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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的印象 

 

从觉得好玩到真正地加入 

“刚开始，一边捏着鼻子一边为老人更换尿布，后来渐渐地习惯和熟练”。一位女高中生在养老院

服务的体验报告让人很感动，不过她一开始并非自己主动去养老院进行义务服务的，是在班主任的推荐

下才去的。 

这位女生所在的学校每年都要派高中生去某养老院进行义务服务，高中生由此获得各种各样的体

验，并将自己的感想和感受写成文章投寄到报刊上。 

这些高中生去养老院义务服务，刚开始的心情与其说是“不愿意”，到不如说是“什么都想体验一

下”的好奇心占了上风。不过有的女孩子一踏入老人的房间，往往就像冻僵了似的一动不动。这里的老

人多半知道每年都有高中生来义务服务的事，有的人就主动向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的女孩子主动打招

呼，“你是××高中的吧？”“是。”女孩子的回答很简单，对话无法继续。老人为了避免沉默的场

面，又问“你上高三了吧”，因为老人知道每年都是高三的学生来，回答还是一个字,“是”。老人便不

得不放弃询问。 

平时，这些女高中生和要好的同学、朋友聊天时，常常让人感到比男孩子还要活泼开朗，“滚

开”、“见你就来气”之类的话也常常挂在嘴边，一点也不像个女孩子。可一旦跨入外面的世界，就完

全不知所措。 

在老人面前沉默不语的高中生毕竟是极少数，多数同学还是做了各种努力，到了最后，大多都能为

老人熟练地“更换尿布”、“剪指甲”、“洗澡”、“推轮椅”等。 

不过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参加志愿者活动的高中生的总体数量不多，另一个是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初

衷多为“有趣”、“好玩”。 

1994年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对初中生和高中生进行了有关志愿者活动的意识调查，结果表明：参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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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活动的初中生为15.2%、高中生为17.9%，而美国参加志愿者活动的高中生比率占到40%左右，两国

的差异显而易见（参见表1-7-1）。 

 

表1-7-1 志愿者活动的参加（%） 

（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初高中生志愿者意识调查”1994年） 

 

其原因隐藏着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社会对志愿者活动的评价很高，志愿者受到整个社会的尊敬，

而日本却不是这样。作为企业职员的志愿者在企业组织中是孤立的，这也许是因为日本小群体内的相互

扶助开展得很广泛，志愿者以“正式”的形式出头露面的机会和需求不是很多的缘故。 

觉得好玩而参加志愿者活动的现象与最近日本社会存在的文化气氛相关联，下面就此略为详细地分

析一下。 

在上述的中学生志愿者的意识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认为志愿者活动“比玩更有

趣”的高中生占了很大比例。 

在持续志愿者活动的过程中，高中生们渐渐学会了与老人一起聊天，而且也学会了推轮椅，别小看

推轮椅，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为了拐过下坡的弯，每个人都是在紧张中流着汗学会的。尽管当初不少

人是为挣分数加入志愿者队伍的，但结果学到了许多东西，从“伪善者”成长为真正的“志愿者”。 

 

“自我牺牲”的表面印象 

中学生对志愿者活动究竟是何印象，我们通过调查结果来了解一下。表1-7-2共列出“帮助困难的

人”、“比玩更有趣”等25个项目，对每个项目以“完全如此”“基本如此”“不完全是”“完全不

是”四个程度选项求得回答，并将这四个程度选项依次设为4分、3分、2分、1分，从其平均值的结果来

看，“帮助有困难者”的肯定率最高，“比玩更有趣”的肯定率最低。 

 

表1-7-2  志愿者印象的平均值 

    参  加 未回答 

父  亲 

初  中 6.2 4.5

高  中 8.7 3.6

母  亲 

初  中 9.8 3.9

高  中 12.6 2.8

朋  友 

初  中 15.7 3.8

高  中 22.0 2.3

本  人 

初  中 15.2 3.3

高  中 17.9 1.7

  平均值 



（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初高中生志愿者意识调查”1994年） 

 

帮助困难者 3.5

体贴人 3.4

对社会有益 3.3

不可缺少 3.3

有责任感 3.2

花钱买不到 3.2

能学到东西 3.1

自己主动 3.1

认真 3.1

有意义 3.0

能结交新朋友 2.9

无报酬 2.9

可信赖 2.8

拓展自己的能力 2.8

展示自己 2.7

明确人生观 2.6

开朗 2.3

快乐 2.3

挣分数 2.3

难为情 2.1

神气 2.0

多管闲事 1.9

有人缘 1.9

强制性的 1.9

比玩更有趣 1.8



从表1-7-2的平均值结果来看，“很神气”、“有人缘”这类显示出“为自己”的印象被否定，此

外，诸如“开朗”、“快乐”、“挣分数”等也遭到否定，“善于体贴他人”、“对社会有用”、“不

可缺少”、“有责任感”、“花钱买不到”等含有“自我牺牲”因素的印象受到较高的肯定。 

不过对上述回答进行更深一层的分析，发现该结果不过是高中生的“表面”话，而内心想的则是

“为自己”。 

上述分析是基于日本青少年研究所的调查结果，这种表里不一的结果在总务厅（原总理府）青少年

对策本部1994年发表的“青少年与志愿者活动的调查”中也显现出来。 

调查结果反映出的志愿者印象看似 “帮助有困难的人”、“对社会有用”等带有“社会贡献”意义

的功能得到很高的评价，而“比玩更有趣”、“有人缘”、“多管闲事”、“神气”等印象则没有什么

支持率。捏着鼻子为老人替换尿布的高中生所说的“快乐”、“拓展自己的能力”大概也属于被否定之

列吧。 

从上述表面的回答结果来看，“为自己而做”、“因为高兴才做的”、“为了展示自己才做的”等

等自我满足的价值观似乎是受到否定的。 

然而实际上真是这样的吗？如果高中生的回答反映了真实想法，那么不进行往日的发挥牺牲精神的

说教，志愿者活动则不会盛行。为富裕时代鸣警钟的言论偶尔会发挥一些效力，倡导忍耐清贫、恢复往

日父亲权威的书也曾畅销一时。这种社会现象以一种怀古情趣诉说了古人的怨恨心情，但这并不会带来

普遍的价值转换。倒是女高中生的一些“不良”行为的蔓延对人们的价值观带来很大影响，日本社会的

变化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可谓稀奇。 

是不是年轻人真的否定“比玩更有趣”、“为自己而做”呢？在此有必要把握年轻人真实的想法，

为此，也许要建立一个崭新的目标，该目标单单用“社会贡献”这个词是难以表现和说明的，完全是某

种新想法、新价值观。 

 

是自我牺牲还是自我充实？ 

如在自我评价的分析中所看到的，被试者内心的想法和表面的回答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回答的本人

有时是有意的，有时则是无意的。尤其像志愿者活动，社会的评价尚不明确，有时竟被视为“伪善”活

动，所以要测出真实想法确有一定的难处。然而不把握这一深层心理，也就难以让志愿者活动在社会上

确立。 

当今的日本，“忘我工作”、“灭私奉公”等“自我牺牲”精神被冷落，被视为“无价值”、“不

应该”的。就连志愿者团体的指导者们都有意回避“自我牺牲”这一用语，而喜欢使用“社会贡献”一

词，“社会贡献”让人感觉行为的焦点在社会而不在个人。 

注重对社会的贡献，回避自我牺牲的风气也表现在年轻人的日常言行之中。在亚特兰大奥林匹克上

获得女子马拉松铜牌的有森裕子选手留下了“自己想夸自己”的名言，这在昔日可以说是“禁句”。不

是为国家或为社会，而是为自己奋斗，这种行为受到当今日本年轻人的推崇。 

在奥运会上，运动员不是为国家而是为自己在跑道上拼搏的观念作为新的伦理观进入高消费社会并

扎下根来，昔日以“工作至上”为名的自我牺牲精神在今天则被认为是侵犯人的尊严。 

捏着鼻子为老人替换尿布的那位高中生在听到老人们夸她“你真了不起”、“真是个好学生”时，

这样回答：“没什么，因为我觉得挺高兴才做的”，“我是为自己才做的”。这实际上是与自我牺牲精

神相逆反的话语，但这样一来，在老人们的意识里感觉她是以助人为“乐”，于是觉得她“更是了不



起”。 

“自我牺牲”对当今的年轻人来说只有负面价值，表明自己的主张、忠实于自己、不随流逐波、不

介意别人的目光、确立自我，这些才是他们的追求。用他们的话说，这样的自己才是“真正的自己”，

这一观念形成的基础可以说就是来自对自我牺牲的否定。 

“为自己而做”的观念显示出近几年的价值观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由于有这样的背景，所以将志

愿者活动如何定位，也就是说将其定为“自我牺牲”，还是作为“有趣的事”定为“为自己”，便成了

一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把握年轻人对志愿者活动的真实看法也是与了解社会相联系的。 

20世纪90年代日本年轻人的现象可以列举诸如：流行于女高中生中的一次性彩色成像、便携电话、

BP机、援助交际等等，但并不能将这些现象看作是所有年轻人的真实行为，这些现象的背后到底隐藏着

什么？通过志愿者活动，也许可以看到青少年意识的真相。 

 

作为“玩乐”的志愿者活动 

总务厅青少年对策本部的调查中，关于志愿者活动的印象列举了24个项目，其结果如表1-7-3所示。

调查对象是13-26岁的青少年，所以不仅仅是初中生和高中生。在对志愿者活动的印象这一问题的设置

上，采用“完全如此”——“完全不是”四个程度选项。这里利用因素分析法探出被试者内心的价值尺

度，也就是说找出他们的真实想法。 

 

表1-7-3 志愿者印象（%） 

  全 体 男 女 

闲人干的事 57.0 60.5 54.0

善于体贴人 92.4 90.7 94.2

有魅力 47.8 40.7 54.0

可信赖 76.3 70.9 81.4

装样子 15.7 18.3 13.6

受欢迎 12.1 10.7 13.5

比玩更有趣 9.9 7.3 12.2

有责任感 89.3 86.9 91.6

多管闲事 15.4 17.7 13.5

有意义 73.4 63.1 82.4

冒险的 37.9 36.2 39.6

能学到东西 84.6 78.9 89.7

看上去很神气 20.9 19.4 22.2



注:表中数值为“完全如此”+“基本如此”之和。（总务厅青少年对策本部“青少年与志愿者活

动”1994年） 

 

利用因素分析法可了解人们对志愿者活动的印象由哪些共同的因素构成，其结果可发现一些重要问

题，比如表面上否定率高的“比玩更有趣”的因素其实已渗透在青少年的心里等等。此外，还利用因素

分析的数值将想法类似者按类型进行了分组。 

因素分析的结果，有关志愿者印象的第一因素中有如下各项：（1）帮助困难者；（2）对社会有

用；（3）认真；（4）花钱买不到；（5）不可缺少；（6）有责任感；（7）善于体贴他人；（8）无报

酬；（9）值得信赖；（10）自己主动去做；（11）变革社会。 

由此可见，该因素表现出贡献精神（自我牺牲），包含了“无报酬”、“自己主动去做”等无偿性

和自发性，因此可称为“贡献性因素”。 

第二因素则完全不同于第一因素，所含各项如下：（1）比玩更有趣；（2）有人缘；（3）有魅力；

（4）很神气；（5）开朗；（6）有意义；（7）冒险的。 

这一因素所意味的不是帮助困难者、以牺牲自我为基础的公共性和贡献性，而是表现出自己的乐趣

和玩心，该因素可称为“玩乐尺度”。在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对高中生的单独分析中，发现第一因素为

“玩乐因素”，其支持率最高，反映出高中生的玩乐感觉要比青年职工、大学生、初中生更强烈，这耐

人寻味。 

第三因素的各项如下：（1）多管闲事；（2）难为情；（3）装样子；（4）闲人干的；（5）强迫性

的。 

这一因素难以归纳，不过可以看出是对志愿者活动持否定态度的一个因素，在此就将其命名为“伪

善观因素”。 

此结果表明人们对志愿者活动所抱有的真实印象的一面，这与前述的表面回答相比有很大的差异。

实际上，最近青年们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动机也确实不单单是为了做贡献，还有一个因素，即用年轻人的

难为情 27.8 31.7 24.7

开朗 46.3 43.2 49.3

认真 86.5 87.1 86.2

不可缺少 88.4 86.3 90.6

花钱买不到 88.2 87.6 89.1

帮助困难者 94.3 93.7 95.3

无报酬 78.5 78.1 79.7

强制性的 10.3 10.3 10.4

对社会有益 93.0 92.3 94.0

自己主动 83.7 79.7 87.4

变革社会 56.5 51.1 61.7



话来说，是为了“自我展示”。此外，认为志愿者活动是多管闲事、装样子的伪善行为的观念则由来已

久，并非现在才形成的。 

这一结果让我们面对一个现实：对于将志愿者活动视为玩乐的观念应该采取批评的态度，还是将其

作为正常的现象予以认可？如果是采取批评态度，鼓励志愿者活动的教育则必然与“自我牺牲”精神相

联系；如果认可玩乐之心“也是可以的”，则表明承认肯定自己的现代价值观，志愿者活动作为对社会

对自己都有好处的行为将被重新认识。 

在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又对观点类似者进行群体化的统计分析，结果可分为四种类型。 

首先看一下第一类型的特点。该类型占全体人数的20%，对第三因素“伪善观因素”持强烈的否定态

度，同时对第一因素“贡献性因素”也表示反对，只对第二因素“玩乐之心”表现出略微的肯定。这一

群体既不认为志愿者活动是伪善行为，也不认为是对社会做贡献的行为，仅带有一点“玩乐”的印象。

也就是说他们将志愿者活动与社会贡献的价值分离开来，作为“玩乐”活动来看待的。通过这些深层的

分析，现代年轻人的价值观念充分暴露出来。该群体从性别的差异来看，女性为65%、男性为34.9%、女

性多于男性。此外，志愿者活动的参与者比率要高于其他三组。由此可见，将志愿者活动视为“玩乐”

的该类型当中，女性和目前从事志愿者活动者占了相当的比例。 

第二类型的特点是肯定“贡献性”，否定“玩乐性”和“伪善观”，可以说是最单纯的志愿者印

象。该群体占全体人数的30%左右，是四个类型中人数最多的，男女比例基本相同，不过志愿者活动的参

与者比率略低，这实际上显露出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年轻人的本质，暗示了现实中的志愿者活动是需要某

种程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忍耐精神的。 

尽管如此，第一类型的带有现代色彩的志愿者要比单纯印象的第二类型人数多、势力大，让我们感

到现代社会的新志愿者形象正在年轻人中形成。 

第三类型的特点是强烈否定“贡献性”，仅对“伪善观”表示出肯定的态度，可谓对志愿者活动极

其“冷淡”，视之为伪善活动。该类型大约四人当中就有一人，现实中参加志愿者活动的人数很少，且

对团体活动和公共设施也大多没有兴趣。此外，在他们周围参加志愿者活动的人也很少。该类型所占比

例并不算少，其结果值得我们深思。 

第四种类型对“玩乐性”给予高度肯定，同时也并不否定“贡献性”和“伪善观”。对志愿者活动

的看法很单纯，也可以说是没有一个确定的概念，不过这种情况现实中也确实存在。该类型占全体人数

的23%，男女比率为40.6%和59.4%、女性多于男性，目前参加志愿者活动的比率与总体的平均数基本一

致。 

将以上四个群体概括起来看的话，第二组的“单纯认真派”占30%、第三组的“冷淡、伪善观派”为

26%，二者基本处于同等的分布。此外，肯定“玩乐性”这一特征分别在第一组和第四组都有表现，二者

相加占总数的43%，且女性占到60%之多，目前参加志愿者活动的人数在这两组所占比例也多于其他两

组。由此可见，第一组的“玩乐派”和第四组的“无确定概念派”是目前青少年志愿者活动群的主流。 

以上分析的结果可以说将年轻人的真实想法显露了出来，原本志愿者活动的本质是对社会环境和社

会弱者表现出“善意”，可是，伴随物质的富裕，“对他人的善意”已不再成为年轻人生活的主坐标。

然而，不正因为社会期待“善意”，健康、开朗、活跃的年轻人才受到肯定吗？这种倾向在年轻人和女

性中尤为突出，可以说是一种主张自我的表现，不过这也反映出志愿者活动的意义正在发生变化。 

 

以社会贡献为手段的自我表现 



对年轻人的这一人生观是否应该予以否定？将志愿者活动看成是“有趣的事”能够允许吗？某种意

义上讲，他们是利用老人或残疾人进行自我表现的。 

对待弱者应是贡献精神，即“自我牺牲精神”，老一辈的这种价值观与年轻人的以社会贡献为手段

进行自我表现的价值观形成了对立，不过，可以说对“玩乐心”的认可带来了年轻人对社会的贡献，这

一事实从调查结果得以证明。 

北海道函馆的一位高中生为一位孤独老人清除院内积雪，在打扫完之后回家的途中，总觉得背后有

双眼睛在注视着自己，回过头去，看到老人两手合在一起给自己深深地鞠躬，这位高中生的内心顿时涌

起一股暖流，并下了决心：明年我高中毕业将不在学校，可这件事一定要让高一和高二的同学继续做下

去。 

善意将善意的范围不断扩大，即使一开始是觉得“好玩、有趣”才加入志愿者行列，这也没什么不

好，不应该对年轻人的动机进行非难。 

作为志愿者活动的奖励事业，日本青少年研究所每年举办高中生志愿者活动的作文竞赛，对获奖的

100名高中生颁发一定数额的奖金（5-20万日元），当问及准备将这些奖金用于何处时，约二成的高中生

回答用于大学或专科学校的入学金，剩下的80%回答将这些奖金捐给养老院、学生会活动或用于去车站前

打扫卫生时的交通费、插花小组活动的购花费等等，从中也可看到善意之圈的扩大。 

高中生们通过志愿者活动的体验，感到“收益很大”、“做了好事”、“给人们增添了快乐”、

“自己很高兴”，这些事实不正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吗！ 

 

玩乐之心与志愿者 

 

无自发性的志愿者 

兵库县立农业职高的樽木佳奈在高三的时候，同父亲一起搭起一个露天小咖啡屋，为神户大地震中

失去家园而搬进临时住宅的人们赠送热腾腾的咖啡，露天的咖啡香味异常浓郁，加上用樽木命名的店

名，给人一种非常亲切和新鲜的感觉。尽管震灾后的临时住宅和孤独老人与樽木咖啡店有点不协调，但

这热腾腾的咖啡给人们带来了温暖，樽木佳奈和灾区的人们也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有一天，她发现每天都来喝咖啡的客人中缺了一位，晚上她便去那个人的临时住宅探望，发现没有

意外之后才放心地离开。 

围绕这篇体验记，在作文评委中引起了争议，有人提出樽木咖啡店基本是在樽木佳奈父亲的提议、

计划之下进行的志愿者活动，并非樽木本人主动发起的，她只是按父亲所说的做而已，自己主动做的事

只是发现每天都来的顾客中缺了一位，于是便去附近的临时住宅探望了一下。 

提出该意见的评委无疑非常详细地审阅了她的志愿者活动内容，想支持樽木佳奈获优秀奖的评委对

此也无话反驳。要从志愿者活动的本质去追究的话，现在的年轻人所从事的义务服务活动也许大多都称

不上是真正的志愿者活动。 

志愿者活动包含四项原则，即“公共性”、“无偿性”、“带头性”、“自发性”。樽木佳奈的活

动即属于不符合“自发性”这一原则，她只是跟在父亲后面，所以缺乏自发性。从这一观点来看，学校

或班级组织的去养老院义务服务的活动则更是缺乏自发性了。 

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对抱着“有趣、好玩”的心理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年轻人又该如何评价？ 

神户的一名高中生在朋友的邀请下开始了震灾临时住宅的访问活动，朋友是在报上看到了有关临时



住宅的孤寡老人死亡的消息之后邀他一起参加的，这位高中生估摸也许会遇到什么新鲜事就答应了朋

友。这也算是一个缺乏自发性的典型例子。 

这位高中生在访问临时住宅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位老奶奶，这位老人一开口就是“我好想家呀，我

好想家呀”，后来，这位老人去世了。得知此消息后，深深的悲痛之情笼罩在这位高中生心头，总想着

那位老奶奶老是念叨“想家、想家”，可最终还是没能回到自己的家就去世了。这种对人间悲痛之情的

体会不也对这位高中生的成长有所帮助吗？！ 

志愿者团体的指导者们也极不喜欢人们将志愿者活动看成是“为了他人牺牲自己”的行为，这让人

感觉到有一种趋势：“自我牺牲”的印象从志愿者活动中消除，将志愿者活动重新定义，使其与自己的

成长、做自己喜欢的事相联系。 

由此可见，志愿者活动的四项原则已逐渐成为过去。 

 

为自己而参加志愿者活动 

这是发生在某一升学率相当高的学校的一件事。高二的他曾在东北地区这所著名高中学习，他喜欢

上了一位女生，这位女生才貌双全，她不仅学习成绩非常优秀，而且积极参加体育课外小组的活动，她

的理想是考入日本最著名的大学。 

他下了决心：“我一定要努力，让她理睬我”。他加入了学校的剑道部，因此常常小组活动结束之

后，在夜色茫茫中踏着积雪的道路回家，晚饭吃得很晚，吃完饭后又要抵抗睡眠的侵袭，刻苦攻读。

“你真了不起”，他期盼有一天她会对他这样说。为此他持续着努力，可遗憾的是他没有考上大学。 

这位男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谈不上是志愿者行为，说的好听一些是为了自己的成长。 

许多评委被这位男生的事所感动，但这既无“公共性”，也无“无偿性”，虽有“自发性”但难与

志愿者相联系。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他通过此事“成长”了。 

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自我牺牲”的概念从志愿者活动的世界里开始消失，自由、快活、富

有个性、开朗、充满朝气的志愿者才具魅力，而伴随自我牺牲的志愿者活动则给人一种灰暗的印象。因

此，志愿者活动的带头者、指导者特别强调志愿者活动的“社会贡献性”，而有意排除自我牺牲性。现

在对“公共”的贡献、即社会贡献几乎成为志愿者活动的唯一条件，“无偿性”和“服务性”也不再被

强调。比如认为给志愿者起码应该支付交通费等等，完全无报酬的做法逐渐减少。 

志愿者活动的四项原则基本形同虚设，最后只会引起与“玩乐性”、“主张自我”、“自我表现”

等现代意识之间的矛盾罢了。 

奥林匹克的选手或足球名将经常说“我是为自己才拼搏的”、“因为喜欢才这样做的”，为国家奋

斗之类的话几乎从他们的言谈中消失。 

体育选手和志愿者当然不可相提并论，但二者原本的理念和目标是一致的，即顽强、忍耐、努力的

理念和为团体为国家或社会的目标。不过这种理念和目标是以“自我牺牲”为基础的，所以受到了当今

年轻人的排斥。 

如在后文中所论及到的，在美国的学校，学生要在上课之前宣誓“为了自由和正义献出自己的忠

诚”，遗憾的是这种为国家为社会的理念在现在的日本已找不到了。实际上，为了这个国家、为了社会

奉献自己的结果曾是侵略、是虐杀、是制造差别，由于有这样的历史，日本人的内心留有严重的创伤，

作为反抗的表现，便是“主张自我”、“为自己”的理念的产生。 

志愿者活动原本是为了帮助社会弱者的，所以应该是为社会、为他人的活动，而不是为自己。“为



自己”与“志愿者”本质上是对立的。 

尽管如此，本章开头所列举的女高中生对自己的志愿者行为还是回答道“是为了自己才做的”、

“因为高兴才做的”，现在她已经能够不在意脏臭而自如地为老人更换尿布了。将辛苦的事、麻烦的

事、自己受损的事当作一种乐趣在做，这听起来更令人钦佩，“志愿者活动”与“为自己”虽然是相互

对立的，但在日本二者已不再矛盾。 

 

来自父亲的影响 

参加志愿者活动的父亲对孩子的感召力是扩大志愿者活动的一个很好事例。 

在对高中生所做的意识调查中，发现父亲是否参与志愿者活动对孩子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影响，这在

许多调查中都有所反映，这里看一下品性与志愿者活动的关系。 

表1-7-4列举了20项有关品性的项目，表中的数据反映出父母是否参与志愿者活动与孩子人格形成关

系的比较结果。在对自己的品性进行评价时，父亲参与志愿者活动的高中生中认为自己有“自主性”的

占10.7%，而父亲没有参与志愿者活动的高中生中只有4.6%认为自己有“自主性”。 

 

表1-7-4 志愿者活动体验与人格关系（%） 

  

  

父  亲 母  亲 本  人 

参 加 没参加 参 加 没参加 参 加 没参加 

有自主性 10.7 4.6 9.2 4.8 16.7 4.8

宽大 9.8 5.8 9.2 6.0 20.2 5.5

忍耐力强 12.5 5.7 14.5 5.8 16.7 6.0

有责任感 13.4 7.3 11.5 7.5 19.0 7.2

不拘泥于习惯 25.0 15.6 22.1 15.6 29.8 15.5

个性强 23.2 15.1 22.1 14.9 26.2 15.5

善于控制自己 15.2 7.0 12.2 7.0 22.6 7.2

待人亲切 17.0 10.0 15.3 10.2 19.0 9.9

善于体贴他人 17.9 10.2 16.0 10.4 20.2 10.4

善于协调 13.4 7.3 10.7 7.7 15.5 7.6

有创造性 18.8 8.2 13.0 8.7 28.6 7.8

诚实 15.2 6.3 16.8 5.9 16.7 6.5

虔诚 17.9 5.5 13.0 6.0 20.2 5.7

开朗、豁达 21.4 17.9 15.3 19.0 31.0 17.8



（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关于品性的调查”1992年） 

 

表中结果还反映出父亲或母亲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孩子在几乎所有的项目上，其肯定率均高于父母未

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孩子，也就是说，受到父母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影响，孩子更具个性、创造性以及正义

感强、正直且有勇气。由此可见，志愿者活动的参与对孩子的人格形成给予了良好的影响。 

表1-7-4还反映出一个重要事实：学生本人是否参与志愿者活动与其性格形成也有着很大关系。参加

志愿者活动的学生要比不参加的学生在性格上“宽大”、“不拘泥于习惯”、“个性强”、“善于自我

控制”、“有创造性”、“开朗豁达”、“有理智”、“正义感强”、“公正”、“有勇气”。 

父母之间的比较结果也给予我们启示，几乎在所有的品性项目上父亲的影响要大于母亲，母亲的影

响大于父亲的项目只有“忍耐力强”、“诚实”、“懂礼貌”这三项，且二者的差很小，显示不出特别

的意义。 

从这一结果来看，父亲参与志愿者活动对孩子的人格形成具有较大的影响，由此不妨建立一个政

策，即建议做父亲的积极参与志愿者活动。基于该调查结果，在东京都青少年问题审议会上，向知事提

出了“父亲们，请参与志愿者活动吧！”的议案。 

 

父亲志愿者的社会位置 

上述结果看到父亲参与志愿者活动对孩子的人格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可是参与志愿者活动的父亲

在工作单位并没有受到高度评价。表1-7-5是有关职工的“同事观”的日中比较，图中结果表明日本的志

愿者在单位这一组织之中处于相当特殊的地位，认为自己与同事的关系如同朋友一样亲密的比率日本为

20.5%、中国为29.5%，两国之间的差别并不很大，但仅从志愿者活动的参与者的回答结果来看，日本只

有27.3%的参与者肯定自己与同事的关系如同朋友一般亲密，而中国这一比率高达79.6%。此外，认为自

己与同事之间表面上保持亲密关系的比率日本和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差异，都不到一成的比率，但日本的

志愿者活动参与者很少与上司、同事在工作之外一起娱乐，也就是说他们处于孤立状态。而且，他们与

同事之间几乎没有“竞争意识”，只是注意保持表面上的亲密关系而已，这说明他们在单位既无“亲朋

好友”，也无“竞争对手”，仅仅保持着表面交往的假面姿态。 

 

表1-7-5  企业职员的同事观（%） 

有理智 8.0 3.7 6.9 3.9 21.4 3.1

正义感强 17.9 8.5 13.7 9.0 25.0 8.3

正直 17.9 10.6 14.5 11.2 21.4 10.8

讲礼貌 13.4 10.5 14.5 10.6 21.4 10.3

公正 12.5 6.1 11.5 5.8 20.2 5.6

有勇气 13.4 5.0 12.2 4.9 21.4 5.0

 

全  体 志愿者 

日 本 中 国 日 本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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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工作与社会贡献的调查”1996年） 

 

日本的单位组织中没有志愿者活动的文化特性，所以志愿者们也不会特意告诉同事“我参加了志愿

者活动，所以我今天要早点下班”，也不会邀同事一起参加，让人感到他们在单位是孤零零的存在。 

中国职工的情况与日本形成显明的对照，志愿者活动的参与者具有以下特征：善于照顾他人、与单

位同命运、工作有兴趣、与上司在工作之外也想在一起、积极提建议、经常受表扬、工作努力肯干。日

本的职工则未显出该特点。 

中国的这一现象来自思想教育的实施，几乎所有的组织中都设有党委书记这个职务，工厂的党委书

记有时掌握的权力要大于厂长，这种特殊的工作环境带来了上述的结果。 

该调查没有在美国实施，不过美国的现状是对志愿者活动十分理解，为社会贡献的各种募捐活动常

常可以看到，为了参加志愿者活动，休假和提前下班也是被单位认可的，志愿者活动在美国的工作单位

已扎下了根基。 

阪神大地震的时候，许多日本企业表示出对志愿者活动的理解，可震灾之后，一切有恢复原样。鼓

励职员参与志愿者活动的体制在日本的企业里并未形成，这同教育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父亲的志愿者活动蕴藏着改变日本精神风气的可能性，基于这一特点建立有效的文教政策势在必

行。 

 

（原载《日本的高中生》，海豚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千石保：日本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 

 

责任编辑：路得 

与同事的关系如同朋友一样亲密 20.5 29.5 27.3 79.6

表面上尽量与同事保持亲密关系 9.4 5.5 26.5 2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