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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志愿者是当代大型活动志愿服务的重要力量，对活动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在大型活动

中，往往更关注服务对象的满意度，而作为服务提供者的大学生志愿者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往往被忽视。

本文以杭州亚运会为例，深入调查了参与志愿服务的大学生志愿者，从他们的服务能力和行为两个方面，

分析了他们在新时代大型活动中的自我效能感。基于班杜拉指出的影响大学生志愿者的四个因素，我们

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后，我们提出了增强大学生志愿者自我效能感的有效方法，旨在推动他们不断提

升服务知识和技能，同时也为未来的大型活动志愿服务提供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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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student volunteers are an important force in contemporary large-scale volunteer services,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the success of activities. However, in large-scale events, more attention is 
often paid to the satisfaction of service recipients, while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s and behaviors 
of college student volunteers as service providers are often overlooked. This article takes the 
Hangzhou Asian Games as an example to conduct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college student vo-
lunteers participating in volunteer services. From two aspects of their service ability and beha-
vior, it analyzes their self-efficacy in large-scale activities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four factors 
that Bandura pointed out that affect college student volunteers, we have conducted a detailed 
discussion. Finally, we propose effective methods to enhance the self-efficacy of college student 
volunteers, aiming to promote their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service knowledge and skills, 
while also providing useful experience for future large-scale volunteer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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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入推动文明实践、培育与创建工作，志愿服务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志愿者队

伍也实现了快速壮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志愿服务经历了从萌芽到繁荣的跨越式发展。它不再是少数

人的选择，而是成为越来越多人生活的一部分。志愿服务承载着爱心与文明的传递使命，对于促进社会

和谐和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学生志愿者是连接学校与社会的桥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

力量。大学生志愿者作为当代最具活力和青春气息的青年群体，已成为志愿服务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在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亚残会等大型活动中，大学生志愿者以多种形式、高质量的服务，作为志

愿服务的主要力量，为活动的成功举办提供了有力支持。 
因此，深入研究大型活动志愿服务的实践经验，并特别关注大学生志愿者的参与，显得尤为关键和

必要。诸多研究表明，对于大学生志愿者而言，自我效能感尤为重要。它不仅关乎个人的成长，更关系

到志愿服务的质量和发展。然而，当前的研究多从活动承办方的视角出发，着重于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而对志愿者这一服务实施者的心理行为及其在志愿服务过程中的变化与成长关注不足。 

2. 概念解析与文献综述 

(一) 概念解析 
1. 大型活动志愿服务 
大型活动志愿服务是指在大型活动举办过程中，组织动员志愿者参加大型活动的筹备、组织、管理、

运行等各项工作，以确保大型活动顺利举办。在大型活动中，志愿服务的核心理念“利他主义”得到充

分的体现，志愿者们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个人成长的追求，将自己的时间和能力无偿地投入到活动的

各个环节中。一个大型活动的成功举办，需要众多志愿者在不同的岗位上协同工作，而且随着大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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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样化和专业化，对志愿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们不仅要有良好的服务态度，还需要具备相关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 
大型活动志愿服务不仅是对个人能力的考验，更是对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它传递了利他、协作、

专业、文化和进步的理念，这些理念不仅指导着志愿者的行动，也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动力。此类

志愿服务活动中的主力军往往是大学生志愿者。 
2. 志愿者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Bandura 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个体推测与判断自身是否具有完成某

项任务或某一行为的能力。自我效能感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能够与各领域的特定功能相结合，形成该

领域独特的自我效能感。在志愿服务领域，当自我效能感与志愿者相结合时，便形成了志愿者自我效能

感，这一点尤为重要。本文将其定义为：大学生志愿者在参与大型活动服务时，面对各种挑战和突发情

况，能够灵活应用志愿服务知识的能力，以及对自己完成任务的能力和取得优异成果的自信程度。 
(二) 文献综述 
自我效能感理论由著名心理学家 Bandura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之后于 80 年代开始受到学者们的

广泛关注。进入 21 世纪后，该理论在教育、职业、组织、体育以及临床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运

用。 
关于自我效能感的界定与分类。Bandura (1977)认为自我效能感是人们对自身完成某种任务、行为产

生某种结果的能力信念，是对自身能力较具体的预期，这种对效能预期的感知会影响个体的努力程度、

目标选择等。康宁(2023)则简单定义为个体对自身能够达到特点任务和目标所需行动过程的组织和执行能

力的判断，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主观感受，并非能力本身。A•班杜拉等(2023)指出，自我效能、自我效

能感、效能信念、自我效能信念、效能期望、自我效能期望等概念差异不是实质性的，等同于对自我效

能感的描述。 
关于自我效能感的维度，存在不同观点。Bandura (1982)认为它包括水平、强度和广度三个维度。然

而，俞国良等(1995)以及夏林丽等(2022)等人则主张自我效能感由个人能力效能感和学习行为效能感两个

维度构成。另外，陈雅娟(2023)等人认为自我效能感并不受特定领域影响，它更多地表现为个体对自身完

成任务能力的自信程度。目前，学者们通常会根据具体研究内容来划分自我效能感的维度。现在对自我

效能感的测量都采用多等级的 Likert 量表，Bandura (1982)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自我效能感的测量，首先要

确定具体的任务领域以及该任务领域的具体活动。并且遵守两原则：领域的“特殊性”和“完整性”。

王才康(2001)等人对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进行了翻译与修订工作，成功创建了一份中文版的一般自我效能

感量表，该量表具备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影响自我效能感的关键因素和提升其水平的方法是研究的关键内容。Bandura (1986)提出，成败经验、

替代性经验和模仿、他人评价和言语说服，以及个体的生理和情绪状态，都是影响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

素。这些因素并不是孤立起作用的，而是相互交织影响自我效能感。祝子怡(2022)指出，言语说服在个体

成功经验或模仿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具体事实表现进行及时鼓励、劝诫时，才能对自我效能感产生显著

效果。刁佳玺等(2022)等人也认为，能力观、目标趋向、知觉到的可控性以及目标设置等因素同样对自我

效能感有影响。 
至于提升自我效能感的途径，有学者提出了建立多元化评价方式、优化学校环境、加强专业和职业

教育以及进行专门训练等方法。顾丽华(2022)则从学校和家庭两个角度进行了探索，如营造合作民主的学

习氛围、引导大学生设立合理的学习目标，以及营造民主和谐的家庭教育氛围、采用鼓励性的话语等。

这些措施都旨在有效提升个体的自我效能感。 
志愿者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研究。大学生作为志愿服务的主力军，在我国体育赛事蓬勃发展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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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赛事的成功举办提供了有力支持。胡俊(2016)基于社会心理学的合理行动理论，深入探讨了框架效应和

自我效能感对大学生志愿服务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框架效应的作用下，自我效能感显著影响

着大学生的志愿服务行为意向。顾丽华(2022)的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培养研究中得出类似结论，并给出建

议：培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可以增进学生自我认知，提升学生行动能力，增强学生适应能力。志愿服

务离不开组织管理方的支持，而沈萍，张莹莹(2022)基于志愿者自我效能感评价对志愿服务管理的影响研

究得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有效增强了志愿者的自我评价，志愿者增强自豪感、价值感、参与感、归属

感使志愿服务管理工作内容得以有序推进，提高了志愿服务团队的凝聚力。 

3. 大学生志愿者自我效能感现况 

目前，关于志愿者服务前后自我效能感的变化以及影响志愿者自我效能感因素的研究较为匮乏。为

此，本研究参考相关文献，试图从大学生志愿者的服务能力和行为效能感两个维度入手，以弥补这一研

究领域的不足。 
(一) 志愿服务能力效能感 
志愿服务能力效能感是指志愿者对于自己参与和完成志愿服务活动能力的信心和信念。这不仅包括

对自己能力的自信，还涵盖了对服务影响力的坚定信念，是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的指南。我们从沟通能

力效能感、学习理解效能感、体能效能感三个点来进行研究。志愿服务能力效能感是动态的，可以通过

经验、教育、培训、反思和反馈得到提升。 
1. 沟通能力效能感 
沟通能力效能感是大学生志愿者在志愿服务中对自己人际交往能力的自我评价和信心。具备较高沟

通能力的学生通常认为自己能够结交更多朋友、有效助人，且表达清晰、有说服力。 
被访者 6：我的 MBTI 是 ENTP，这个人格最大的优点就是自适应能力强，沟通上倒是没什么可怕的，

只要有自信，基本上就没有我们 ENTP 交流不了的人。我觉得参与亚运会志愿者的小青荷们，对自己的

社交能力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恐惧，一般的恐惧可能就是语言搭配度上的问题，毕竟志愿活动中需要讲

外语。 
被访者 3：我是负责酒店区域的，带队老师来自新加坡，他会中英两种语言，不但在志愿活动中帮

助我们翻译，还在空余时间经常和我们聊天，向我们讲述他在新加坡时的故事，分开之前还赠送我们一

盒伊朗的牛轧糖作为礼物。 
被访者 25：和部分志愿者相处起来有些费劲，根本无法沟通！工作氛围有时不融洽，让我也对自己

往后的志愿活动是否会遇到这样的同伴感到担心。 
从访谈内容看，大学生对自身的沟通能力随志愿服务的经历变化而变化。访谈者中出现的问题多在

外语沟通方面，大家对自己的能力不够自信，但再经过志愿服务后发现此类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大多

数志愿者对自己的沟通能力尚为满意，而小部分志愿者则因为搭档不配合而在沟通方面受挫，这可能会

挫败他今后的志愿服务。 
2. 学习理解效能感 
学习理解效能感主要表现在大学生志愿者对自己的外语水平的自信程度以及对自己胜任各种服务任

务的水平是否有清晰的认识。 
被访者 27：记得有天晚上一下子来了六七个外国技术官员来办理入住，不凑巧的是只有我和一位不

会英语的老师在场，抱着豁出去的心态，我用着自己也不知道对不对的英语和略带夸张的肢体语言，去

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外国官员。人有时候确实要逼自己一把，才知道自己的潜力。 
被访者 30：说实话，对于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种国际赛事，且与外国人没什么交流的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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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确实很紧张。 
被访者 5：可能因为此次赛事比较重要，大家的素质都比较高，我们会发现外国人都很有耐心并且

乐意去听我们说话，完全不用担心自己不会拼不会写，而且也可以用翻译软件来辅助交流。 
根据采访内容显示，即便亚运会志愿者是经过严格筛选的优秀大学生，本身素质较高，且经过集中

培训学习了相关知识，但在实际服务中，他们仍难以灵活运用所掌握的技能。志愿者在面对过多的外国

人时还是会紧张，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对自己服务水平的认知定位不准确。一些志愿者则是在真正与外

国人交流后才发现自己的潜能，并表示会在今后的志愿服务中更努力展示自己。 
3. 体能效能感 
体能效能感为大学生志愿者对自己身体力量、耐力、灵活性和协调性能否应付紧张的志愿服务工作

的感知。 
被访者 12：在这次志愿服务中我发现体能确实很重要，因为我是负责搭建颁奖台、旗杆，还有桩子、

A 型板搬运，体能不好可能都完成不了任务，接下来在生活中我的体能还有待加强。 
被访者 15：在场管内服务时，特别是比赛进行中，都没有喝水的时间，也没有上厕所的时间，更多

的是站着，感觉自己体力透支了。 
访谈结果显示，多数志愿者在体能效能感上与参加志愿服务前的自我认知存在差异，对自己的体能

状况感到不满。志愿者表示自己的“体能还有待加强”，是亚运会服务后对自己提出的要求，通过这次

服务提升了自己。此外还发现，在众多访谈对象中，男生的体能效能感普遍高于女生。 
(二) 志愿服务行为效能感 
志愿服务行为效能感是指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对自己行为影响力的主观评价和感受。它不仅仅是对

个人行为的肯定，更是对社会贡献的认可。这种效能感是一种正向反馈，能够增强志愿者的自我价值感，

提升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培养行为效能感是一个涉及个人、社会和政策多个层

面的综合性工程。这包括自我提升感、易受干扰感、心理适应感。 
1. 自我提升感 
自我提升感是自我反思与总结的核心方式，对于增强自我意识和素质至关重要。它反映了大学生志

愿者是否主动学习以提升志愿服务技能，是否积极应对服务中的困难，是对自己能力的自我评估。 
被访者 22：感觉自己的英语水平太差了，说实话我英语四级都是第二次才通过的，在正式开始服务

之前，我自主学习了很多用于交流的英语词汇，以应备不时之需。 
被访者 18：很累很累，特别是每天都要早起晚睡。六七点起床，到晚上八九点结束，我能吃苦，但

是身体确实吃不消。所以我会抓住服务间隙的空余时间，到酒店健身房去健身跑步，提高一下自己的体

能，以应备接下来的工作。 
访谈分析发现，部分大学生志愿者不会因为遇见困难就退缩，而是能迎难而上，通过提升自己的能

力来面对困境。从被访者自主学习英语词汇、利用空闲时间锻炼身体，可以发现虽然有些志愿者在志愿

服务之前对自己的定位过高或过低，但他们会通过提升自身水平来缩小自己内心的落差感，这种主动积

极的行为促使大学生志愿者在未来中对自己能够更加负责。 
2. 易受干扰感 
易受干扰感是大学生志愿者在决定报名亚运会志愿服务时对处理个人私事的一种行为控制。它包括

内部功利性因素和外部功利性因素。 
被访者 21：因为暑期有测试赛，所以自己的旅游计划会泡汤，但我还是选择了做亚运会志愿者，毕

竟机会难得，还能丰富自己的阅历。 
被访者 16：记得当初第一场测试赛赶上了期末考，我那叫个急啊，还好学校给我们申请了缓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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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让我的心平静下来。 
被访者 8：当时刚好赶上学年末，自己还有好多比赛的结项任务没有完成，一番衡量后选择放弃成

为骨干志愿者，哎！ 
通过访谈，发现易受干扰感表现得特别突出。如果志愿者自身在亚运会志愿者和个人私事中间徘徊，

那大多数志愿者还是会择优考虑，但这不排除志愿者们是受到了别人的干扰。特别是在培训时感到无趣，

常使学生分心，他们往往会转移注意力改做其他事情。因此，想要改善大学生志愿服务效果，应增强学

生抵制外界干扰的能力。 
3. 心理适应感 
心理适应感指大学生志愿者在面对环境变化时，是否能够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以适应新环境的要

求，如对人员调度是否满意等情况的感知。 
被访者 2：当初测试赛时会分蓝红牌，蓝牌哪都能去，我还挺羡慕的。但是等到真正亚运会，你会

发现没什么不同，蓝牌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离自己喜欢的运动员近点，但是他们比较累，而我只需要待

在自己的区域内，不用太过于帮忙，看每个人不同的需求吧。 
被访者 11：现场人员调度我觉得比较合理，都在场馆附近，各个岗位距离也都挺近的，包括用餐的

时候也能遇上。除了运动村不太能遇上，其他岗位的朋友都能时常见面，所以我在志愿服务中没有感到

什么不适。 
被访者 21：我在测试赛的时候一直都是有岗位的，但是在正式的时候，我被调到了备用志愿者，每

天处在被调用的状态，其实心里落差有点大，但只能默默安慰自己被动的去适应自己所处的处境。 
亚运会志愿服务岗位需求多变。心理适应效能感强者对岗位满意，会迅速投入工作，认真完成，并

认为其意义重大，这些志愿者的自我效能感在服务前后中差异不大。然而，部分志愿者对岗位环境感到

失望却无力改变，只能被动适应，“备用志愿者”因为自己的能力得不到发挥而内心不适，可能会对今

后的志愿服务产生影响，但也能够提升心理的抗压能力。 

4. 影响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因素 

班杜拉指出，自我效能感的形成与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个体的成败经历、替代性经验和模仿、

他人的评价和言语说服，以及个体的生理和情绪状态。这四种因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共同

作用于自我效能感的形成。 
(一) 个体的成败经验 
个人成功的经历对自我效能感的塑造至关重要。志愿者在参与先前的志愿服务中，所经历的成败体

验直接影响其自我效能感的形成。成功的经历能增强志愿者在后续服务中的自信，提升其自我效能感；

而失败的经历则可能削弱志愿者的自信，导致其自我效能感降低。 
被访者 7：就我而言，我的那个岗位是分三个等级的，蓝红白牌，蓝牌是最高等级。但在测试赛中，

我直接从蓝牌降到了白牌，说实话心理落差挺大的，因为蓝牌哪里都能去，还能要到运动员签名！而白

牌只能在特定区域待着，感觉挺无聊的。 
被访者 20：这次亚运会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各司其职，小青荷们基本只要负责在自己的

区域就行，以前参加的小型志愿活动更多的是作为机动人员，不像这次这么正规。 
被访者 23：之前志愿服务过程中，我觉得我能发挥自己的用处，而这次我感觉自己的能力被限制了，

所处岗位很闲，没有什么参与感。 
尽管志愿者们在先前的志愿服务中都有明确的自我定位，对自己积累起来的成功经验也抱有很强的

信心，但在志愿服务中还是受到了挫折。从访谈中可知，志愿者们多是因为岗位差异而产生的心理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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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的能力没能发挥而感到失落。但志愿者的自我效能感，不会因为一时受挫而降低。成功并不等于

自我效能感的提高，还要看服务任务的难易程度。 
(二) 替代性经验和模仿 
替代性经验通常源于志愿者受到他人的影响，这种经验并非直接的服务经历。志愿者通过观察其他

志愿者的行为或从同辈伙伴那里听闻他们完成志愿服务的经历，从而间接获得对该类工作的认识和经验。 
被访者 13：亚运会的领队有好多，像一个树状图，最大的领队下面还有小领队，这些领队也有一些

规律，就是大的领队一般都比较能对事情和情景进行正常分析，帮助我们快速解决问题，而还有些小领

队或许因为没有经历过，所以显得有些迷茫。 
被访者 19：读高中的时候就经常见上了大学的学长学姐们穿着红色马甲，当时心里就很向往，期待

着也能成为志愿者，这次很开心终于实现了高中时候的愿望。 
被访者 4：参与志愿服务，我不仅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拓宽了视野，更幸运的是结识了卓越的领队

和默契的伙伴们，和他们一起工作就像呼吸一样顺畅。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通过得到别人的间接经验也可以提高自己的自我效能感。

优秀的人会影响着我们对自身的看法，通过别人的熏陶从而能够提高自身的自我效能感。 
(三) 他人评价和言语说服 
他人的评价和言语说服是影响志愿服务的重要途径。当志愿者的努力得到认可，并且服务被他人赞

扬时，他们会感到更加有动力去投入更多的热情和精力。这种正面的反馈不仅增强了他们的自我价值感，

也能够激发志愿者们继续前进的动力。反之，当他人对志愿者的服务能力提出质疑或批评时，志愿者们

会大大受挫，积极性也随之降低，自我效能感下降，不利于后续的志愿服务开展。 
被访者 29：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迪拜的运动员，前一天和他聊了天，拍了照，向他介绍了中国美食

和好玩的地方，他后一天悄咪咪叫我们过去，以为干嘛呢，给我们塞了 100 美金作为小费！还加了微信

邀请我们去迪拜游玩。 
被访者 18：亚残会的时候给日本代表团的宾客解释运动员休息房间的时候，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在讲

些什么，但最后他们送了我一个名古屋亚运会徽章，或许是在谢谢我？ 
被访者 17：我有一次带了一个伊朗的媒体，在场馆内外找各个拍摄角度花了一个多小时，媒体拍摄

结束后就对我表示了感谢。但等他到了杭州之后，发现自己相机盖落在场馆了，赶紧联系了我们。我马

上去帮他找到了相机盖，在交还给他时送了我们很多他自己国家的徽章啊、糖啊。当时觉得是一件很小

的事情，但被别人夸而且被重视了，心里还是格外高兴的。 
大学生志愿者社会经验尚浅，应急处理能力不足，在沟通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方面存在欠缺。因此，

带队老师应多给予情感支持，多加鼓励，并提供积极的言语反馈。此外，服务对象的鼓励也会影响志愿

者们，不管是言语上的感谢还是物质上赠送的小礼物，都会增强志愿者们的内心获得感，提高自我效能

感。 
(四) 个体的生理和情绪状态 
志愿者在服务的过程中，自我效能感会受个体生理状况和情绪状态的干扰。积极的情绪和愉悦的身

心能够激发志愿者的积极性，使他们更有信心面对挑战。而消极的情绪和劳累的身体则可能削弱他们的

决心和毅力。当然，这些情况可能因人而异，情绪价值高的人往往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被访者 10：情绪影响肯定是有的啊，你无论干什么事情，情绪影响肯定是最大的，就比如说，你工

作的时候要和志愿者还有老师一起，如果和他们相处的好，就会觉得每天很快乐，如果相处不好那就很

煎熬了。 
被访者 33：我的工作时间是早上七点多到晚上九点多，虽然很累，但是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志愿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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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就一点也不感到疲惫了，比待在酒店还舒服！ 
被访者 14：我在志愿服务中还真生病休息了一天，第二天虽然还是有些力不从心，但是领队只给我

安排了小任务，所以我还是顺利完成了这次志愿活动，没出什么大差错。 
个人的生理状态和情绪状态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心理状态。在良好的环境中，愉悦的情绪有助于提

升自信心，使志愿者能够积极应对困难，如志愿者与志同道合的同伴一起工作，感到幸福愉悦；而在不

佳的氛围中，低落情绪可能导致志愿者感到服务工作的乏味。当然，这些影响程度因个体差异而异。 
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志愿者在参与大型活动志愿服务后，其自我效能感普遍有所下降。这主要归

因于三方面：首先，大型活动志愿服务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如志愿者社会经验不足、专业技能不完备以

及长时间服务的身心压力；其次，活动组织方在管理和培训方面存在的不足，如培训缺乏针对性、岗位

分配不均等问题；最后，社会整体对志愿服务的认知和支持度不高，缺乏社会榜样和积极评价等因素也

对此产生了影响。 

5. 提升大学生志愿者自我效能感的现实途径 

提升大学生志愿者的自我效能感，不仅有助于他们未来的志愿服务工作，还能积极塑造他们一生的

志愿服务信念。因此，我们可以从影响志愿者自我效能感效能的因素出发，探讨一些切实可行的途径来

增强他们的自我效能感。 
(一) 亲历实践服务，积累实践经验 
鼓励大学生参与多样化的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实际操作和实践来增强他们的技能和信心。亲历的成

功体验，是提升志愿者自我效能感最基本、最有效的途经，每一次成功的服务都是对自我效能感的强化。

因此，政府及其相关机构应该营造良好的志愿服务氛围，可以设立志愿者奖励机制，对积极参与志愿者

工作的大学生给予表彰和奖励，设立多元志愿服务来满足大学生的需求，增强他们的自我效能感。活动

主办方也应组织专业的培训和工作坊，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学习，帮助志愿者更好地准备和应对服务

中可能遇到的挑战，积极引导志愿者有效且成功地进行志愿服务，增强他们的自我效能感，让大学生体

验到更多的成功。 
(二) 利用成功榜样的力量，产生情感共鸣 
通过观察他人的成功经验，可以获得实用的建议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在志愿活动中更加自信和

有效地行动。政府对积极参与志愿者工作的大学生给予表彰和奖励，并通过媒体或公众号对他们进行公

示。还可每月树立一批先进个人当做典范，提供替代性效能，使身边的人可以通过观察他人成功的经验，

激发他们相信自己也具备达到类似成功的能力，并增强他们参与志愿活动的信心。 
(三) 互相交流评价，形成积极的反馈机制 
他人评价和言语说服对大学生志愿者的自我效能感有着显著的影响。志愿者自身接收到的“评价”

会对志愿者自身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高校可以加强志愿者文化建设，组织志愿者交流活动和志愿者日

常等活动，营造良好的志愿者氛围和文化，增强大学生志愿者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促进志愿者之间的交

流与合作，建立起互帮互助的团队精神，使志愿者在交流的过程中能够展现自己，让志愿者感受到来自

同伴的支持和鼓励。无论是来自组织的肯定还是来自服务对象的感谢，都能够有效提升志愿者的自我效

能感。志愿者个人也可以通过自我反思和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和工作能力，增强自己的自我

效能感。 
(四) 重视心理辅导，做好情绪管理 
情绪状态影响志愿者的效能提升。活动承办方提供情绪管理和心理辅导的服务，帮助志愿者应对服

务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压力和挫折，保持积极的心态。政府和活动承办方也需关注志愿者的情绪状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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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包括舒适的办公场所、必要的工具设备和必要的支持服务，提高志

愿者的工作效率和满意度。高校可以积极引导大学生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心理培训，调节志愿者参与志愿

服务前的情绪。学生自身也应该增强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应对各种危机，从而提升自我效能感。 

6. 结语 

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杭州亚运会的大学生志愿者，探讨了他们的自我效能感现状，并分析了志愿者

个人的成败经历、同伴的示范效应、他人的鼓励言语以及生理和情感状态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研究发

现，参与杭州亚运会志愿服务后，志愿者的自我效能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本研究通过访谈得出的结论较为初步，无法断言大型活动志愿服务经历普遍降低大学生志愿者的自

我效能感。虽然以杭州亚运会为例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但样本量不足以全面反映新时代大型活动中大学

生志愿者的自我效能感状况。此外，研究结论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仍有部分志愿者的自我效能感得到了

提升。这就需要项目研究中适当补充其他大型活动中大学生志愿者自我效能感的调研，扩充样本量，丰

富数据信息，完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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