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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当代大学生作为社会中的青年力量，对国家

富强、民族稳定等爱国主义精神的了解正在逐渐淡薄，甚至在很多青年人心中“爱国主义”

只是一个口头上的名词，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公益旅游是一项新兴的旅游活动类型，在青

年人群中的发展正呈上升趋势。以爱国主义为背景研究大连市旅顺口区大学生公益旅游现状，

针对旅顺口区的大学生公益旅游提出相应发展对策，并对公益旅游的发展前景做了初步的展

望。旨在通过发展公益旅游增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燃起青年人的爱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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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加强国家的稳定教育，就是要积极维护民族

团结，引导广大学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要让大学生充分地了

解“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只有社会稳定才能实现共同繁荣的和谐社会目标[1]。爱国主

义反映的是国与民彼此之间相互依存，最后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对祖国同胞和民族的深厚情

谊。季羡林曾在《我的人生感悟》中指出“爱国主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我爱我的祖国不受

他人入侵，另一种更高层次的爱国主义是文化上的爱国主义，即将自己和祖国的文化命运结

合在一起。文化上的爱国主义首先是要自我认识，这就要求必须重新深刻认识民族的历史，

因为只这样才能认清文化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而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民族文

化的传播者和继承者，爱国主义是他们必备的精神。当代大学生 90 后居多，90 后追求新颖、

思想独特，他们心理需求和思想状况的不同给爱国主义教育赋予了新的挑战。当前各大高校

的爱国主义教育都比较注重时代性和创新性，突破传统教育办法，改变教育思路，丰富教育

内容，旨为缓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公益旅游(volunteerism)由志工(volunteer)和旅游(tourism)两个词复合构成。从其命

名起源和不同学者的定义看，公益旅游是一种将志工服务工作(volunteering work or

service)融入于旅行相关活动(overseas travel，tourism)的综合性旅游活动[2]。受经济条

件和时间的限制，了解过公益旅游的大学生都有意愿选择公益旅游作为主要的旅游方式，公

益旅游可以将道德品质融入到生活中，对正处于学习阶段的大学生而言，通过参与公益旅游

实现对爱国主义的学习和正确理解。旅顺口区公益旅游产品中革命遗迹占多数，在此地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具有一定的优势，大学生参与公益旅游的方式也具有多样性，这是加强大学生

爱国主义教育的积极有效方式。

二、旅顺口区大学生公益旅游发展现状

（一）大学生对公益旅游的认知

公益旅游在国内仍处于初始阶段，无论是旅顺口区政府还是旅顺口区高校都未意识到公

益旅游对大学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没有出台相关政策和安排相关教学内容，致使大学生对

公益旅游缺乏了解，甚至对于大多数大学生来说公益旅游是一项陌生的活动。社会上的宣传

力度不够，大学生身处校园，对外界的信息接触较少，当大学生知道某个志愿者活动时该活

动已经过期或截止报名。公益旅游安排时间与大学生上课时间冲突，大学生考虑到课程的重

要性就不得不放弃公益旅游。公益旅游产品缺乏多样性和独特性，在传统旅游活动中，自然

风景观光、名胜古迹游览、革命老区观光等方式固定了公益旅游的发展方向，使公益旅游缺

乏创新性和实践性，无法激起青年学生的兴趣。



（二）影响旅顺口区大学生公益旅游行为决策的因素

影响旅顺口区大学生公益旅游行为决策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因素和时间因素。大学生在排

除勤工俭学的前提下没有收入来源，所有生活费都由家里支付，没有多余资金充当旅游经费。

公益旅游的参与者在充当志愿者的同时也是旅游者，公益旅游活动中不可避免有自己支付车

费和餐费的情况。缺少旅游经费直接影响大学生群体的旅游决策。大学生身处校园，休闲时

间受到限制，有效的旅游时间只有寒暑假、法定假日和周末。公益旅游活动时间如果与大学

生假期无法重合也会影响大学生公益旅游的决策。公益旅游渠道过于单一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大多数公益旅游宣传都由主办单位直接宣传，只有在个别官方网站和相关单位才能够查询，

大学生无法及时获取相关宣传信息也就影响其公益旅游决策。

三、旅顺口区大学生公益旅游发展对策

（一）拓宽公益旅游的宣传渠道，增强大学生的认知度

公益旅游兴起于西方国家，目前在中国正处于初始阶段，还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因此

不被大众熟知。尽管有很多公益旅游社团和组织的存在，但是由于宣传不到位而导致大学生

不能及时了解公益旅游，参与机会也就不多。拓宽大学生公益旅游的宣传渠道，增加大学生

对公益旅游的了解，让大学生群体熟知公益旅游的内容、作用和重要意义是发展大学生公益

旅游的必然要求。公益旅游单位和组织普遍的宣传方式都是通过学校和校内社团，这种方式

过于单一且没有明显效果。各大高校应该联合起来建立公益旅游共享平台，把有关于公益旅

游的相关信息整合，并在公益旅游平台上定期展出。旅行社和旅游组织需要从大学生角度出

发设计旅游产品，大学生公益旅游组织可以与校方合作，邀请参加过公益旅游的大学生做校

内宣讲，把经历和收获分享给更多同学，激起那些没有参加过公益旅游的大学生的好奇心和

求知心，继而产生想要尝试的欲望。

（二）建立专属大学生的公益旅游平台，解决经济与时间问题

经济因素和时间因素是影响大学生公益旅游的两大重要因素，通过建立大学生公益旅游

平台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难题。大学生的空闲时间集中在国家法定假日和寒暑假，这正是旅游

的黄金阶段，大学生公益旅游平台可以根据时间的长短设计出多条或长或短的公益旅游线路，

供大学生自由选择，只要报名人数达到平台开展活动标准就可以按时进行公益旅游活动。如

果某线路报名人数过少，在取消该线路的同时让参与者重新在人数相对较多的活动中再次自

主选择。只要建立起大学生公益旅游平台并取得一定成果，就会在社会上有一定反响，有了

影响力的大学生公益旅游平台在社会募捐时的号召力就会增加，大学生公益旅游平台也会得

到地方政府和各大高校的支持和鼓励。

（三）丰富公益旅游内容，增加大学生的关注度

传统旅游产品中，自然保护区、历史文化遗产通常被开发为观光旅游产品，革命老区也

通常被开发为红色观光旅游产品，而忽略了对公益旅游产品的研究与开发
[3]
。相对于传统的

旅游方式，很多大学生更愿意参与具有创新性的公益旅游。例如：让大学生作为讲解员为游

客讲解革命遗迹当年的故事；用小话剧的形式在现场情景再现革命先烈当年的英勇事迹；在

旅游旺季到景区做引导，帮助景区工作人员维持秩序；在校园内举办宣讲会，帮助旅游景区

招募志愿者等。由此可见，通过丰富旅游产品内容吸引大学生广泛关注，针对不同专业的大

学生设计不同的旅游产品，投大学生所好，激发其旅游兴趣，让公益旅游成为大学生的主要

旅游方式。

四、旅顺口区大学生公益旅游前景展望

（一）大学生有强烈的志愿服务精神

公益旅游自产生以来，就与志愿服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早期的公益旅游也是在志愿

服务的范畴内得以发展的，即使是现在也有很多志愿服务组织提供公益旅游
[4]
。志愿服务可

以奉献社会，增加对社会的了解，可以帮助弱势群体，实现自我价值，可以在与广大群众交



流的同时学会如何与人交往，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在人际交往中重新认识自我。参与者还可

以在活动中挑战自我并提高自信心，丰富社会经验，增加社会经历。大学生是一个青年群体，

拥有强烈的志愿服务精神，对志愿者服务也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心，想通过志愿服务来丰富自

己的大学生活，大多数大学生都认为志愿服务是锻炼自己的机会，因此对公益旅游持积极认

可的态度。

（二）大学生参加公益旅游的动机呈现多样化

旅游动机是由需要与诱因共同组成的。动机的强度或力量既取决于需要的性质，也取决

于诱因力量的大小。大学生一旦产生了公益旅游动机，便成为了潜在旅游者，要使这些潜在

旅游者变为现实旅游者，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还与他们的行为特征和心理状况相关，

具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动机才会真正变为实际行动
[5]
。大学生是社会中的新生力量，拥有着

无限的青春活力，充分了解公益旅游之后大学生对公益旅游的态度是积极的，据了解他们的

旅游动机呈现多样化，其中包括帮助弱势群体，奉献社会；参加社会活动，丰富社会生活；

参加文艺活动，增加文化内涵；与社会大众近距离接触交流，积累社会经验等。其中最主要

的动机是增强能力，奉献他人。在参加公益旅游的同时大学生可以增长见识，提升人际交往

能力。在遇到困难时挑战自我，克服困难后增强了自信心和满足感。同时发挥自身优势帮助

需要帮助的单位和群体，在帮助他人的同时大学生会收获他人的尊敬和信任，这种收获将会

成为他们人生中一笔巨大的财富。

（三）公益旅游对大学生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近年来旅游业发展迅速，逐渐成为了一种青年人追逐的时尚，大学是一个相对比较轻松

的人生阶段，刚刚摆脱了高考的重压、还未承担起生活的重担、还不懂社会的复杂，这个阶

段不应该只停留在书本之间，相对于校园内的书海，校园外的社会生活更能教会这些青年人

什么是成长。大学生年轻气盛、未经世事、视线总是在书本之间，缺乏历练，通过公益旅游

可以拓宽眼界历练自己，亲身体验社会上的种种困难；大学生在校园生活中对自己的未来迷

茫，围绕在身边的只有同学，彼此之间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通过公益旅游可以接触各行各

业形形色色的人，在公益旅游活动中寻求志同道合的知己，在实践中激发潜能，找到未来的

发展方向。通过公益旅游，大学生可以在活动中磨练自己的意志，展现自身良好品质和道德

精神，从根本上理解那些精神，做好责任之内的每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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