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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对西部贫困边远农村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学、政府、支教

学校”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支教志愿服务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政府监管缺位、社会资助分

散欠规范、志愿服务活力不足、没有形成品牌等突出问题.结合华中农业大学的支教实践,探索在大学生西部农

村支教志愿服务中引入爱心企业,形成合作开放的“大学＋政府＋企业”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新模式,

阐释了这一新模式的内涵、运行机制,从大学、政府、企业、支教学校四个层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大学生西部农村

支教志愿服务模式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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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是指大学生利用

寒暑假,毕业前的实习时间,或者应届毕业大学生毕

业直接参加国家支持西部农村教育相关计划,到西

部贫困地区支援教育的志愿行为.本文以“西部计

划”研究生支教团在西部贫困边远农村地区所开展

的支教志愿服务为主要研究对象,即按照大学生志

愿服务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办的要求,每年选拔一批

已成功保送学校硕士研究生的优秀应届毕业生或在

读研究生,以接力的方式赴西部贫困边远农村地区

开展支教志愿服务.多年来,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

志愿服务在数以万计大学生志愿者的辛勤努力和无

私奉献下取得了一定成绩,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一、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
的重要意义和成效

　　１．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概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科教兴

国”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

展,不断推动西部地区扶贫工作,同时,为广大青年

大学生搭建响应“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去”国家号召的平台,使广大青年大学生在

基层艰苦环境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实践中砥砺性格

品行,在奉献社会中知行合一,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大学

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工作在共青团中央、教育

部等中央部委的大力推动下逐步成体系地,有组织

性地开展起来.从初期个人的自发行动到当下千万

人“接力式”地投身其中,从初期爱心力量的分散到

当下助学物资的集聚,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

务经历了“破茧成蝶”的蜕变过程,并仍在现实环境

中实事求是地求新求变.截至２０１１年５月,已有来

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９０余所高校的４９０６
名取得保送研究生资格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和在读研

究生,赴西部贫困边远农村地区２００多所中小学开

展了为期１年的支教志愿服务.同时,为进一步发

挥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的作用,巩固大学

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已有成果,２０１１年７月,
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被纳入团中央、教育

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实施的大学

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基础教育专项.

２．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实施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可助

力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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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

见»提出,要加快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

学条件,适当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标准.
大力支持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实施大学生西部农村

支教志愿服务,向西部贫困边远农村地区以接力方

式派遣大学生支教志愿者,一方面能缓解师资不足

的状况,为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注入活力;另一方面能

带入鲜活的教育教学理念,同时,西部贫困边远农村

地区也会因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者能够得到各

个层面不同的资源与力量支持.
第二,实施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是国

家西部贫困边远农村地区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大

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是国家西部贫困边远农

村地区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扶贫先扶智,解决好

西部贫困边远农村地区中小学教育问题是重中之

重.通过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地方中小

学教育面貌得到改善,为这些地区摆脱贫困奠定坚

实的基础.同时,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还

能架起支教志愿者所在高校与支教地方政府间合作

的桥梁.总之,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能够

发挥其在扶贫工作中应有的作用,能将新观念、新思

想、新手段逐渐引入西部贫困边远农村地区,能引导

西部贫困边远农村地区的群众由等、靠、要变为自力

更生.
第三,实施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能够

为西部贫困边远地区的农村文化建设打下良好的基

础.西部贫困边远农村地区是农村文化建设的“盲
区”,也是农村文化建设最薄弱的环节.大学生西部

农村支教志愿服务作为西部贫困边远农村地区优质

教育资源的补充可发挥长处和优势,为西部贫困边

远农村地区的文化建设打基础.大学生西部农村支

教志愿服务能够将正确的文化导向通过所教学生传

递给学生家长及其周边的群众.与此同时,大学生

西部农村支教志愿者在服务地开展的除支教外的

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和一种文

化的塑造.

３．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的主要成效

随着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以接力的方

式持续开展,“大学、政府、支教学校”三位一体的基

本格局逐渐形成,大学成为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

愿者的输出方,政府成为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

者的承接方,支教学校成为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

愿服务的受惠方,三方互联成为了一个运行的整体.

同时,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对西部农村教

育和社会发展的牵引作用和带动效应不断凸显.一

方面,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不仅改变了学

校的硬件设施,也使学校教育教学力量逐渐充实,教
育教学管理日趋规范[１].大学生支教志愿者们将全

新的教育教学理念带入课堂,融入知识教授过程中,
并利用已有资源积极开展第二课堂教学,这让支教

学校的学生们视野得以拓宽,认知得以改变,综合素

质得以提高.另一方面,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

服务对西部贫困边远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越来越大,作用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以校地合作等方

式的扶贫工作也陆续开展.与此同时,大学生支教

志愿者们在开展支教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也将自

身所学知识运用到了实践中,并在生动的实践中

了解了民生、认识了社会、收获了能力.大学生西

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也成为高校实践育人的重要

载体.

　　二、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
存在的突出问题

　　１．当地政府对大学生支教志愿者指导、监管

缺位

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者一旦离开学校进入

支教地开始支教志愿服务工作后,由于相隔距离较

远、交通通信不畅等因素,高校难以直接对在西部贫

困边远农村地区开展支教志愿服务的大学生支教志

愿者们进行指导和监督.在“大学、政府、支教学校”
三位一体的基本格局中,大学、政府共同承担着对大

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者的指导和监督责任,在大

学难以履行责任时,政府作为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

志愿者承接者,有义务对大学生支教志愿者进行指

导和监管.政府对大学生支教志愿者的指导主要包

括地方社情民意学习、重要理论知识学习、教育教学

工作等内容,对大学生支教志愿者的监督主要包括

履职情况、人身安全状况、志愿服务开展情况等内

容.政府对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者的指导和监

督主要通过走访探望、召开学习座谈会(工作汇报

会)等形式进行.但随着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

服务持续开展,当地政府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倦怠思

想,在对大学生支教志愿者的指导、监督上出现了缺

位,导致安全事故、擅离职守、无故离职、教学渎职等

情况时有发生.如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

目管理办公室在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份的«关于核减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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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研究生支教团招募指标取消１所高校研究生支

教团资格的通知»(全国项目办发[２０１３]２３号)中指

出,某大学多名志愿者服务在非教学岗位上,某大学

有１名支教志愿者在支教期间发生溺水意外死亡

事故.

２．社会资助分散欠规范

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具有一定社会影

响力,许多社会公众长期关注、关心支教志愿服务的

相关情况并将其作为奉献个人爱心的重要平台.因

此,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能够通过各种渠

道获得大量分散的助学物资.西部贫困边远农村地

区虽闭塞穷苦、交通不便,但助学物资依旧能源源不

断地涌入支教学校,物资种类繁多,上到钱款、二手

台式电脑、打印机,下到旧书籍、衣物、鞋袜等.如河

北大学研究生支教团,从２０１２年９月至１２月,短短

４个月时间,支教团成员共为支教学校联系了捐助

活动.捐赠人来自全国各地,绝大多数是以个人名

义进行的捐赠[２].诚然,这些助学物资都是无私的

社会爱心力量,是社会对西部贫困边远农村地区的

关心与帮助,但分散且杂,部分社会资助与现实需求

偏离太远,部分社会资助还存在安全隐患.这使得

社会资助难以聚合形成合力并发挥应有作用.此

外,社会资助的发放、使用要求也因资助者的不同而

各异,不仅增加了大学生支教志愿者的工作难度,也
让社会资助陷入“乱”的循环,难以形成统一、规范的

制度.

３．志愿服务活力不足,没有形成品牌

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者以充满朝气、富有

活力、有责任、有担当、能吃苦耐劳的大学生为主.
大学生支教志愿者所具备的特质能够使他们在支教

志愿服务方面做到优秀,也可以让他们充满动力和

激情地开展富有内容与创意的除支教志愿服务外的

其他志愿服务活动.然而,政府主导、大学参与下的

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却显得活力不足,拥
有的品牌志愿服务活动不多.教学外的志愿服务活

动缺少成体系、可管长远的志愿服务.大学生西部

农村支教志愿者虽有激情和干劲儿,但对开展的志

愿服务活动缺少长期性的考虑,志愿服务活动的“轰
动性”很强,这也使得志愿服务的活力处在极高与极

低两个极值上,持续性的活力明显不足.品牌志愿

服务活动不多缘于大学生支教志愿者们在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过程中缺乏赓续传承、创新创造的精神.
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者们缺少对以往学生参与

度高,农村群众认可的志愿服务活动开展经验的总

结传承和创新性的思考,致使志愿服务活动陷入“原
地转圈”的困境.同时,志愿服务品牌的树立、打造

也囿于资金、物资的影响.

　　三、“大学＋政府＋企业”大学生西
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新模式的探索

　　随着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的深入推

进,因地制宜,结合支教地区实际,在大学生西部农

村支教志愿服务中引入爱心企业,探索“大学＋政

府＋企业”的支教志愿服务新模式,具有深远的意

义.“大学＋政府＋企业”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

服务模式在以“大学”与“政府”两方为主向西部农村

“支教学校”输送各种相关资源的模式基础上,动员

企业力量加入,进一步增强了支教志愿服务在开展

过程中“后方”的保障、供给力量.“大学＋政府＋企

业”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模式无法适用于

社会公益组织、爱心人士等组织开展的西部农村支

教志愿服务活动.该模式需要通过大学生在西部农

村地区长期地、有规律性地开展支教志愿服务才能

发挥应有效果.
“大学＋政府＋企业”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

服务模式是新形势、新要求下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

志愿服务模式的积极创新,是弘扬“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志愿精神和践行“服务他人、奉献社会”志
愿服务理念的综合体现,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打造

企业文化品牌的重要平台,是高校与地方政府、爱心

企业、支教学校构建实践育人平台长效机制的有益

尝试.
该模式的基本内涵是:遵循合作开放、共生共赢

原则,共同致力于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拓
展“大学、政府、支教学校”三位一体格局;引入爱心

企业,构建“大学＋政府＋企业”三方力量共同支持

“支教学校”的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共同

体,大学、政府、企业、支教学校各司其职,各尽所能,
在支教志愿服务人才支持、指导和监督支教志愿者、
志愿服务物资经费保障等方面充分联动,形成合力,
做到优势互补,实现共生共赢,凸显大学生西部农村

支教志愿服务的育人功能,促进西部贫困边远农村

地区教育教学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

１．探索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

“大学＋政府＋企业”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

务模式有效运行,须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主要包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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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机制、主体协调机制、作用机制、保障机制四方面.
(１)建立目标机制.“大学＋政府＋企业”大学

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模式通过整合大学、地方

政府、爱心企业、支教学校四方,使他们之间实现串

联,形成合力.四方对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

务有一致性的认识,对形势的发展有共同的判断,能
就如何推动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达成共

识.四方在相互信赖的合作氛围中,以促进大学生

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为主旨,实现提升高校实践

育人成效,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展现企业社会责

任和品牌文化等方面互促共赢的目标.
(２)建立主体协调机制.大学作为大学生西部

农村支教志愿者的输出中心,是“大学＋政府＋企

业”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模式运行的关键

所在.在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者的选拔、培训

上,大学要与政府、企业、支教学校商定选拔标准、选
拔形式等,议定培训方式、培训内容等,确保派往西

部贫困边远农村地区的大学生支教志愿者志愿服务

经历丰富、思想坚定、品格高尚、博闻强识、能吃苦耐

劳、有责任乐担当、身体素质过硬;在发挥大学生西

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功能上,大学要重

视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工作,要将其作为

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要与地方政府共建大学生志

愿服务实践基地,与企业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确保大

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实践育人功能的长效

性;在沟通联络机制建立上,大学要加强与政府、企
业、支教学校间的联系,建立不定期进行沟通联络的

机制,确保四方之间的信息对等.
地方政府承担着接纳、指导与监督大学生西部

农村支教志愿者的重要工作:一要与大学进行沟通,
掌握派遣到地方的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者的基

本信息,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二要对支教学校的情况

进行全面了解,要与支教学校建立沟通联络渠道,切
合实际地做好接纳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者的相

关工作,包括后勤保障、交通服务等;三要通过召开

座谈会、组织相关培训、进行日常抽检等方式对大学

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者进行指导和监督.政府还需

与企业进行沟通,充分认识到企业对大学生西部农

村支教志愿服务的重要意义及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作用,要鼎力支持企业在支教学校开展的助

学工作,更要做足吸纳合适企业在地方落户的准备

工作,从而使企业发挥更大作用.
企业作为助学资金、物资的提供者,需要成立支

教工作组.支教工作组的主要职责是:对助学项目

申报方案与预算的审查和批复,对助学资金、物资的

募集与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审计.企业以大学生西

部农村支教志愿者为“中介”,通过项目化的方式实

施助学活动并给予大学生支教志愿者一定日常生活

补贴.企业实施助学项目须接受大学、政府和支教

学校的监督.
支教学校作为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的

开展地,要配合大学、政府做好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

志愿者的接洽工作并对支教志愿者与企业共同实施

的助学项目进行监督,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３)完善作用机制.在“大学＋政府＋企业”大

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模式下,助学内容不断

充实,形式不断丰富.助学内容涵盖改善支教学校

的软硬件设施、关爱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学生日

常生活习惯培养等方面.助学方式以立项申请为

主.助学项目的实施流程为:第一,由大学生支教志

愿者结合支教学校实际并经与支教学校主要负责人

商定提出助学项目申报方案、预算,填写助学项目立

项申请单;第二,将助学项目立项申请材料向地方教

育局等政府职能部门报备;第三,将助学项目立项申

请材料报大学负责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工

作小组,大学负责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工

作小组审核同意后报至企业支教工作组;第四,企业

支教工作组对助学项目立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
核通过的助学项目立项申请将被立项;第五,立项

后,企业支教工作组将助学项目立项申请材料、项目

预算批复、请款单交企业财务部,由企业财务部将资

金一次性拨付给负责助学项目的支教志愿者;第六,
助学项目完成后,企业支教工作组将对助学项目进

行验收.助学项目实施过程中,大学、政府、支教学

校要对资金、物资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４)完善保障机制.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

者的素质有保障:大学依据标准选拔大学生西部农

村支教志愿者并对入选大学生志愿者进行系统培

训;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的经费、物资有保

障:企业通过项目化的方式为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

志愿服务提供大量的助学经费、物资,同时,大学、政
府也会给予支持;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监

管有保障:政府对大学生支教志愿者的思想动态、日
常生活等方面给予关注和关心,对大学生支教志愿

者所开展的助学志愿服务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同
时,支教学校也对助学志愿服务活动的物资、经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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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进行监督.

２．发挥实践探索的示范效应

华中农业大学探索“大学＋政府＋企业”大学生

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新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和社会反响.华中农业大学与武汉二航路桥特种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在取得充分共识的基础上,签订支

教志愿服务合作协议,依托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

风景名胜区大水乡大石村华农大石希望小学、箐山

村本禹希望小学等支教学校,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对“大学＋政府＋企业”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

志愿服务模式进行了有益探索:一是创新大学生支

教志愿者的遴选形式.在新模式下,华中农业大学

就大学生支教志愿者选拔工作与政府、企业、支教学

校进行沟通,把握对大学生支教志愿者素质的需求

导向,以遴选出符合四方共同标准的大学生支教志

愿者.同时,邀请企业代表参加大学生支教志愿者

选拔的材料筛选、面试等环节.二是建立大学与政

府、企业、支教学校三方的沟通联系机制.大学、政
府、企业、支教学校作为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

务模式运行的四个独立主体,要使他们形成合力,发
挥应有作用,需要建立良好的沟通联系机制.华中

农业大学以校地合作、校企合作为背景,通过签订合

作框架协议、实地走访、通信联系、探望慰问大学生

支教志愿者等方式建立了与政府、企业、支教学校间

的联系,形成了机制.新模式下的沟通联系机制不

是单线式的而是交互式的.三是项目化助学.大学

生支教志愿者通过立项申请,在大学、政府、支教学

校的监督下,与武汉二航路桥特种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实施了“暖心三个一”、“你好电脑”、“希望蔬菜大

棚”等多个助学项目.项目涵盖关爱农民工子女、留
守儿童,日常卫生习惯养成,操作动手能力培养等多

方面.助学项目每年可落地实施一至两项,能很好

地服务支教学校教育教学发展,促进地方经济社会

的发展.同时,武汉二航路桥特种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还关注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者,对在地方开

展支教志愿服务的志愿者以每人每月５００元的标准

进行日常生活补贴.实践证明,在这一模式下,大学

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焕发了新的活力,发挥了

良好的示范效应.
第一,加强了对大学生支教志愿者的指导、监管

和服务.在“大学＋政府＋企业”大学生西部农村支

教志愿服务模式下,随着大学、政府、企业、支教学校

四个主体的沟通联系不断加强,对大学生支教志愿

者的指导、监管和服务也得到了加强.大学在大学

生支教志愿者进入西部贫困边远农村地区开展支教

志愿服务前会对其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岗前指导,政
府在大学生支教志愿者从事支教志愿服务期间也以

组织召开座谈会、理论学习会等方式给予了指导.
在新模式下,政府通过监督助学项目、日常抽检等方

式加强了对大学生支教志愿者的监管.与此同时,
企业走进西部贫困边远农村地区支教学校开展项目

化助学,会频繁地与大学生支教志愿者联系、沟通,
指导助学项目开展的同时,也会形成对大学生支教

志愿者的监管.“大学＋政府＋企业”大学生西部农

村支教志愿服务模式要有效运行,大学生支教志愿

者的作用十分明显.因此,大学、政府、企业、支教学

校四方都对大学生支教志愿者的日常、生活、学习等

给予了关心,提供了必要的服务.
第二,形成了项目化运作下的规范化资助.此

前,因缺少载体、平台,企业多是无规范地、分散地、
无针对性地对西部贫困边远农村地区学校进行资

助.“大学＋政府＋企业”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模

式下,大学生支教志愿者在企业的指导下通过项目

申请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助学工作,并由大学、企
业审核,政府、支教学校监督实施.项目化运作使助

学资助物资更具针对性、规范性和统一性,更能确保

了所获资助物资的安全,进而让西部贫困边远农村

地区的学生切切实实地得到帮助.
第三,激发了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的

活力.企业的加入进一步增强了大学生西部农村支

教志愿服务的持续性和体系性,同时,也能进一步释

放了大学生支教志愿者的智慧和力量.通过项目化

的方式,企业对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提供

了大量的资金、物资支持.随着,支教志愿服务资

金、物资不足的问题逐步解决,一批有特色的大型志

愿服务项目得以开展,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

务的活力逐渐被激发.
第四,促进了高校实践育人载体建设.充足的

经费投入和多样化的基地是开展实践活动的基础和

有力保障[３].在“大学＋政府＋企业”大学生西部农

村支教志愿服务模式下,企业通过与大学、政府、支
教学校开展项目化助学,为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

愿服务这一高校实践育人载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

经费和 物 资 支 持,促 进 了 高 校 实 践 育 人 载 体 的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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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推进“大学＋政府＋企业”大学
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模式的建议

　　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已成为促进西部

贫困边远农村地区教育教学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力量,已成为高校做好实践育人的重要载体.“大学

＋政府＋企业”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模式

是一种创新尝试,要使该模式进一步发挥作用,还需

进一步调动大学、政府、企业、支教学校四个方面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一,大学要进一步认识到大学生西部农村支

教志愿服务作为实践育人载体的重要地位并寻求更

多企业加入.实践育人始终贯穿于高校人才培养的

全过程,实践育人在增强大学生对社会的了解,提高

大学生的生活本领,提升大学生的精神境界,锤炼大

学生的意志品格,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等方面都

有重要作用.大学要做好实践育人工作需要有好的

载体和平台,需要有依托载体和平台形成的长效机

制.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根植于西部贫困

边远农村地区,是大学生开展实践活动最具有社会

意义和社会价值的载体之一.大学要充分认识到大

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所

在,从政策和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要将大学生西部

农村支教志愿服务与学校服务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

的各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纳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
要注重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者的选拔工作,不
断加强与政府、企业、支教学校间的联系,选拔综合

素质高的学生,并且要不断强化对支教志愿者的岗

前培训.同时,大学还要在已有大学生西部农村支

教志愿服务点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增设服务点,为通

过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实现实践育人搭建

更多平台.企业是“大学＋政府＋企业”大学生西部

农村支教志愿服务模式的关键所在.大学要充分利

用校友会等平台寻求更多企业的加入,获得更大范

围内的资金、物资支持,使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

服务可持续性地发挥实践育人功能.
第二,政府要进一步认识大学生支教志愿者、企

业在当地教育教学面貌改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

用.在“大学＋政府＋企业”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

愿服务模式下,无私付出、贡献青春智慧的大学生西

部农村支教志愿者与勇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一道为西

部贫困边远农村地区教育教学面貌的改善和经济社

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当地政府、群众、教

师等都隐隐存在着一种“盼着给予”“等着改变”的心

理[１].这种心理对大学生支教志愿者和企业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是一种挫伤.政府要对大学生西部农村

支教志愿服务、企业的奉献和投入有进一步的认识.
政府要充分利用大学生支教志愿者与企业带来的资

源与潜在的发展机会,一方面可加强与大学生支教

志愿者所在大学合作,另一方面可积极吸引符合地

方发展实际的企业落户,不断促进地方发展.与此

同时,政府要持之以恒地做好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

志愿者的承接、指导与监管工作,为大学生西部农村

支教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提供保障.
第三,企业要充分认识到公益行为对自身发展

的重要性,不能为了公益而公益,要有“双赢”目标.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企业的发展需要铸就具有鲜明

特色的品牌,更需要塑造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培育

品牌企业文化.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确定了新的战略

规划和选择,即把社会责任担当纳入其发展战略的

重要部分并找寻到了各种不同的社会载体.公益慈

善事业成为这个战略选择的重要载体[４].投入部分

资金用于开展公益慈善事业是企业反哺社会而又能

利己的举措,对企业来说,参与公益事业不仅可以扩

大社会影响力、提高企业形象和经济效益,还能扩大

社会效益,并最终与企业的盈利性目的相一致[５].
“大学＋政府＋企业”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愿服务

模式下,企业要有“双赢”目标,即对西部贫困边远农

村地区教育教学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的同时实

现自身品牌企业文化的打造,彰显自身的社会责任

担当.
第四,支教学校要明确认识到大学生西部支教

志愿者、企业带来的精神与物质财富,要尽全力保证

教育教学质量,逐渐实现自身的“造血功能”.支教

学校在“大学＋政府＋企业”大学生西部农村支教志

愿服务模式中是直接受益者,支教学校的师生获得

了来自企业高质量的资助,这对支教学校的发展,对
支教学校学生的成长,对地方教育教学面貌的改善

是极为有利的.对企业而言,支教学校的教育教学

质量高低是对项目化助学成果的一种现实反映,是
考量能否深入持续开展的重要依据.对支教学校自

身而言,保证良好的教育教学质量也是实现自身“造
血功能”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支教学校需要在大

学生支教志愿者、当地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确保教育教

学质量,而对教育教学质量的要求也是对大学生支教

志愿者的一种监督,对整个模式的运行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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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Government＋Enterprise”:StudyontheNewMode
ofEducationVolunteerinWesternRural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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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volunteerserviceinwesternruralareasisveryimportantforthedevelopment
ofpovertyinremoteruralareasinwesternChina．Universitieshaveachievedremarkableprogressesin
exploringthe mode ofeducation volunteerservicesin western ruralareas with thetrinity of
“university＋government＋teachingschool”．Butatthesametime,government’slackofsupervision,disＧ
persionofsocialsupport,inefficientvitalityofvolunteerservicesandnoformationofbrandarealsothe
problems．Basedontheteachingpracticein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thispaperexploresthe
newmodeonhowtointroduceloveenterprisesineducationvolunteerservicesinwesternruralareasand
establishthecooperationandopennessofeducationvolunteerserviceswiththecombinationof“universiＧ
ty＋government＋enterprise”．Whatismore,thispaperexplainstheconnotationandoperationmechaＧ
nismofthisnewmode．Finally,thispaperproposesseveralpolicysuggestionsonhowtoperfecteducaＧ
tionvolunteerservicesinwesternruralareasfromthefourlevelsofuniversities,government,enterprises
andteachingschools．

Keywords　ruraleducationinwesternChina;educationvolunteerservices;mode;operationmechＧ
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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