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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公共卫生问题频发，医学生以其扎实的专业素养，在志愿服务活动上具备独特的优势，如何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保障志愿者的权益不容忽视，医学生只有一定程度上“知法、懂法”，才能更好地

开展志愿服务。当前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发展，同时面临了机遇和挑战，志愿者权益的保护至关重

要，提高医学生志愿者法律、法规意识更是重中之重。因此，本文系统探讨新时期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

权益保护的问题，旨在为我国大学生志愿服务法制观念的培养提供依据，并提出适合医学生法制观念培

养的途径以推进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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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ublic health problem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and medical students hav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3187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3187
https://www.hanspub.org/


王琳 
 

 

DOI: 10.12677/ass.2024.133187 59 社会科学前沿 
 

unique advantages in volunteer service activities with their solid professional qualities. How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volunteers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cannot be ignored. Only 
to a certain extent, medical students can better carry out volunteer service. At presen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volunteer service activities, it is also faced with op-
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volun-
teers, and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improve the awarenes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medical 
students’ volunteers. Therefor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llege students’ voluntary service activities in the new era, aiming at providing a 
basi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legal concept of college students’ voluntary service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the appropriate way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legal concept of medical student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voluntary servi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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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志愿服务作为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一部分，不仅可以引领大学生思想教育、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而且为大学生提供了实践平台。近年来，公共卫生问题频发，医学生以其扎实的专业素养，在志愿服务

活动上成为重要的主力军，在此形势下，系统探讨医学院大学生志愿服务存在的问题，寻找适合医学生

的法制观念培养途径，落实医学生法制观念培养对策等，对促进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的推进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2. 医学院校大学生志愿服务概述 

公益性作为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突出特质，意味着多数情况下的服务活动是没有物质报酬的，需要大

学生自愿贡献个人的时间和能力，为社会提供服务[1]。大学生作为志愿服务的重要载体，在志愿服务活

动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包括重大体育赛事、国际展览会、社区宣传等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都离不

开大学生群体的参与，足以体现其参与志愿服务的广泛性和多样性。近年来，公共卫生问题频发，医学

生以其扎实的专业素养，在志愿服务活动上具备独特的优势。医学院大学生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系统

的医学专业培养使得其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因此医学生以其素质过硬、思维活

跃、人文情怀等特点，成为社会志愿服务活动中的重要人力资源。 

2.1. 新时期大学生志愿服务暴露的问题 

目前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已经开展一段时间，但其发展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部分大

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时存在认知与行动不一致的问题，一方面大学阶段其社会责任感不断增强，主观

上愿意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却存在实践行动力不足的矛盾。正是大学阶段学生自身因素的

影响，致使很多大学生的志愿行为只是临时的，不能长期坚持，甚至不愿参加需要长时间服务的项目，

一旦其中途退出，就需要新的成员来补充，这样势必会增加志愿服务培训的成本，甚至降低相应志愿服

务活动的效率。其次，大学生志愿服务整体参与度不高，并且缺乏志愿服务培训的长效机制。这其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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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种因素的影响，由于部分地区的志愿活动缺少全面的推广，以致缺乏适合大学生的参与途径，另外

比如宣传力度不足、准入标准不高、退出机制不明确、相关培训不透明等多种问题，导致了大学生参与

志愿服务活动积极性不高，参与度也随之降低，严重的影响了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热情。当前，

我国在大学生中开展的志愿服务形式多数以传统模式运营，政府投资，学校党委、团委等部门组织实施，

缺乏专门的运营与监管机构，组织定位不准确，致使志愿者约束力弱、流动性大、稳定性差等问题。由

此可见，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暴露出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监督评价机制等方面问题。 

2.2. 大学生志愿者法制观念培育的重要性 

随着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开展，应该配套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维护和保障。作为志愿服务的重要载体，

大学生志愿者只有一定程度上“知法、懂法”，才能更好地开展志愿服务。志愿服务活动但凡涉及到“服

务问题”就需要法律法规的保护，例如，如何保障志愿服务活动过程中的经费问题、涉及到危险性的志

愿服务活动的安全保障问题、服务者的人身安全问题、志愿服务活动中产生的纠纷问题等。特别是近期

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后，一些医学院大学生纷纷请求支援抗疫前线，甚至看到欧美医学院大学生提前毕

业助力抗疫的相关报道，他们为公共卫生安全奉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但同时也面临志愿服务活动中感

染、死亡等风险，志愿者权益的保护至关重要，提高志愿者法律法规意识更是重中之重。 
志愿服务机制不健全，致使大学生志愿者法制观念薄弱。特别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既然选择

公益事业就要完全“无私奉献”，大学生作为推动该公益事业的主体如果考虑个人的得失，那就有悖于

“公益”性质，甚至没有认识到要学习如何维护自身权益的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参与任何形式的志愿

服务活动，都等于在缺乏自我保护机制的情况下开展工作，一旦出现闪失，所有后果都要自己承担。目

前我国志愿服务事业仍处于发展阶段，部分地区实施志愿活动还缺乏健全的机制，比如缺乏持续的资金

支持、志愿服务立法，缺少志愿者人身、财产等保险制度，这会影响志愿者的选拔、专业培训和教育等

方面。特别是相应的法律法规还没有确立，由于志愿服务活动中权力义务关系不明确，志愿服务三方中

的权力、义务都有无法得到保障的时候，这势必会造成大学生志愿者自我保护意识薄弱，以及法律法规

知识缺乏，这也使志愿服务活动的持续开展无法得到保障。 

3. 医学院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法制观念培育面临的问题 

3.1. 法制宣传不足阻碍法制观念形成  

目前而言，医学院校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是为医疗卫生体系培养具有职业道德、创新精神和高素质、

强能力、应用型的医学专门人才[2]。从部分本科医学院校培养方案可以看出，医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主要

从知识、能力和素质方面初步达到临床工作的基本要求，虽然专业培养方案中包括卫生法学、医学伦理

学等课程设置，但实际在本科五年学习中，所占比重很少，且多数是以考查课、选修课形式进行授课，

课程结束时主要从理论概念等较为基础的层面进行考核，很难引起医学生的重视，更缺少相应的实践机

会。此外，在医学院的教育教学中，以法制宣传为核心的讲座和培训较少，较难实现医学法制的传播。

基于专业学习的特点和法制宣传的缺失，医学生将法制基础教育转化为法制意识、法制思维和系统的法

制观念的过程困难重重，更无法将法制观念融入并应用到志愿服务中，用医学法律知识保护进行志愿服

务的自己。 

3.2. 志愿服务法律制度不完善限制医学院大学生观念培育 

近年来，虽然我国志愿服务事业快速发展，但是还没有统一的全国性志愿服务法，只有部分省份制

定了地方政策、条例，因此加快推进全国性志愿服务法的立法进程极其重要[3]。“法律法规体现鲜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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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导向，社会主义法律法规直接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法

制是整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乏法制意识会影响大学生价值观确立。大学生对于法律法规的认识多

数是通过校园平台，依法治校在高校推行多年，过程中不乏制度构建和落实“阳奉阴违”的情况，实施

中“人为干预”也时有发生，致使部分制度无法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下不利于校园法制环境的确立。公

共卫生突发事件后，医学院大学生可以通过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达到积极投身社会实践，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目的，而不完善的志愿者服务制度势必会限制志愿服务活动的质量和高度，更不利于大学

生法制观念的培育。 

4. 提升志愿服务活动法制观念培养的途径 

4.1. 推动建立医学院大学生法制观念培育学习平台 

提高医学院大学生职业服务的法制观念，要善于利用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构建大学生法制观念培养

的有效途径，要遵循大学生自身发展规律，遵照医学院本科培养目标，在法制视野下构建志愿服务长效

机制，搭建长期稳定的志愿服务平台，为医学生长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帮助。首先，医学院需进一

步增强《医学法学》《医学伦理学》等相关课程的教育保障，将志愿服务活动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写入

课程讲授大纲，贯穿医学院本科教学活动中，确保法制观念培育切实可行。其次，探寻法制观念培育与

学生工作的切入点，落实医学院本科生法制观念培育的考核标准。现阶段，多数医学院学生评优工作关

乎学生自身利益，受到本科生一定程度的关注，在关乎学生利益的评优工作制度中增加法制观念培育的

内容，实施中确保制度设定公开、公平、公正，完善公平的奖励机制，在制度层面为医学生构建符合本

科生法制培育平台。最后，医学院不能忽视校园志愿服务文化的建设，应在高校内营造良好的志愿服务

文化氛围。从立足于现实，研究制定符合社会需要的教育内容出发，利用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优势，通过

多种渠道传播志愿服务法律、法规的相关内容，利用多媒体平台，设计形式多样的宣传素材，从根本意

识上加强志愿服务法制观念，借此达到增强医学院大学生志愿服务意识教育的最终目标。重要的是，志

愿服务法律观念的宣传不仅可以运用图书、刊物、互联网、社群等进行传播，还可以借助大学生喜欢的

社交平台和学生主要活动区域，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跨时间、空间进行推广，利用大学生之间的分享，

最大程度地提高志愿服务法律观念的宣传效果。 

4.2. 创设依法治理校园培育环境 

强化大学校园的依法治理，为大学生法制观念培育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首先，加强规范化校园管

理，促进建立校园法制环境，提高管理队伍法律知识素质，树立依法治理观念，自觉规范个人行为。校

园内营造良好的法制氛围，强化规则意识，提升依法管理能力，一切行为都以法律规定为风向标，一切

规章制度都要在“人人平等”的前提下执行。其次，应当注重对民主管理能力的提升，从自觉规范个人

行为做起，学校领导和干部要作为带头人起模范引导作用。学校应该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鼓励学生代

表参与学校事务，提升学生校内法制管理体验。 

4.3. 加强和完善志愿服务法律制度 

从目前来看，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外已有相应的立法值得借鉴，比如美国政府制定了“志愿服

务法”，日本专门制定了《志愿活动保险》等，日本法律还规定加入志愿者保险是志愿者的义务[4]。突

发卫生事件中志愿者挺身而出，无偿帮助他人，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医学生作为志愿服务的重要载体有

必要提高对法律法规的重视。2014 年，中央精神文明指导委员会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关意见，意见指出

“要完善相应政策和法律保障。要把志愿服务纳入学校教育体系，进一步研究制定学生志愿服务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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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认真总结推广志愿服务地方性立法的经验，同时加快全国志愿服务立法进程。”此外，十八届四中

全会提出“科学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志愿服务立法进行部分地区的实地调研，同时开展了对于志

愿服务全国立法相关意见的征集，相关法律的正式出台正按部就班的走上日程。虽然志愿服务法律制度

的建立在近些年拥有官方指导意见的引领和稳步落实，但志愿服务的相关立法依然处于发展阶段，当前

志愿服务立法问题制约了志愿服务建设，并且也制约了志愿服务效果的展现。因此，推进志愿服务全国

立法势在必行，国家应团结社会、大学和个体的力量，加快完善志愿服务法律制度的进程，从根本上健

全志愿服务法律体系，为医学院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法制观念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4.4. 优化医学院大学生法制培育工作队伍建设 

建立志愿服务示范培训机制，设立专门的法律法规培训部门，提高志愿者骨干的法制观念，加快培

养志愿服务组织中法制管理人才。首先，增强医学院管理队伍自身的法律素质，在法律视野下开展相关

工作，通过不断学习提升个人法律知识。其次，鼓励医学院成立相关的学生志愿服务工作小组，从学校

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大学生的志愿服务。指导者自身除了负责组织管理、活动策划、工作协调等工作外，

还包括志愿者法制培训的管理和考核，将法制培训考核分数纳入志愿服务考核标准。志愿服务活动较多

省份的高校，可以考虑在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增加法制培育的专题，培养一批专门的教师队伍进行相关

内容的培训工作，为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保驾护航。 

5. 总结 

医院志愿服务对改善医患关系、弥补医疗资源紧缺、促进医学人文关怀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开展

医学院大学生志愿服务法制观念培育的研究是迫切的时代要求。因此，落实医学院志愿服务法制观念培

育途径才能指导和促进高校志愿服务工作的实际效果。因此本文在国家实施改善医疗环境和推进志愿服

务的大环境下，探讨医学生志愿服务法制观念培育，针对现存的问题提出实行途径，以求推动医院志愿

服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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