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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小志愿者
——关于小小志愿者的现状分析及活动推进的研究

一、问题的研究背景

2020 的新年序曲听不见鞭炮，爆竹的声响，看不见走访团聚的亲戚朋友。新冠肺炎席卷

武汉，蔓延全国，我们看到了奋斗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我们更看见了一批批奔赴武汉抗击

疫情的志愿者、一个个捐赠物资和款项的身影，还有在寒风中轮番值岗为社区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志愿者等。

在 2020 年 4 月 4 日，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北京

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已降半，向在今年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中牺牲的烈士和病逝同胞志哀。同时，全

国各地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全国停止公共娱

乐活动。在微信群里、朋友圈里和身边的家常唠嗑

中，同学们、家长们都在讨论：“新冠疫情状况如

何？有多少志愿者在一线奋斗？有多少人牺牲了

……”每每刷抖音、看新闻，我们总是为那些志愿

者们、英雄们潸然泪下。我们由衷地敬佩，心中的

那股英雄之气被唤起，也想立刻加入“战斗”。

只是什么是志愿者？志愿者要干什么？志愿者工作有没有报酬？志愿者活动有什么意

义？参加志愿者活动有什么要求？大家有没有参与志愿者活动？我们小学生能不能参加志愿

者活动？哪些活动是适合我们小学生开展的？怎样开展志愿者活动呢？……这一系列的问题

围绕着我们，因此我们决定开展“我是小小志愿者”研究性学习活动。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新冠病毒来势汹汹，各行各业的志愿者（“最美逆行者”）都在抗击病毒的战役中献计出

力，众志成城，只为家国平安。一而再再而三拖延的开学时间总算确定了，为了我们的正常

开学，社会上很多志愿者为学校捐钱出力，却不留名。新冠病毒席卷全球时，我国各地抗疫

救援队纷纷化身国际志愿者，为异国提供医疗救助。正因为有这些志愿者，大家一起努力，

才打赢了这场没有硝烟的防疫战、持久战。

生活之中皆学问。在本次研究性学习活动中,我们想知道什么是志愿者？志愿者要干什

么？志愿者活动有什么意义？我们小学生能参加哪些参加志愿者活动？怎样开展志愿者活动

呢？……我们是研究者，我们是调查员，我们是小记者，我们是志愿者……通过讨论交流与

学习，我们学会了调查、采访、考察 等实践方法，提升了搜集和处理信息、团队合作、与人

交往、动手操作等能力，体会到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弘扬中华文化

的同时，传播志愿服务理念，帮助他人，关爱他人，为和谐社会的发展出一份力。

三、研究内容

1.通过采访、问卷调查、实地考察，了解大家对志愿者的认识和参与情况；



2

2.通过文献研究，了解志愿者的标志、意义、权利和义务等。

3.通过采访、实地考察等，了解身边的志愿者、志愿者活动以及志愿者活动的意义等。

4.通过采访、实地考察，寻找适合小学生开展的志愿者活动岗位；

5.制定志愿者活动方案，体验当志愿者。

6.通过策划宣传，在校园内举行倡议活动，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志愿者活动。

7.开展班级宣讲活动，发动学生报名参加志愿者活动。

8.收集和整理获得的资料，布置展板，将活动成果进行展示，并宣传相关知识。

四、研究过程

1. 本课题的研究活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志愿者的认识以及参与志愿者的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

（1）通过采访、问卷调查、实地考察，了解大家对志愿者的认识和参与情况；

（2）通过采访、实地考察等，了解身边的志愿者、志愿者活动以及志愿者活动的意义等。

第二阶段：研究和体验志愿者活动

（1）通过文献研究，了解志愿者的标志、意义、权利和义务等；

（2）通过采访、实地考察，寻找适合小学生开展的志愿者活动岗位；

（3）制定志愿者活动方案，体验当志愿者。

第三阶段：向全校进行宣传推广研究成果

（1）把志愿者手抄报、研究小报告、体验日记、活动反思以及研究过程照片利用展板展览；

（2）撰写志愿者倡议书，利用校园广播进行宣传，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志愿者活动；

（3）开展班级宣讲活动，发动学生报名参加志愿者活动；

（4）将研究成果传到校园网上。

2.研究过程、分工以及研究收获

第一阶段：对志愿者的认识以及参与志愿者的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

（1） 通过采访、问卷调查、实地考察，了解大家对志愿者的认识和参与情况。

采访：4月 15 日，我们小组讨论，设计了采访问卷，并确定了 8名采访对象：2位

老师、3 位同学和 3 位家长，来了解大家对志愿者的认识和参与志愿活动情况，胆子大的同

学采访老师，胆子小一点的就采访同学和家长，带上记录表和笔，分工采访活动就开始啦！

分工采访结束后我们进行了一次采访交流，通过交流整理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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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调查分析：

①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部分同学、家长和老师对志愿者有些

了解，个别家长和老师在防疫期间还参与了志愿者活动。但是对志

愿者的内涵、特征等并不是很清楚。

②在被采访者心中，志愿者是很高大的，尤其是冲在抗疫前线

的志愿者，令人尊敬。

③两位家长在防疫期间担任路口测温员，尽力去帮助别人。

身边的同学虽然没有参加过志愿者活动，但是很想参加志愿者活

动。两位老师在开学前作为志愿者为同学们发放教材等。

④他们认为，志愿者最需要乐于助人、有责任感等品质。

⑤在疫情期间，同学、家长和老师都愿意成为一名志愿者，

积极参与学校工作之中，因为帮助他人，自己就很高兴。

同时，我们针对采访情况，也提出了我们的建议：大家可以

多多了解志愿者，并积极参与志愿者活动，尽量参加到抗疫队伍

中去，为社会、国家尽一份自己的无私的力量，做一份小小的贡献。

调查问卷：这次我们分别学生、家长和教师进行了调查问卷。我们向 4-6 年级发放学生

问卷 450 分，回收试卷 420 份，其中 418 份是有效卷，向 4-6 年级家长随机发放问卷 100 份，

回收试卷 91 份，向学校教师随机发放问卷 50 份，回收试卷 49 份。（三份问卷附后）

在综合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把调查问卷进行整理和汇总，其中，四年级 138份，五年级

153 份，六年级 139 份；问卷总数 420 份，有效问卷 418 份。在信息老师的帮助下，完成了

图表的制作。

我是小小志愿者

——“前黄中心小学学生对志愿者的认识和参与情况”调查分析

4-6 年级共发出试卷 450 份，其中四年级 140 份，五年级 150 份，六年级 160 份，回收

试卷 420 份，其中 418 份是有效试卷。

调查内容一：是否了解志愿者

调查发现：

学生对志愿者很了解的四、五年级超过 50%，六年级达不到 50%，是因为其中调查的班级曾

经开展过相关主题的综合实践活动。总体来讲学生对志愿者的了解是不够的。

四 五 六

很了解 80 79 56

稍微了解 42 67 78

不了解 4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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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二：了解志愿者的途径

年 级 四 五 六

网络电视等媒体 69 97 90

身边人的讲解 58 34 46

书本资料 80 26 22

调查发现：

大多数学生是通过网络电视等媒体了解志愿者的，身边人的讲解不多，说明身边的志愿者

不多，从书本资料中了解的更少。

调查内容三：是否关注志愿者

年 级 四 五 六

关注 52 62 51

偶尔关注 55 69 66

不关注 15 7 17

调查发现：

对志愿者关注和偶尔关注的人数差不多，总体来讲学生对志愿者这种人和志愿者活动还是

感兴趣的。

调查内容四：志愿者的活动

年 级 四 五 六

帮助老弱病残幼 74 64 69

为他人捐款捐物 58 46 39

做义务宣传值岗等 63 54 61

调查发现：

三类志愿者活动中第 1类和第 3类更适合学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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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五：是否参加志愿者活动

年 级 四 五 六

经常参加 25 18 30

偶尔参加 71 74 62

没参加过 31 59 47

调查发现：

学生中少数人经常参加志愿者活动，大多数是偶尔参加，还有大部分从来没有参加过，说

明志愿者活动课程在学校中实施得不够。

调查内容六：了解参加志愿者的原因

年 级 四 五 六

帮助别人，为社会做贡献 100 141 118

为了得到服务证明，获得积分 3 6 12

老师组织集体的活动，别人去，

我也去。
15 3 10

调查发现：

绝大部分学生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原因是帮助别人，为社会作贡献，说明他们对志愿者活动

的意义很了解。

调查内容七：是否愿意参加

年级 四 五 六

愿意 102 146 110

不愿意 1 3 6

无所谓 23 2 18

调查发现：

绝大部分学生是愿意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只有极个别学生不愿意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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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八：愿意参加活动类型

年级 四 五 六

社会公益服务 36 71 56

环境保护 61 49 41

校园服务 36 35 36

调查发现：

三种类型的活动学生都愿意参加，其中四年级更多地喜欢环境保护类，这类活动也更适合

中年级开展，五六年级更多喜欢参加社会公益服务类的，说明中高年级的学生开始关注社

会了。

我是小小志愿者

——“前黄中心小学家长对志愿者的认识和参与情况”调查分析

发出家长问卷 100 份，回收问卷 93 份，有效卷 91 份。

调查内容一：是否了解志愿者

调查发现：

只有 30.8%的家长很了解志愿者，大部分家长只是对志愿者稍微有些了解，和学生的差距

较大。

调查内容二：了解志愿者的途径

年 级 人次

网络电视等媒体 79

身边人的讲解 15

书本资料 5

调查发现：

家长的了解途径绝大部分来自网络电视等媒体，身边人的讲解极少，与学生问卷调查出来

的情况差距也很大。

年 级 人次

很了解 28

稍微了解 63

不了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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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三：是否关注志愿者

年 级 人次

关注 23

偶尔关注 63

不关注 2

调查发现：

家长中对志愿者少数人关注，绝大部分是偶尔关注，志愿者在家长中的关注度比较低。

调查内容四：志愿者的活动

年 级 人次

帮助老弱病残幼 44

为他人捐款捐物 24

义务宣传值岗等 43

调查发现：

三类志愿者活动参加的人数差不多，其中为他人捐款捐物相对少一些。

调查内容五：是否参加志愿者活动

年 级 人次

经常参加 3

偶尔参加 41

没参加过 47

调查发现：

家长中经常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只有个别人，大部分是偶尔参加，没有参加过的更多。很明

显在家长群体中做志愿者的意识明显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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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六：了解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原因

年 级 人次

帮助别人，为社会做贡献 87

为了得到服务证明，获得积分 2

老师组织集体的活动，别人去，

我也去。
6

调查发现：

绝大部分家长了解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原因是帮助别人，为社会作贡献，也有 8 人不明白原

因的。

调查内容七：是否愿意参加

年级 人次

愿意 80

不愿意 2

无所谓 9

调查发现：

绝大部分家长愿意参加志愿者活动，其中 11 人态度不积极。

调查内容八：愿意参加活动类型

年级 人次

社会公益服务 81

环境保护 2

校园服务 4

调查发现：

绝大部分家长愿意参加社会公益服务，对环境保护类活动不重视，对校园服务类不关心。

调查内容九：是否支持孩子参

加志愿者活动

年级 人次

支 持 51

不支持 22

无所谓 18

调查发现：

对孩子支持的 51 人，不支持和无所谓 40 人，支持率明显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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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小志愿者

————“前黄中心小学教师对志愿者的认识和参与情况”调查分析

发出教师试卷 50 份，回收试卷 49 份，其中 49 份是有效试卷。

调查内容一：是否了解志愿者

年 级 人次

很了解 32

稍微了解 17

不了解 0

调查发现：

大部分老师对志愿者是了解的。

调查内容二：了解志愿者的途径

年 级 人次

网络电视等媒体 42

身边人的讲解 21

书本资料 14

调查发现：

85%以上的老师是通过网络电视等媒体了解的，身边人的讲解只占到 43%，书本资料中了解

的只有 28.5%，说明身边的志愿者不多，学生开展此类活动也不经常。

调查内容三：是否关注志愿者

年 级 人次

关注 21

偶尔关注 26

不关注 1

调查发现：

教师对志愿者偶尔关注的居多，关注程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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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四：志愿者的活动

年 级 人次

帮助老弱病残幼 36

为他人捐款捐物 32

做义务宣传值岗等 41

调查发现：

三类活动愿意参加的人数差不多，第 3 类做义务宣传值岗等更多一些，为他人捐款捐物类

也是最少的。

调查内容五：是否参加志愿者活动

年 级 人次

经常参加 3

偶尔参加 34

没参加过 17

调查发现：

偶尔参加的居多，没有参加的 49 人中有 17 人，占 34.6%，教师参与志愿者服务的意识不

强。

调查内容六：了解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原因

年 级 人次

帮助别人，为社会做贡献 41

为了得到服务证明，获得积分 0

老师组织集体的活动，别人去，

我也去。
8

调查发现：

大多数老师了解志愿者服务的原因是帮助他人，为社会作贡献，也有 8人选择的是选项三，

对志愿者的意义不够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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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七：是否愿意参加

年级 人次

愿意 48

不愿意 0

无所谓 1

调查发现：

48 人愿意参加，也有 1人无所谓。

调查内容八：愿意参加活动类型

年级 人次

社会公益服务 33

环境保护 15

校园服务 31

调查发现：

大部分老师愿意参加社会公益服务和校园服务类志愿者活动，校园服务的却最少。

调查内容九：是否支持班级的

孩子参加志愿者活动

年级 人次

支 持 49

不支持 26

无所谓 29

调查发现：

支持的一半，不支持和无所谓的一半，看来老师对班级学生参加志愿者服务的支持率不高。

调查内容十：有过指导孩子参加志愿者活动的经历

年级 人次

有 26

没有 23

调查发现：

有一半以上的老师指导过孩子的志愿者活动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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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校师生及家长对志愿者的认识和参与情况的调查问卷分析后，我们有以下发现：

1.大部分教师对志愿者是很了解的，学生很了解的基本达到 50%，家长中很了解的只达

到 30.8%。

2.学生、教师和家长了解志愿者的途径绝大部分是通过网络电视等媒体，通过身边的人

的讲解不多，通过书本资料了解的也不多。说明在生活中我们身边的志愿者不多，在学生的

教材中相关内容也很少，还需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3.学生、教师、家长对志愿者偶尔关注的人数比较多，经常关注的人都比较少，学生中

的不关注的更多一些。

4. 三类志愿者活动中学生更愿意参加第一类和第三类，教师和家长愿意参加这三类活动

的人数差不多。

5. 学生、家长和教师经常参加志愿者活动的人数都很少，相比之下还是学生比家长、老

师要多一些。大多数是偶尔参加。没有参加过志愿者活动的家长的人数比较多，达到 46%。

6. 学生、家长和教师绝大部分都了解参加志愿者活动原因和意义是帮助他人，为社会作

贡献。意义是明白的，但是要有实际行动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7. 学生、家长和教师绝大多数部分愿意参加志愿者活动的，不愿意和无所谓的教师中只

占 2%，学生占 5%，家长占 11%。

8. 三种类型的活动学生都愿意参加，其中四年级更多地喜欢环境保护类，这类活动也更

适合中年级开展，五六年级更多喜欢参加社会公益服务类的，说明中高年级的学生开始关注

社会了。绝大部分家长愿意参加社会公益服务，对环境保护类活动不重视，对校园服务类不

关心。大部分老师愿意参加社会公益服务和校园服务类志愿者活动，参与校园服务的却最少。

家长和教师对校园服务类的志愿者活动都不积极，从这方面也能看出家长和教师参与学校管

理和参与学校服务的意识不强。从中可以看出家长和教师的志愿服务的意识明显不够。

9. 家长对孩子参与志愿者活动的支持率只有 56%，明显不高。老师对学生参与志愿者活

动的支持率只有 50%，支持率也不高。

10. 教师中有过指导学生志愿者服务活动经历的也只有 50%，参与活动指导明显不够。

实地考察：4 月 15日，我们又在校园和敬老院进行了实地考察，了解学生、家长和教师

对志愿者的认识和参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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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们制定了实地考察计划，采用了行动研究方法，在实地考察中，我们发现：

①在学校和敬老院中，都有很多志愿者参与到日常工作中来。前黄中心小学的志愿者主

要有:民营企业家谭军超先生、安基金组织、家长护学岗、交警等。在前黄敬老院的志愿服务

队有 8 支，其中以前黄关爱老人公益志愿服务队为主。

②谭军超先生多次为我校捐钱、捐一万多只口罩等

防疫物资，李俊先生为我校助力曲棍球的建设，安基金

先后为我校贫困生送来仁人书包和口罩等，并组织志愿

者为我校开学义务打扫校园环境，家长们有的出钱有的

出力，志愿为我校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关爱老人志愿服务

队主要是料理孤寡老人的生活起居，帮他们洗澡、理发，

买菜、做饭，送上慰问品和慰问金，改善老人的生活水平，

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已经坚持志愿者身份 8 年了。

③无论是前小还是敬老院，都很感激这些无私的志愿

者，并表示也会向他们一样，为他人提供帮助与支持。

④我们在给老人们聊天、捶背中，发现很多老人都是

孤寡老人，身边的亲人都不在了，部分有亲人的老人却被

亲人嫌弃，送到了养老院，其实他们的内心很孤独，很希

望有人能去看望看望自己。

⑤在实地考察中，我们了解到身边的志愿者其实有很

多，他们不计代价，坚持不懈地帮助他人，还经常不留名，

我们被他们的事迹感动了。

⑥在敬老院，我们化身为小志愿者，为老人们捶捶背、打壶开水、洗洗碗，做些力所能

及的事，虽然事小，但是看到老人的笑容，一切就是值得的！

（2）通过采访、实地考察等，了解身边的志愿者、志愿者活动以及志愿者活动的意义等。

4 月 15、16 日，我们 8 位同学分别采访了前黄关爱老人公益志愿服务队、安基金代表

王静娟女士和我校的周礼东老师，借此我们了解身边的志愿者、志愿者活动以及志愿者活动

的意义等。前黄关爱老人公益志愿服务队 4 名志愿者向我们讲述了 8 年的坚持，安基金的王

女士以“仁人书包”为出发点介绍了他们的团队，周礼东老师为代表的村民志愿者则是在春

节疫情期间严守封锁路口，外防输入，内防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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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结束后依旧是我们小组内的讨论交流，通过交流整理出了我们的调查分析：

①志愿活动的服务对象不同。前黄关爱老人公益志愿服务队主要是关怀孤寡老人送温暖；

安基金主要是圆贫困儿童的读书梦，希望通过阅读改变儿童的命运；以周老师为代表的抗疫

一线志愿者则是与病毒作斗争，保卫家国的安宁。

②志愿活动的方式不同。前黄关爱老人公益志愿服务队主要是

料理孤寡老人的生活起居，送慰问品、慰问金改善老人生活水平；

安基金主要是通过“仁人书包”、爱心捐款圆贫困儿童的读书梦；

以周老师为代表的抗疫一线志愿者则是严守每一道关卡，外防输入，

内防扩散。

③三项志愿活动虽然不同，但是志愿服务中印象深刻的事都是

迫切需要关爱与帮助的人接受志愿者的帮助后，生活有了不一样的

色彩。他们本着一颗“无私奉献、关爱他人”的心，不计报酬，只

为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虽然他们失去了更多陪伴家人的时间，但

是却收获了他人的认可与信任。

④志愿者们坚持做好事不留名，不需要他人的表扬、赞赏，他

们说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

针对采访情况，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1 身边的志愿者很多，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他们，去了解志

愿者和志愿活动的不易，多一些谅解，不要寒了志愿者们每颗赤

城的心。

2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来，真正为那些需

要帮助人的送去温暖。

第一阶段，我们通过采访、问卷调查、实地考察的调查活动，我们对志愿者的认识和参

与情况的作出了调查分析：

1. 学生、老师和家长对志愿者有一定了解，但不深入。

2. 我们身边有志愿者，他们不计名利为他人付出了很多，但我们很少去关注他们，更没

有去了解他们。

3. 家长和老师对孩子参与志愿者活动的支持度都不是很高，要以学习为主。

4. 家长和老师都觉得参加志愿者最要保护的是自身的安全。

5. 有一半以上的老师经历过指导学生志愿者活动。

6.家长和老师参加校园志愿者服务都不是很愿意。

7.学生、家长和教师经常参加志愿者活动的人数都很少，相比之下还是学生比家长、老

师要多一些。大多数是偶尔参加。没有参加过志愿者活动的家长的人数比较多，达到 46%。

8. 那些敬老院的老人等老弱病残非常需要志愿者的服务。

9.四年级更多地喜欢环境保护类，这类活动也更适合中年级开展，五六年级更多喜欢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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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社会公益服务类的活动。

10.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者服务队伍中来。

第二阶段：研究和体验志愿者活动

虽然我们的学习生活中经常听到志愿者，身边也有志愿者活动，但什么是志愿者？志愿

者服务工作包含哪些方面？志愿者有哪些权利和义务？等，身边的同学、家长和老师对此了

解得并不全面，因此我们设计了以下研究活动来进一步了解、走进“志愿者”！

（1）通过文献研究，了解志愿者的标志、意义、权利、义务、发展、活动等。

通过采访、调查和实地考察，我们发现学生、家长和教师对志愿者的认识不够，参与的

积极性明显不高，对学生参与志愿者活动的支持率也不高，指导孩子参与志愿者活动的经历

也不多，身边的志愿者人数比较少。如何让让大家更全面地了解志愿者，接下来我们通过文

献研究，了解志愿者的标志、精神、意义、权利和义务、发展历史以及各种各样的志愿者活

动等，同学们对志愿者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同时被他们的志愿者精神所感动，我们把文献

研究的成果制作了丰富的资料卡和精美的手抄报。

（2）通过采访、实地考察，寻找适合小学生开展的志愿者活动岗位；

4 月 16 日，我们 5 位同学利用假期走访了街道、超市、饭店、文具店等，进行了实地

考察，了解和寻找适合小学生开展的志愿者岗位。

通过实地考察我们发现：

①社区、街道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商店里有各种各样的岗

位，但是很多岗位都需要专业的人去做，不适合小孩子去做。

②每个岗位都需要人去做，对自己的岗位有人感兴趣，有人

不感兴趣。大家对简单，赚钱多的岗位感兴趣的更多一些。

③有的人是生活所迫，采取做这种低收入的工作的。

④每一个岗位都要用心去做，想方设法让别人满意。



16

⑤大多数人认为学生以学习为主，不支持当志愿者。大多数

单位也不接受学生去当志愿者，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在给他们添乱。

⑥适合小学生做的志愿者岗位有：洗碗、端茶、服务员、前

台、保洁工、安保监看监控、打听拖地、敬老院义工、导购、营业员、后勤、测温员等。

4 月 16 日，开学了，我们一行 6 人，又分头在学校、小区、家庭、超市等采访了学生、

老师、保安、食堂工作人员、商店阿姨、家长等，我们准备好了采访记录表和笔，边采访边

记录。

采访结束后我们进行了一次采访交流，通过交流整理出了我们的调查分析：

①老师、同学和社会上很多人都不了解志愿者，也不想

去了解志愿者，更别说参加志愿者活动了。他们认为学生学

习是第一位的，做志愿者只会浪费时间，只会是添乱，不支

持当志愿者。当然，也有少部分人觉得做志愿者有意的，也

支持当志愿者。

②学生、老师和家长对志愿者的态度不是很积极，许多

学生做志愿者也是被动的，家长和教师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不

支持。四年级的学生经验少，不愿意当志愿者，五六年级的

学生愿意当，但是，还有一部分学生落下的网课要补习，感

觉没有时间。 家长和老师觉得防疫期间学生以学习为主，

防疫工作不要学生帮忙。

③适合小学生做的岗位很多。

A.疫情期间校园里适合的岗位如下：学生晨检、午检，教室通风、消毒，上学放学引导

学生间隔 1 米排队，上厕所间隔 1 米排队以及洗手督查，协助值日教师引导家长有序停放车

辆，倾倒校园里的医用垃圾，帮助食堂工作人员收拾每个班级的午餐垃圾，防疫知识宣传、

捐助防疫物资、班级防疫物资管理等。

B.其他地方适合的岗位有：超市导购、理货、测温、扫地等，饭店服务、接外卖等，敬

老院关爱老人，福利院关爱残疾儿童等。

④疫情期间当志愿者，一定要注意自身防疫，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校园里的各项志愿

者服务要先培训后上岗，做到规范操作。其他时间当志愿者首先也要注意安全。

同时，我们针对采访情况，也提出了我们的建议：

① 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志愿者，也希望家长和老师多多支持我们的志愿者活动，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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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中得到能力的锻炼和情感的培养，同时，更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志愿者队伍中来。

②防疫期间涉及到班级通风消毒、课间排队引导等一些简单的防疫工作，以及对低年级

学生的防疫宣传等我们还是能够做的。

③其他地方的志愿者服务，比如敬老院关爱老人，福利院关注儿童，以及环保宣传工作，

我们可以等疫情过去以后再开展这些活动，保护自身的安全，不给防疫添乱。

综合以上采访和实地考察的调查，我们发现：

1.疫情期间在学校里适合小学生当志愿者的岗位有：校门口值岗、测温引导、家长车辆

排放引导、上厕所引导、教室消毒通风、防疫垃圾的倾倒、用餐垃圾倾倒、班级值日等。

2.校外适合小学生当志愿者的岗位有：洗碗、端茶、服务员、前台、保洁工、安保监看

监控、扫地拖地、敬老院义工、导购、营业员、后勤、测温员等。

3.在当开展这些志愿者活动时，针对有专业性要求的要先培训后上岗。

4. 开展活动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3）制定志愿者活动方案，体验当志愿者。

了解到有那么多的志愿者岗位可以体验，全班同学们

都沸腾了，纷纷要当志愿者，体验一番，为学校的防疫工

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我们小组进行讨论，物色

了多个志愿者岗位，制定了志愿者服务安排表一道道靓丽

的风景线出现了……
4月 17 日早晨，负责测温疏导引流的小小志愿者们

上岗啦，幸好有值日老师的帮助与指导，我们终于掌握

了引流的小窍门：进入校园测温的同学较多时，要提醒

后面的同学去另一边的道口，哪边空去哪边成为了我们

的口头禅。当然还要记得提醒同学们带好口罩，拿出体

温登记卡，间隔一米，有序排队测温！

课间，负责有序排队如厕的小小志愿者们上次上线，

要做到目光如炬，时刻提醒同学们间隔一米距离，有序

排队文明如厕，可别忘记便后用七步洗手法、消毒湿巾

等消毒消杀。

饭后，负责消毒消杀的小小志愿者上岗，先打开门

窗，教室通风，再用消毒湿巾整理桌面、门窗把手等。

放学后，只见小志愿者们拿着泡腾片消毒壶逐一喷洒，

不放过任何一个卫生死角。

4 月 21日中午，我们由成立了新冠防疫宣传小小组，

3 人一组分别到三、四、五、六年级各班进行宣讲。我们

宣讲了新冠疫情的严重性，提醒大家要不扎堆、不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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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保持防范意识，还示范了如何正确佩戴口罩和七步洗

手法，大家听得可认真了！

4 月 17日，我们在敬老院实地考察时，还体验了志愿

者活动：为老人们捶捶背，聊聊家常，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和老人们聊天中，我们发现很多都是孤寡老人，无儿无女，

至亲都不在了。他们觉得生活很孤单，希望人们能多去看

望看望他们！

4月 20 日，在综合老师的帮助下，我们来到前黄

名都超市，成为了超市门口的测温志愿者、消毒手提

车志愿者、整理货架的志愿者、核对编码的志愿者……
看似不断重复的机械劳动是那么简单，但是时间一长，

我们就热得受不了，口干舌燥的，就有点“恨”乱拿乱放物品的顾客们、“恨”进入超市不配

合戴口罩测温的顾客们，我们希望顾客们懂得配合，不乱拿乱放，那么超市工作人员会轻松

很多。

不同的志愿者岗位，同样的服务之心。我们成为了小小自愿者，在志愿活动中贡献了自

己的一份力量，收获颇多！请一起来看看我们的体验日记：

敬老院志愿活动体验日记（朱容静）

今天，我们在敬老院开展了一次关爱老人的志愿活动，我们可以打扫卫生，为老人捶背

聊天……我要做的是与老人说话聊天。

敬老院外，到处是参天的古树，小河流水 树虽多，但鸟叫几乎是没有的，气氛显得庄严

而安详……

在老师和志愿者的带领下，我们先是了解了一部分关爱老人志愿者的丰功伟绩，随后活

动开始了！

我和谢睿宁、林亦麒从 2楼一户开始找老人说话。“爷爷，我可以为您捶背吗？”老爷爷

用着嘶哑的嗓音，说了句“好”。在林亦麒捶背的同时，我俯下身子问道：“爷爷您今年高寿？”

爷爷很自豪，先是回了一个“九十”，再用手比划了个六，我们都惊呆了，爷爷看上去很精神，

满面春风。都年近 100 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那爷爷您在这住了多少年了？”我接着问。

“30 多年了啊！”谢睿宁瞪大了眼睛，张着嘴，林亦麒不顾手有多酸，依旧在捶，他亲切的

问：“那您以前是干什么的呀？或者以前有什么英雄事迹呀？”爷爷指着门锁“以前是做锁的。”

这让我们恍然大悟—房间是那么别致了。最后老爷爷给我们看了他年轻时的照片。一丝阳光

照在老爷爷的脸上，他的眼已经笑得眯成了一条缝，是那么的和蔼，我们依依不舍的跟老爷

爷做了告别，便出发去下一户。

有一个杵着两根拐杖的老爷爷走了出来，我们赶忙上前询问是否需要捶背，这位老人对

生活很是消极悲观，他认为生活无趣，这时谢睿宁说：“生活无趣，可我们可以改变生活，是

吧？”我赶忙回答道：“是啊，没事跟对屋的打打牌，听听戏，下下棋，那滋味不就来了吗？

生活不就有劲儿了吗？”说到这儿，老人的眼眶红了，“下棋本来是会的，不过现在人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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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子转不过来了。”谢睿宁安慰道：“没事，人总有老的，微笑面对才能收获对生活的希望！”

孤寡老人太不容易了，没有亲人，没有依靠，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名都超市体验日记（陆逸寒）

4月 20 日下午，在王老师和施老师的带领下，我和同学们来到江苏明都超市当志愿者。

我们分成 3组，一组同学去量体温、查看健康码，一组是核对商品编码，还有一组是整

理货架。我很荣幸被分去对编码。超市的阿姨很热情，她手把手教我们。超市阿姨告诉我们：

“要核对条形码的末尾 4 位看一下和标价上条形码下面的数字编码是否一样，要是不一样就

找工作人员。”

经过阿姨的一番教导后，轮到我们来操作了。我负责查卫生纸，我轻轻的拿起来，一而

再再而三的对编码，确保万无一失。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我不禁感觉双腿发麻，

嘴里不停念叨:这啥玩意儿，咋这么累呢?又想：别人都没说累，更何况超市阿姨都这样蹲着干

活一天呢，小陆加油。最后，我慢慢悠悠的干完了，腿麻的站也站不起来，腰也直不起来。

在回来的路上我反复的想，超市阿姨是多么坚强，这样一蹲就是一天，而我就弄一会儿

就不行了，突然感觉对不起她们，我们不该拿来了东西不买还乱放，我们给她们添乱了，为

此我深表歉意。我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1.拿了东西要是不买要放回原处。2.要遵守超市的规

定。3.不要把商品到处乱放

这次的活动令我印象深刻，更让我深深的体会到超市阿姨工作的不易。从今往后我一定

要做到拿了东西不买要放回原处。

通过一系列的志愿者体验活动，我们对志愿者的感受特别深切，一起来听听我们的心声：

胡松松说：孤寡老人太不容易了，汉有亲人，没有依赖，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每天的自己。

杨焱晶说：这次活动，我感受很深，做什么事都要细心。还有，下次去超市再也不随手

把货物乱放了，原来不以为意的一个小举动，会给别人带来那么多的工作麻烦！最重要的是，

让我感受到了大人工作的不易！

艾宇睿说：大风吹走了树叶，可吹不散志愿者们的热情。我们依依不舍地脱下了红马甲，

放下了拖把和扫把，时不时回头跟人们打招呼。诵过这次活动，更加深化了关爱老人的意识，

也增进了同学之问的感情和合作力，更提高了同学们的凝聚力！

朱祎鸣说：这让我可次尝到了志愿者的甜头，我帮助阿姨也学会了不少东西，还收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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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的称赞、尊重，我想这就是志愿者存在的意义，还有没有灭绝的原因，我们应该大声倡

议大家投入志愿者的工作，让志愿之花开满整个华夏！

……
是呀，生活中需要帮助的人很多，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到志愿者队伍中来，手牵

手、心连心，终能汇聚成一片爱心的海洋，让那些孤寡老人、贫困儿童等需要他帮助的人收

到帮助，感受温暖，最终也从受助者转为志愿者，帮助他人！

第三阶段：向全校进行宣传推广研究成果

一次次采访、一次次考察、一次次调查、一次次体验，不仅带给我们感动与成长，更是

很多发现的积累。为了让身边更多的人了解、走进、参与志愿者及志愿活动，我们决定向全

校进行宣传推广研究成果。

（1）把志愿者手抄报、研究小报告、体验日记、活动反思以及研究过程照片利用展板展

览；

当我们的手抄报、研究小报告、体验日记、活动反思等材料在展板上展览时，很多同学

都凑上来看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同学们的赞可与肯定，希望他们通过此次展览活动，能够

了解、走进志愿者和志愿者活动，最终参与进来。一位三年级的同学从身边走过，居然说：

“我又不是志愿者，跟我没关系，不要看！”当时我们很气愤，心想：我们一定会转变你们的

想法，要让你们认识并了解志愿者和志愿活动的伟大与不容易！

（2）撰写志愿者倡议书，利用校园广播进行宣传，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志愿者活动；

于是我们绞尽脑汁开始撰写倡议书，希望通过发起倡议，让同学们了解到自己的身边就

有志愿者和志愿活动，并感受到这些志愿者的高大和志愿活动的艰辛。4月 21 日中午，于金

梦同学作为活动代言人，利用校园广播进行宣传，呼吁身边人积极主动参与到志愿活动中来，

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

于金梦同学说：“简直是前所

未有的紧张。虽然自己对倡议书

的内容早已经滚瓜烂熟，作为志

愿者及志愿活动的代言人，是非

常骄傲和光荣的。但是真正坐在

校园广播前感觉到了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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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书发布时，全校的同学

在教室里认真聆听，一边感慨那些

帮助他人的志愿者很高大，一边暗

暗吃惊：原来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的

志愿者和志愿活动，有同学表示自

己也想成为一名志愿者，参加志愿

活动！

（3）开展班级宣讲活动，发动学生和家长报名参加志愿者活动；

为了让全校师生更加清楚地了解“小小志愿者”的完整研究过程，我们决定制作 PPT，

将我们的研究过程逐一展示出来，幸亏得到了老师的指导与帮助，才顺利制作出精美的 PPT。

同时，我们推选出林亦麒和朱容静作为五年级的宣传大使，陈自然和陆逸寒作为六年级的宣

传大使，分别到五六年级各班进行宣传。宣传前，四位宣传大使在自己的教室里演练了无数

遍，还让班级同学给他们提出改进意见，把同学折腾了一番。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讲解，

各班同学对我们的“小小志愿者”研究性学习活动有了更深的了解，大家都被我们的研究成

果打动了，纷纷向我们表示要参加志愿活动，填写小小志愿者报名表，要成为一名小小志愿

者呢！我们的宣讲不仅获得了同学们的赞扬，更收获了家长们的认可与支持哦！

（4）将研究成果传到校园网上。

完成校园内的研究性学习成果推广后，我们想：

要做就要做大的，不如把我们的成果向全社会推广！

我们的想法得到了王校长的支持，她建议我们利用校

园网站，将成果展示出来，如果时间允许，还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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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美篇、拍成抖音再发布出去，那么会有更多的人看

到我们的成果！于是，我们马不停蹄地找信息技术曹

老师请求支援。曹老师帮忙之中帮我们在校园网开辟

了专栏，教我们如何上传资料。虽然只能利用课余的

时间，但是我们会相互配合，完成网站的推广，还要

制作美篇、拍摄抖音，就等着看我们的成果吧！

一转眼，“我是小小志愿者”研究性学习活动

临近尾声。从一开始的懵懂、不知所措，到后来

的老练，我们感受到自身成长的蜕变；从一开

始的不了解志愿者和志愿活动，到后来成为志

愿者和志愿活动的宣传大使；从身边人的不了

解、不支持到后来的支持并参与志愿者工作，我们的收获与感动很多很多。

回顾整个研究过程，我们有了不一样的感悟，有了更深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通过经历对志愿者的认识和参与情况的调查分析，对志愿者标志、意义、发展、活动等

的文献研究，考察寻访适合小学生志愿者活动的岗位，体验志愿者岗位，在校内宣传发动志

愿者报名，展示和宣传我们的研究成果等过程， 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 在调查中发现许多人对志愿者不了解，不参与。

2．志愿者活动非常有意义，从此就学会关爱身边人、身边的事，长大了就能关心社会、

了解世界。

3．身边有了很多志愿者在关心学校，关心我们，我们要去了解他们，让我们以身作则，

带动更多的人了解志愿者，加入志愿者队伍，学会关心，学会奉献，学会团结，努力进步。

4. 我们应该把这次“小小志愿者”综合实践活动成果编印成册，各更多的作宣传，让大

家主动加入志愿者服务团队。

5. 教材中要增加志愿者的教学内容，让学生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志愿者。

6. 学校里的许多岗位，不应制定让学生参与，而应该让更多的同学申请参加，去体验，

去实践，争当志愿者。

7. 志愿者很辛苦，我们在生活中应该尽量地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

六、研究的反思

我们生活在有志愿者来关心我们的校园里，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关心别人，为学校，

为社会作贡献。通过这次“我是小小志愿者”综合实践活动，我们采访了老师、学生和家长，

采访了身边的志愿者团队，实地考察了敬老院、街道、小区和超市，对当前的的志愿者现状

作了全面的调查分析，通过文献研究，深入了解志愿者，通过采访和实地考察，寻访了适合

小学生的志愿者岗位，在校园、敬老院、超市里我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志愿者活动，真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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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了志愿者，同时，在全校宣读倡议书，在班级和校内展示研究成果，发动更多的同学和家

长积极参与志愿者活动，并组织了报名工作，报名工作结束后，学校学生中心将根据报名情

况，组建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志愿者团队，定期开展志愿者活动，把志愿者精神发扬光大。这

次研究性学习，圆了我们心中的一个梦。不过，活动结束，我们更加对此次活动进行总结反

思。

1.学生、家长和教师要深入了解志愿者。

志愿者服务是对我们学生思想教育很好的一个课程，志愿者的精神是奉献、团结、互助、

进步，这也是我们小学生要培养的良好品质，我们可以通过对志愿者精神、活动、人物等方

面的了解，从而去理解志愿者精神，让这种精神让教育自己成长。

2.学生、家长和教师要支持学生参与志愿者活动。

志愿者活动作为一门课程，一方面让我们在活动中得到情感的教育，另一方面，我们在

活动中可以得到各方面能力的锻炼，这些情感和能力在书本的学习中永远也学不到的，我们

更需要在这样的实践活动中得到滋养。

3.要向身边的志愿者学习，宣传他们的事迹。

我们身边有许多志愿者，可是我们却不了解，这是太不应该了。我们要通过综合实践活

动去采访他们，通过采访全面地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行动，让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感动更多的人，

同时宣传这种正能量，让他们影响更多的人，用榜样的力量来激励人，照耀人，这样，我们

的志愿者队伍会越来越庞大，社会风气会越来越好。

4.学校的志愿者岗位要实行申报制。

以前学校的这些志愿者岗位都是德育办指定人员参加的，我们觉得其实有很多同学是想

要参加，但是又没有机会，我们德育办的老师要改变方式，让学生自愿申报，在申报的基础

上确定人员。如果人员太多，可以在班级建立志愿者团队，让这些同学为班级提供志愿者服

务。

5.校外志愿者服务要固定基地。

除了校内的志愿者服务之外，高年级的许多同学很想参加校外的志愿者工作岗位。学校

应该根据小学生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志愿者工作岗位，选地志愿者服务基地，常年让学生到基

地上去参加志愿者服务。

6.要把志愿者的教育编入教材。

我们现有的教材中几乎看不见志愿者教育，我们觉得时代需要这样的志愿者，这样的志

愿者精神，我们小学生从小就应该接受这方面的教育，可以在道德与法治、语文、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中编进这方面的内容，也可以把我们的研究成果编成校本教材，对我校学生进行这

方面的教育，让志愿者精神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加入志愿者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