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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与志愿服务文化

文化（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
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
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

志愿服务文化（广义的志愿服务文化是指与志愿者
和志愿服务相关的所有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总和。
狭义的志愿服务文化专指以志愿精神和志愿服务理
念为核心的语言、文学、艺术等精神产品的总和。）



文化的理解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
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
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
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
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
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志愿服务文化的理解

 志愿服务文化集中体现在一个“善”字。

 理解志愿者和志愿服务

 理解志愿精神与志愿服务理念

 理解志愿服务的四大文化功能（体现大爱，文化认同；培育
大德、政治认同；弘扬大善，群体认同；积淀大福，自我认
同。）

 志愿服务是关于“善”的世界观和关于“行善”的方法论



二、社区志愿服务文化理念

文化的层次理论（观念层面：核心价值观。制度层
面：法律制度。器物层面：物质和精神文化形态。）

志愿服务文化的层次理论（核心层：善。中间层：
约善。最外层：行善。）



志愿服务文化是人生的终极追求

 想想您生活在这个世上是为什么？文化是人的精神家园，志愿服
务文化是精神家园中的最终追求。

 人生意义的三个阶段与三次觉醒

 生存——追求经济的独立——性命的觉醒（生物的我，与自然和谐
相处，健康，安全，爱情，亲情，家庭，包括财富，权力，地位，
名声等社会堆积物）

 生活——求真、求善、求美——自我的觉醒（社会的我，如何成为
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自我？两个标志：人生的态度上自己做主，
事业的选择上自己做主）

 生命—— 精神境界的提升——灵魂的觉醒（精神的我，生命的意义
在于，超越小我，成就大爱。两个标志：一是信仰，二是智慧，
这是人生实现超越的立足点。）



社区志愿服务文化培育的主要任务

社区志愿服务文化培育三大任务

文化理论体系（文化传承“四要素”，传承善）

制度规定体系（最基本社会组织单元，规定善）

组织实施体系（邻里守望，各种载体，实施善）



三、社区志愿服务文化实践

社区志愿服务文化建设（百步亭作为全国志愿服务
实践基地来建设，就是一种文化。建设“志愿社
区”，用“善”的观念统领、谋划和推动社区各项
工作。因地治宜，市民学校、党团员活动室，一室
多用。教师“请进来，提起来”。选择好的教材。
开展经常性的教育培训。传承“善”文化）



社区志愿服务制度建设（要承接县区的志愿服务制
度，要符合社区的实际，要形成一套“行善”方法
规定，让社区居民拿着就能进行操作。克服“假大
空”，要求“真小实”。）



社区志愿服务组织文化（以“志愿云”为依托和平
台，努力实现：登记注册，网络化。服务记录，信
息化。组织发展，专业化。激励回馈文化，生活化。
社区活动，精细化。项目运作，社会化。用志愿服
务文化产品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
求。）



注意几个不良文化观念

无意（无心办坏事，施舍）：志愿服务的最高境界
不是给予而是引路。

有意（好心办坏事，为难）：被志愿、被服务、社
活动。创文、从众、错误观念。

恶意（存心办坏事，破坏）：政治取向、经济取向、
宗教取向、文化取向有问题，欺骗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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