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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志愿服务形式单一。志愿者以慰问帮助弱势群体、参

与社区安全维护和劳动服务等为主，形式单一，服务层

次较低。四是志愿服务体系单一。大多是某一机构或某

一行业群体开展志愿服务，缺乏多部门联动，企事业单

位、学校等机构与社区联合开展志愿服务工作不够。五

是志愿服务缺乏长效机制。很少形成长期、稳定的社区

志愿服务。

高校志愿服务与社区康复开展现状

（一）高校志愿服务开展现状

1 9 9 3 年 底 ， 共 青 团 中 央 实 施 青 年 志 愿 者 行 动 ， 一

年后成立了“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我国青年志愿者

组织由此诞生，而高校学生成为青年志愿者的主体。当

前，在全面推进“三全育人”的背景下，各高校通过人

才培养的社会实践和创新创业等环节，加强高校志愿服

务活动，打造志愿服务“项目化”“品牌化”。志愿服

务工作也成为高校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平台。 [8]

大学生专业性强，个人素质高，在校团委、专业教师的

指导下成立的志愿服务组织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准，在志

愿服务中更加具有针对性，往往能解决居民生活中的某

些难题。高校志愿服务也存在学校重视不足，学生参与

少；志愿服务内容与学生专业不对口，学生兴趣不足；

服务形式单一，缺乏创新性；志愿服务队伍人员流动性

大，缺乏长效机制等问题。

（二）社区康复开展现状

康 复 医 学 以 消 除 和 减 轻 病 人 机 体 功 能 障 碍 ， 弥 补

和重建功能缺失为目的，是现代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

我国康复医学事业是20世纪80年代后引入国外“功能导

向”“以人为本”的现代康复理念而建立的新兴学科。

与临床医学不同，康复医学以解决疾病导致的功能障碍

为目的。康复服务不仅仅在临床，社区和家庭在疾病的

预防和慢性病管理中更需要专业的指导。当前，我国在

社区开展康复治疗的专业人员缺乏，场地不够，设备数

量少，种类不全等，严重影响社区康复工作的开展。[9]

高校康复志愿服务社区对策

由高校康复专业的师生组成“康复志愿队”，针对

社区居民健康需求开展康复服务，从志愿者的专业性和

志愿服务的质量都有较好的保障。要做到服务效率高，

服务质量好，服务长效，必须要从志愿服务管理、服务

形式以及激励措施等方面形成良好而有效的机制。

（一）志愿服务队伍的组建

在高校团委、实践教学管理处等行政机构的直接领

导下，选取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治疗学、护理学

等具有医学专业背景的师生，组建“康复志愿队”。志

愿队应奉行“大医精诚、乐于奉献”的专业精神，具备

较好的专业技能和健全的管理体制。志愿队应由1-2名专

业教师为领队，在学生中开展志愿服务宣传和招募，学

生自愿加入。高年级学生已学习了专业课程，参加了临

床实践，为保证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高年级（大三和大

四）学生应不低于二分之一。老生带新生，形成传-帮-

带、长效化的志愿服务。加强对学生志愿服务的管理与

指导，志愿队内部进行志愿服务态度和水平评估，包括

考勤、专业技能的开展、对病人的人文关怀等；外部进

行服务对象反馈评价，包括服务对象的满意度，服务效

果，相关意见和建议等，确保康复志愿服务科学化、专

业化、人性化。

（二）志愿者专业化培训

为提升志愿服务质量，由专业教师对志愿者开展岗

前培训，内容包括人际沟通和专业技能，使志愿者在志

愿服务活动的策划、管理、执行过程中不断拓展和提升

个人综合能力。根据每次志愿服务的主要内容进行集中

培训，提高大学生对志愿服务的认知。[10]志愿者要具备

一定的专业知识，熟悉《社区康复》《老年康复》《老

年护理》等专业课程内容，掌握常见疾病的康复评定和

康复治疗方法。指导学生掌握常用康复设备的操作方法

和注意事项，尤其是要强调各类疾病康复的适应症和禁

忌症。在学生开展志愿服务过程中，专业教师可通过线

下或线上指导，规范操作，预防意外的发生。为确保康

复服务的绝对安全，对复杂性、难度高或学生不熟悉的

疾病治疗与康复不开展志愿服务。

（三）志愿服务形式多元化

随 着 社 会 信 息 化 、 智 能 化 的 发 展 ， 社 区 志 愿 服 务

形式也应多元化。运用互联网，形成线下与线上相结合

的社区志愿服务，提升服务效率，提高服务质量。现场

康复志愿服务：与社区管理中心协调，定期、定点在社

区内为居民开展康复治疗和康复指导，宣传健康管理知

识，形成稳定长效服务。为残疾和严重功能障碍的病人

提供上门康复志愿服务，并为家属讲解居家康复和护理

方法，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互联网+”社区康复志愿

服务：运用“互联网+”技术，构建线上康复志愿服务

平台，将康复治疗技术和方法推送到移动智能终端，实

现信息技术与传统社区志愿服务的有机结合，高效、快

速、精准开展康复服务。另外，受新冠疫情等突发性公

共事件的影响，线下志愿服务可能会中断，线上志愿服

务形成有力补充，保证志愿服务的延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