医学生参与志愿者服务行为现状，为进一步促进和完善医学生志愿者服务工作提供依据。方法　采

用自行设计的半结构式问卷对重庆医科大学１７７３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现况调查。结果　９３．３％的受访对象愿意参加志愿者服

务，实际参与率为７５．８％，其中仅４０．８％的参与者接受过志愿者服务相关培训。不同专业医学生的志愿者服务参与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犘＜０．０１），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专业优于护理学专业；三年级医学生的志愿者服务参与项目和年限均优于二年级（犘＜

０．０１）；女生志愿者服务参与率和参与项目均优于男生（犘＜０．０５）。当前志愿者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组织管理不完善、宣传

培训不足、服务形式单一、缺乏经费支持等。结论　医学生参与志愿者服务的积极性高，实际参与度较好，不同专业、年级和性别

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学校与社会和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应加强联动，共同构建更为完善的志愿者服务组织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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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定义志愿者（也称志愿人员、

义工、志工）是指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利用自己的时间、技能

等资源，自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人。截至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我国注册青年志愿者人数达到３３９２万人，建立各类

志愿服务站１７．５万个
［１］。高校大学生由于其高素质和精力充

沛的特点而成为青年志愿服务的先锋队，医学生志愿者拥有医

学专业知识优势，他们在抗震救灾、社区卫生服务等公共卫生

应急和居民健康保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２４］。而目前对于医学

生群体参与志愿者服务的现状如何，存在哪些积极因素或阻碍

因素等问题的调研还鲜见报道，本研究旨在通过调查和分析在

校医学生参与志愿者服务现状，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地区性的

卫生志愿者服务体系提供参考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重庆医科大

学二、三年级４个不同专业（临床医学、护理学、公共卫生和卫

生管理）的本科学生作为本次调查研究对象。

１．２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半结构式问卷进行现况调查，问卷

内容包括调查对象一般资料和有关参与志愿者服务行为情况两

大部分。预调查显示，该问卷具有良好的可接受性，完成时间一

般为５～８ｍｉｎ，重测信度良好。正式调查时，由经过统一培训的

调查员发放问卷，并当场回收。发放问卷１９８０份，收回１８１０

份，收回率为９１．４％；其中有效１７７３份，有效率为９８．０％。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软件建立数据库，双人

核查录入数据；应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包括统计

描述、卡方检验、狋检验和方差分析，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基本情况　男４１４名（２３．４％），女１３５９名（７６．６％）；二

９１３重庆医学２０１４年１月第４３卷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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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８６７名（４８．９％），三年级９０６名（５１．１％）；临床医学专业

４２６名（２４．０％），护理学专业５１４名（２９．１％），公共卫生专业

４２１名（２３．７％），卫生管理专业４１２名（２３．２％）。

２．２　医学生参与志愿者服务总体情况　医学生参与志愿者服

务总体情况见表１。此外，本次调查对象中参与志愿服务项目

数最少１项，最多５项，平均（１．８４±０．９０）项；参与志愿者服务

年限最少１年，最多７年，平均（１．６２±０．８８）年；参与志愿者服

务累计时间最少１ｈ，最多８００ｈ，中位数为１５ｈ；对于“您认为

每次参加志愿者服务最合适的时限”的回答，中位数为４ｈ。

表１　　医学生参与志愿者服务总体情况［狀（％）］

项目 人数

是否愿意参加志愿者服务？

　是 １６５４（９５．７）

　否 ７４（４．３）

是否接触过志愿者服务宣传活动？

　是 １４００（７９．０）

　否 ３７３（２１．０）

是否参加过志愿者服务活动？

　是 １２４１（７５．８）

　否 ３９６（２４．２）

是否接受过志愿者服务相关培训？

　是 ５０６（４０．８）

　否 ７３５（５９．２）

接受志愿者服务培训内容（多选）

　志愿者服务组织基本知识 ３１６（６３．２）

　具体服务项目要求 ３６８（７３．５）

　其他 １６（３．２）

能够接受的志愿者服务频率（次／年）

　≤１ ２５５（１５．４）

　２ ３４０（２０．６）

　３～５ ６４３（３８．９）

　≥６ ４１３（２５．１）

参与志愿者服务的组织形式（多选）

　学校组织 ７５１（６０．６）

　院系组织 ９０９（７３．３）

　班级组织 ４２８（３４．５）

　个人联系 １７５（１４．１）

　其他 ６６（５．３）

２．３　不同专业医学生参与志愿者服务行为比较　不同专业医

学生在志愿者服务参与率和参与志愿者服务年限方面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而在参与志愿者服务项目方面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护理学专业学生参与志愿者服务的

比率低于其余３个专业，护理学、公共卫生专业参与志愿者服

务年限低于其余两个专业。见表２。

表２　　不同专业医学生参与志愿者服务行为比较

专业类别 狀 参与人数［狀（％）］ 参与项目（狓±狊） 参与时间（年，狓±狊）

临床医学３６６ ２９０（７９．２） １．７９±０．９２ １．７０±０．９５

护理学 ４８５ ３３８（６９．７） １．８１±０．８３ １．５１±０．９０

公共卫生３８２ ３０２（７９．１） １．８６±０．９３ １．５２±０．７５

卫生管理４０４ ３１１／７７．０） １．８９±０．９３ １．７４±０．８８

２．４　不同年级医学生参与志愿者服务行为比较　不同年级医

学生的志愿者服务参与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而三年级医学生在参与志愿者服务项目和年限方面均优于二

年级医学生（犘＜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不同年级医学生参与志愿者服务行为比较

年级 狀 参与人数［狀（％）］ 参与项目（狓±狊） 参与时间（年，狓±狊）

二年级 ７９４ ５９８（７５．３） １．７４±０．８４ １．３０±０．８０

三年级 ８４３ ６４３（７６．３） １．９２±０．９５ １．８９±０．８５

２．５　不同性别医学生参与志愿者服务行为比较　女生在志愿

者服务参与率和参与项目方面均优于男生（犘＜０．０５）；在参与

志愿者服务年限方面，男女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不同性别医学生参与志愿者服务行为比较

性别 狀 参与人数［狀（％）］ 参与项目（狓±狊） 参与时间（年，狓±狊）

男生 ３５３ ２５１（７１．１） １．６１±０．７４ １．６２±１．０１

女生 １２８４ ９９０（７７．１） １．８９±０．９３ １．６１±０．８５

２．６　志愿者服务过程中存在问题及建议

２．６．１　医学生对于志愿者服务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反映　

（１）组织管理不规范，参与途径和机会少，相关培训不到位，目

的不明确；（２）服务项目较为单一，且缺乏专业技术含量，时间

较短；（３）部分志愿者带有功利性思想，组织纪律性不强，服务

能力不足；（４）缺乏必要的经费保障，如交通费。

２．６．２　医学生对于志愿者服务的建议　增加官方的志愿者服

务活动组织，管理上更加完善有序，创造更多的参与渠道和机

会；并通过加强宣传培训，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提高志愿者服

务能力；开辟更多偏远山区的志愿服务，让服务更加落到实处，

体现志愿者价值。

３　讨　　论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完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的

有关精神，按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有关工作要求，卫生部

２０１０年将国际志愿者日活动主题定为“医务志愿服务进千所

医院万家社区”，号召全国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广泛组织志愿者

在医院和社区提供健康检查、疾病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等志愿

服务［５］。医学生是一支具有医学专业知识技能和青春活力的

团队，由其组建持续、长效性的志愿者服务组织，无疑将发挥积

极重要的作用。

３．１　医学生参与志愿者服务行为总体态势　绝大多数

（９３．３％）医学生对参与志愿者服务持积极态度，实际参与率较

好（７５．８％），且６４％的医学生能接受每年３次以上志愿者服

务，这可能与调研结果中他们普遍接受过志愿者服务宣传有

关。研究表明［６］，知识和信息是建立积极、正确的信念和态度

的基础，而后者则是行为改变的动力。陈志宏等［７］研究提出，

加大宣传力度，调动医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医学生的理论认识

和参与热情。研究结果显示，志愿者服务组织形式以学校和院

系为主，说明了学校不同层级管理部门对志愿者服务的重视和

实际支持。同时，从医学生实际参与志愿者服务的平均年限、

项目和累积时间等方面来看，均可说明在医学生中开展长期志

愿者服务的可行性和积极效应。

３．２　不同专业、年级及性别的医学生志愿者服务特点　不同

专业、年级和性别的医学生在参与志愿者服务方面存在一定的

差异。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专业的医学生参与率高于护理学

和卫生管理专业，这可能与相关院系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开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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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生参与机会更多有关；女生在参与率和参与项目方面均

高于男生，提示女生对于志愿者服务具有更好的认识和热情；

而三年级医学生在志愿者服务参与项目和年限方面均优于二

年级，说明医学生志愿者大多数是持续性参与，并随时间增长

其影响面更大。由此提示，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可因势利导，充

分发挥医学生参与志愿者服务的专业、年级和性别优势，打造

具有示范带头作用的品牌团队，从而扩大志愿者服务活动的影

响力，进一步挖掘整个团队的参与潜力。

３．３　当前医学生志愿者服务中存在的不足与改进　表１显

示，志愿者接受培训率仅占参与者的４０．８％，这势必影响医学

生对志愿者活动意义的认识以及参与项目服务的质量。同时，

学生反映组织管理不规范、参与途径和机会少、服务项目单一，

缺乏专业技术含量和必要的经费保障等问题，与国内其他有关

高校志愿者的研究报道具有共性之处［８９］。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并建立长效机制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张翠翠［１０］提出，开

展专项课程形式的志愿者服务培训，使其更具有规范性、长效

性。方小芳［１１］建议，通过建立政府、高校、社会的联动机制，以

获得政府部门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并鼓励企业实体、个人积

极参与支持志愿者事业。熊年秀等［１２］通过总结江西省红十字

志愿护理服务中心７年的实践经验，展示了护理专业志愿者参

与社区老人志愿护理服务的成效。康文萍等［１３］实践表明，通

过成立专门管理机构、建立相关规章制度、采用激励机制等管

理办法能促进医院志愿者服务的有效开展。李妍斐［１４］提出明

确角色定位、统一专业培训、评估服务需求等方法使医务社工

和志愿者能更好地融入医院服务。

总之，医学生志愿者服务具有广泛的社会需求和价值，学

校应积极加强与医院、社区及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联动管理，

共同构建较为完善的卫生志愿者服务管理体系，持续推进医学

生志愿者服务活动的深入开展，并通过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

锻炼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培养其良好的服务意识和医德风

范，最终达到社会、学校和学生多方共赢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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