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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青年志愿者活动在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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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年志愿者活动是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的重要载体。大学生是青年志愿者活动的重要力量。青年志愿者活

动在推进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与作用。在青年志愿者活动中加强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有利于社会

营造对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的环境氛围，有利于高校对大学生个人品德的教育和培养，有利于大学生对自身个人品德的实践

和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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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志愿者活动，是指以青年参与为主体，弘扬青年志

愿者“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志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与帮助，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的实践过程。中国青年志愿者活动自 1993 年 12 月

开展至今已有 17 年的时间。高校在校大学生是青年志愿者

活动的生力军和重要力量，大学生根据自身的特点，结合自

己的所学专业，在校园内外开展具有自身特色的志愿者活

动，为中国青年志愿者活动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积极重要的

贡献。本文所述的青年志愿者活动主要是指在校大学生开

展的青年志愿活动。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 “加强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

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1］

加强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任务。青年志愿者活动是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的重要载

体。2007 年以来，学校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育

教学实践中，把青年志愿者活动与加强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

相结合，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组织大学生开展“服务人民，

奉献社会”的青年志愿者活动，推进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

研究青年志愿者活动对推进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的影响与

作用，是目 前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工 作 的 一 项 十 分 重 要 的

任务。

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是指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社会

舆论引导高校思想道德教育，使大学生在社会实践和道德修

养中自觉主动地将社会道德要求，逐步内化为个人相对稳定

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习惯的实践过程。社会环境的影响、高校

思想道德教育、大学生自身道德实践，是大学生个人品德形

成与发展的主要因素。
青年志愿者活动是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的重要载体。

在推进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过程中它们的关系为: 两者相互

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青年志愿

者活动对推进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的影响与作用主要表现

为: 有利于社会营造对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的良好环境氛

围; 有利于高校对大学生个人品德教育和培养; 有利于大学

生对自身个人品德实践和修养。

一 青年志愿者活动有利于社会营造对大学生进行个人品

德建设的环境氛围

社会环境氛围，是指受一定社会关系的影响所形成的社

会舆论，被社会成员感知和认同，逐步演化为某种社会风气。
社会环境氛围对大学生个人品德的形成与发展，对大学生个

人品德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青年志愿者活动 17 年来，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

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对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对新时

期树立时代新风尚，对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促进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对中国成功主办大型国际活动等作出了

积极重要的贡献。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青

年志愿者活动。1997 年江泽民总书记欣然为“中国青年志

愿者”题名; 2000 年他在杰出青年志愿者的来信上批示:“青

年志愿者行动，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一项十分高尚的事业，

体现了中华民族助人为乐和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是大有希



望的事业。努力进行好这项事业，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时代新风。希望你们在新的世纪里继

续努力，发扬我国青年的光荣传统，不懈奋斗，不断创造，奋

勇前进，为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的 伟 大 复 兴 作 出 新 的 更 大 的 贡

献。”［2］青年志愿者活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得到了党

和政府的充分肯定，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得到

了全社会的积极评价和赞誉。由此，形成了有利于推进大学

生个人品德建设的社会环境氛围，它主要包括: 社会舆论宣

传、社会支持与配合、社会的风气等。
( 一) 正确的社会舆论宣传促进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

加强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需要正确的社会舆论宣传导

向。社会舆论是影响大学生个人品德观形成的社会因素，也

是维持大学生个人品德行为的重要影响途径。通过社会媒

体对青年志愿者“服务人民，奉献社会”活动的系列宣传报

道，特别是对青年志愿者开展的社会大型活动的宣传报道:

如青年志愿者在 2008 年支援四川汶川抗震救灾中，为受伤

灾民无偿献血、为抗震救灾志愿捐款、为灾后重建提供志愿

服务; 为 2008 年北京成功主办第 29 届奥运会和第 13 届残奥

运会提供志愿服务; 为 2010 年上海成功主办第 41 届世界博

览会提供志愿服务; 为 2010 年广州成功主办第 16 届亚运会

提供志愿服务等。社会各种媒体对青年志愿者活动的宣传

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向社会宣传

了青年志愿者“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许多青年正

是从这种社会舆论宣传报道中，了解了青年志愿者活动，了

解了青年志愿者精神。

通过社会舆论及时宣传报道党和政府对青年志愿者活

动的肯定和重视。1994 年 12 月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

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致贺信说:

“青年志愿者行动是适应时代呼唤和社会需要应运而生的。

这项活动开展以来，得到广大青年的积极响应和社会各界的

普遍欢迎，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对于加强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树立时代新风，促进青年健康成长，都产生着积极的作

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后，希望

能发挥组织、协调、服务的功能，坚持自愿参加、量力而行、讲
求实效、持之以恒的原则，精心组织，把更多的青年吸引到志

愿者的行列里来，使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青年志愿者精

神在青年一代中发扬光大。”［3］ 13-14中央领导对一个全国性社

会团体的成立致贺信，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青年志愿者活

动的高度重视与重要指导。

温家宝总理在上海世博会高峰论坛演讲时说: 上海世博

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8 万多名身穿青衣白裤的园区志愿

者，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小白菜’，还有近 200 万名城市志愿

者活跃在街头巷尾，他们的灿烂笑容和热情服务成为解读中

国的真正名片”，“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凝结着无数人们的辛

勤劳动。正是广大世博会组织者、建设者、工作者、参观者、

志愿者的真诚、智慧和汗水，共同铸就了世博会的辉煌。在

这里，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向一切参与世博、支持世博和为世

博做出贡 献 的 同 志 们 和 朋 友 们，表 示 衷 心 感 谢 和 崇 高 敬

意!”［4］温家宝代表中国政府对上海世博会志愿者工作的充

分肯定和高度赞誉，是对全国广大青年志愿者和青年志愿者

活动的极大鼓励和支持。

实践证明，社会各种媒体及时宣传报道有关青年志愿者

活动的开展，党和政府对青年志愿者活动的高度重视和肯

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青年志愿者活动的普遍欢迎和积极

评价与赞誉等，由此形成了有利于推进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

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促进青年志愿者活动向健

康方向发展，对促进大学生对青年志愿者活动积极意义的深

刻认识，对促进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产生积极重要的引导作

用。许多大学生正是在青年志愿者精神的影响和感召下，自

觉主动积极地加入到青年志愿者活动的行列，高扬青年志愿

者旗帜，弘扬青年志愿者精神，以自己“服务人民，奉献社会”

的实际行动，继续书写青年志愿者活动的辉煌。
( 二) 积极的社会支持与配合促进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

青年志愿者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加强大学生个人品

德建设的重要载体，开展青年志愿者活动离不开社会的支持

与配合。它需要得到社会及广大人民群众对青年志愿者活

动的认知和关注; 需要得到青年志愿者服务对象及单位和部

门的支持与配合; 需要得到政府和有关部门对青年志愿者活

动提供政策支持与法规保障; 需要得到社会对青年志愿者活

动给予的表彰和激励。这对促进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

开展青年志愿者活动需要得到社会及广大人民群众认

知和关注。通过社会媒体的宣传报道，社会及广大人民群众

对青年志愿者活动有所了解，随着青年志愿者“服务人民，奉

献社会”活动的不断深入和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贡献

而进一步的关注青年志愿者活动，并逐渐了解青年志愿者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由此，在社会上形成了广

泛的群众基础。

开展青年志愿者活动需要得到志愿服务对象及单位和

部门的支持与配合。它包括: 需要志愿服务对象及单位和部

门积极热情的接洽，需要他们提供开展服务活动的有关内容

及要求，需要他们提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基本的必要条件。

没有志愿服务对象及单位和部门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志愿服

务活动是无法深入开展和完成的。近年来，学校在校园内外

组织开展的青年志愿者“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主题活动，

都能得到志愿服务对象及单位和部门的大力支持与配合，才

得以顺利地完成服务活动。
开展青年志愿者活动需要得到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政

策支持和法规保障。目前，我国对青年志愿者工作的政策和

法规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通过题词、批示、

贺信、讲话、指示等形式对青年志愿者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二是党中央、国家的有关决议和规划的规定。如 1996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规定: “提倡社会志愿者活动

和社会互助活动”［5］。1996 年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充

分发挥共青团、少先队团结和引导广大青少年进步的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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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深入开展‘希望工程’、‘青年志愿者’和‘手拉手’等活

动，发扬互相关心、助人为乐的精神”［6］。三是有关部门的专

项政策。如为配合 1998-2000 年由共青团中央、中央文明办

共同实施的“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的项目，国家教

育部、卫生部、农业部与共青团中央联合发文，为教育系统、
卫生系统、农业系统招聘青年志愿者提供政策保障。内容涉

及: 连续计算工龄; 评技术职称; 工资福利待遇; 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险等［3］307-309。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

计划 2003-2011 年实施方案，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
人事部联合发文《关于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通

知》为大学生志愿者提供政策保障［7］。四是青年志愿者协会

章程的制度。

开展青年志愿者活动需要得到社会的激励和表彰。自

1997 年以来，共青团中央共举办了八届表彰中国青年志愿者

先进个人和集体的活动。通过社会媒体宣传报道被提名推

荐的青年志愿者先进个人和集体的优秀事迹，让社会大众了

解，并以社会大众投票的方式评选出青年志愿者先进个人与

集体，最后对评选出的全国青年志愿者先进个人和集体进行

表彰。一些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高校，有关行业也开

展了评选和表彰本地区、本单位、本行业青年志愿者先进个

人和集体的活动。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宣传青年志愿者先进

个人和集体的优秀事迹，激励和鞭策全国广大青年学习效

仿，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

力量。
实践证明，积极的社会支持与配合，对开展青年志愿者

活动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条件和重要的基础保障，这为

促进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实践条件。
( 三) 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

社会风气，是指一定社会呈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行
为模式、道德观念等要素的总和。良好的社会风气陶冶和培

育人们的道德情操，给人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对个人品

德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良好的社会风气对推进大学生

个人品德建设的影响和作用效果显著。

目前，我国的社会风气整体上是好的，是积极向上的，并

呈螺旋式地向前发展。但是，社会上还存在一些与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不健康、不文明、不道德的现象。
如社会上个别人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表

现，道德缺失，是非、善恶、美丑不分与混淆等。它冲击了社

会主义的道德体系，损害了社会风气。营造良好的社会风

气，必须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青年志愿者活动

是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途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的重要内容。青年志愿

者“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活动，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的活动，是新时期树立时代新风尚的活动，对良好的社会风

气的形成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实践证明，开展“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青年志愿者活

动，为推进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氛

围。正确的社会舆论宣传，积极的社会支持与配合，良好的

社会风气引领，极大地推进了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

二 青年志愿者活动有利于高校对大学生个人品德的教育

和培养

大学生个人品德教育和培养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任务，主要是通过理论与实践教育教学的方式来进行。青

年志愿者活动是高校加强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的重要载体。
在对大学生个人品德教育和培养过程中，要重视青年志愿者

活动对大学生个人品德理论与实践的教育作用; 要重视青年

志愿者活动对大学生个人品德教育和培养的理论研究作用。
( 一) 青年志愿者活动促进高校对大学生进行个人品德

理论与实践教育

1、青年志愿者活动促进高校对大学生的个人品德理论

教育。大学生个人品德理论教育，是指高校按照高等教育育

人目标和思想道德教育任务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大

学生进行道德观、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道德修养的教育，培

养和提高个人品德素质的过程。大学期间，是大学生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道德理论教育

就是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价值尺度，教育和指导大学生理论

联系实际，正确认识社会现象，分析和判断社会道德的问题，

学会和掌握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和对策。近几年来，我们将

青年志愿者活动纳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第三章、第
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理论课教学体系中，将开展青年志愿

者活动与大学生社会实践相结合，把青年志愿者活动的有关

内容编写进教师理论课教学教案和多媒体课件中。如在讲

授第四章第四节恪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之锤炼个人品德内

容时，将青年志愿者活动与大学生道德实践和道德修养结合

起来，指出青年志愿者活动是加强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的重

要载体。理论联系实际，用我们开展的青年志愿者活动和大

学生个人品德实践的案例进行教学，用当代大学生开展青年

志愿者活动与个人品德实践相结合的主要经验总结进行教

学。实践证明，这种教育教学方式对大学生品德教育的吸引

力、感染力和影响力大，教育教学效果反映好。
2、青年志愿者活动促进高校对大学生个人品德实践教

育。大学生个人品德实践教育，是指高校根据思想道德教育

任务的要求，结合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的条件，理论联系实

际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培养道德实

践能力和提高道德修养的过程。社会实践是个人品德修养

的根本途径，个人品德只有在道德实践中才能养成。近几年

来，我们将青年志愿者活动纳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实践课教学体系中，把组织大学生开展青年志愿者活动纳入

实践教学计划和安排中。如在讲授第五章、第六章的内容

时，指导大学生按照实践教学计划，在校园内外开展“服务人

民，奉献社会”的主题活动: 如送温暖、献爱心服务。为学校

离退休和生病的教职员工排忧解难; 定期到社区敬老院、福
利院、老干所看望慰问孤寡老人和提供家政服务; 为家庭经

济困难的同学、失学儿童和受灾地区的人民群众捐款; 为“希

望工程”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资助等; 环境生态保护服务。
如“保护生态环境，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
“保护母亲河，绿色湘江行”、“清除白色垃圾，净化生活环

境”、“环保靠大家离不开你我他，环保知识宣传”等活动;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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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能服务。如医学生开展“医学卫生小常识宣传”、“远离

毒品、关爱生命宣传”、“预防艾滋病宣传”等; 法学生开展

“道路交通法规宣传”、“遵纪守法、做守法合格公民宣传”服

务; 理工科学生开展“家电使用与保养小常识宣传”、“小家

电维修与保养服务”等。
实践活动结束后，要求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写出参加“服

务人民、奉献社会”的心得体会。同时，教师组织教学班级在

课堂上对实践课教学活动进行总结和交流，要求各班以演讲

方式汇报本班实践情况和成功经验与体会，最后老师进行点

评。实践证明，将青年志愿者活动与大学生个人品德实践相

结合，以青年志愿活动为载体加强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对

促进和提高大学生个人品德素质的教育效果好。这种方式

深受学生的喜爱与好评。
( 二) 青年志愿者活动促进高校对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

的理论研究

青年志愿者活动是大学生个人品德教育的重要载体，也

是大学生进行个人品德实践和修养的有效途径。为了更好

地认识和把握青年志愿者活动对推进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

的规律，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理论

联系实际，以青年志愿者活动和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为研究

对象，分析和研究青年志愿者活动在大学生个人品德教育和

培养中有哪些特点; 分析和研究青年志愿者活动与推进大学

生个人品德建设的关系; 探索和研究青年志愿者活动在推进

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中有哪些影响和作用等。
在近几年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我们把青年志愿者活动与

推进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相联系进行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

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为高校推进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对推进高校大学生个人

品德建设的深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三 青年志愿者活动有利于大学生对自身个人品德的实践

和修养

个人品德的养成，是一个道德实践的过程。需要个体按

照社会道德要求，进行道德实践和道德修养，自觉地将社会

道德教化逐步内化为个人品德。青年志愿者活动是大学生

个人品德实践和修养的有效途径，是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重

要的社会实践平台。在青年志愿者活动中，理论联系实际开

展道德实践活动，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要求与大学生个人

品德建设要求相结合，在道德实践中加深对个人品德建设的

认识和理解，在道德实践中，努力培养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

道德理想; 自觉承担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责任; 陶

冶关爱他人团结互助的道德情感; 培养知荣明耻有诚信守规

范的道德行为。
( 一) 培养大学生树立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道德理想

道德理想，是指理想人格和理想的社会道德状况，是个

人和社会追求道德的最高境界。青年志愿者活动以“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为宗旨，通过开展“服务人民，奉献社会”
的活动，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与帮助，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青年志愿者活动弘扬的是一种大爱无私的奉

献精神，它反映青年志愿者对道德理想目标的追求，它体现

青年志愿者崇高的道德境界。实践证明，通过开展青年志愿

者活动，能帮助大学生树立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道德理想，

能培养大学生认识和追求崇高的道德境界，能帮助大学生按

照社会的道德要求进行个人品德实践，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

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许多大学生正是通过参加青年志愿者

活动后，开拓了视野，了解了社会，认识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

展的辨证关系，自觉地把社会道德理想与个人道德理想相结

合，更加明确了对青年志愿者“服务人民，奉献社会”活动的

理性认识与目标追求，更加坚定了用自己的实践行动弘扬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青年志愿者精神的信念。
( 二) 增强大学生承担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

责任

道德责任，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及自然关系中所应

该选择的道德行为和对自然或社会或他人所承担的道德义

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

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建设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重大任务，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它体现广大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是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

和历史使命。青年志愿者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为宗旨，志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与

帮助，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践证明，青年志愿

者活动与大学生个人品德实践和修养相结合，通过开展青年

志愿者活动，能增强大学生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

和理解，能增强大学生的社会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能

增强大学生自觉承担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
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社会道德责任。

( 三) 培养大学生关爱他人团结互助的道德情感

道德情感，是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对现实的道德

关系和自己或他人的道德行为等所产生的爱憎好恶等心理

体验。陶冶道德情感是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重要环节。
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需要全

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共同奋斗。青年志愿者活

动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为宗旨，通过“服务人民，奉献

社会”的活动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与帮助，以自己的实际

行动体现中华民族关爱他人、团结互助的传统美德，这对陶

冶大学生的道德情感有着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实践证明，青

年志愿者活动对培养大学生关爱他人、团结互助的道德情感

教育效果显著。许多大学生正是通过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

亲身体验和感受到社会和他人需要得到志愿者提供的服务

与帮助，亲身体验和感受到困境中的社会弱势群体渴望得到

社会和他人的关注，亲身体验和感受到社会和他人在面对困

难时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团结、互相

帮助的和谐人际关系，亲身体会和感受到“服务人民，奉献社

会”的青年志愿者活动的高尚与使命的任重而道远。
( 四) 培养大学生知荣明耻有诚信守规范的道德行为

道德行为，是指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所表现出来的

对他人和社会具有道德意义的活动。它是个体道德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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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表现，是个人品德外在具体表现的评价依据，是实现道

德动机的手段。对个体道德行为的培养是品德建设的重要

内容。青年志愿者活动是大学生个人品德实践和修养的有

效载体，通过开展“服务人民，奉献社会”青年志愿者活动，学

习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在社会实践中，坚持以热爱祖国

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

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

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

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实践证明，大学生在青年

志愿者活动中进行个人品德实践和修养，按照社会主义道德

建设要求，以“八荣八耻”为价值尺度，分析社会道德问题和

判断社会道德现象，用“八荣八耻”指导和规范自己的行为。
在加强大学生个人品德实践和修养中，努力做一个知荣明耻

的人，一个诚实守信的人，一个遵守道德规范的人，一个品德

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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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ning the Effect of Youth Volunteer Activities on Individual
Mor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ZHOU Wei，HUANG Hua-Li
(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 Youth volunteer activities are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individual mor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important strength of youth volunteer activities． Youth volunteer activities has a very important influence and function in
promoting college students’individual moral construction．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morality in the volunteer activities will be helpful for society to build an atmosphere for moral construc-
tion，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ducate and train college students and for students to practice and cultivate their own m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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