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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对志愿服务工作寄予厚望，在考察天津朝阳里社区

时，称赞志愿者是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前行者、引领者，强调志愿者事

业要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行。

国务院出台《志愿服务条例》，全国各省根据这一条例先后出台了省

级志愿服务条例。国家相关部委出台了各种志愿服务的激励措施，教

育部印发了《学生志愿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范学生志愿服务工作，

加强学生志愿服务管理，要求学校建立学生志愿服务记录档案，地方

教育部门完善各学段志愿服务教育体系，地方和学校设立学生志愿服

务工作专项经费并纳入学校预算管理。 

劳动教育是新时代党对教育的新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发展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中小学

必须开展的教育活动。2020 年教育部发布《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

纲要（试行）》，加快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明确劳

动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中的知

识、技能与价值观。服务性劳动教育是让学生利用知识、技能等为他

人和社会提供服务，在服务性岗位上见习实习，树立服务意识，实践

服务技能；在公益劳动、志愿服务中强化社会责任感。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把劳动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中独立出来。《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围绕日常生

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以丰富开放的劳动项目为载体，让

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培养学生正确的劳

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品质。劳动课程内容设置十个任务群，公益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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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志愿服务任务群为其中之一。规定从小学三年级开始需开展公益

劳动与志愿服务，参加公益劳动，增强公共服务意识，形成社会责任

感。《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培养目标第一

项“具有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感”，要培养学生热心公益、志愿服务，

具有奉献精神。规定劳动共 6 学分，其中志愿服务 2 学分，在课外时

间进行，三年不少于 40 小时。 

2022 年教育部启动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以国家智慧

教育平台为抓手，提升在线教育支撑服务能力，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积极探索试点教育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提升师生数字素养

与技能，从而推动数字中国建设，促进我国成为学习大国、教育强国

和人力资源强国。 

二、项目目标 

“志教融合”志愿服务教师数字化胜任力提升项目（简称：“志

教融合”教师数字化提升项目），立足于探索数字环境下劳动教育的

新样态，探索中小学志愿服务数字化发展的新模式，探索学校、家庭、

社区协同开展劳动教育的新路径，以教师志愿服务数字化胜任力提升

为基础，推动区域性规模化数字环境下志愿服务活动策划、组织管理、

过程记录等环节运用数字技术和应用数据分析，促进志愿服务数字

化、规范化、融合化发展。形成一批数字环境下志愿服务育人案例，

为其他区域提供经验参考。 

三、项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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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 年为项目周期，在试点区域内开展项目启动培训、专家巡回

指导、中期检查交流、项目验收总结等活动，从教师、学校、区域等

多个层面落实项目任务： 

1.开展志愿服务数字化环境建设和应用 

鼓励使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中华志愿者协会“教育志愿

公共服务平台”程序等多种数字平台、技术，共同探索数字环境下志

愿服务开展的新模式、新路径。 

充分利用平台使用数据和数据分析服务，优化志愿服务的组织管

理，促进技术要素与教育要素相协调的特色教学方式形成。 

2.提升志愿服务教师数字化胜任力 

以培训研修、研讨交流等多种形式促进教师组织、策划和实施志

愿服务活动的数字化胜任力提升，形成一批高水平的教师骨干队伍，

使教师了解并掌握志愿服务相关政策文件，重视并主动运用数字技术

开展志愿服务组织与管理，实践并形成志愿服务数字化提升典型案

例。 

3.提高学校、区域志愿服务数字化效能 

以数字化推动试点区域内学校志愿服务的规范化和常态化，提高

志愿服务的数字化管理水平，总结提炼志愿服务数字化发展的新模

式、家校社协同开展志愿服务的新路径。 

以数字化推动试点区域志愿服务规模化和一体化发展，提高志愿

服务的数字化管理水平，促进区域内志愿服务资源的数字化统筹和优

化管理，凝练形成数字环境下区域整体推进志愿服务的新模式、家校

社区域协同一体化开展志愿服务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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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形成区域报告和志愿服务数字化提升案例 

依据项目实施指南和本试点区域实施方案的目标和任务，通过项

目实施，形成区域志愿服务教师数字化胜任力提升报告和数字环境下

志愿服务育人案例。根据本地的实际需要与条件，从教师、学校和区

域三个层次，从校园、家庭、社会三个方面，志愿服务数字化提升案

例可参考以下三个方向： 

（1）以校园内场所、场景、人员、活动为主，形成教师、学校

志愿服务活动策划、活动实施数字化的典型案例； 

（2）以家庭和社区的场所、场景、人员、活动为主，形成学校、

家庭、社会数字化协同开展志愿服务的典型案例； 

（3）以区域整体统筹协调志愿服务资源、数据分析和管理志愿

服务活动为主，形成区域数字化推进志愿服务的典型案例。 

5.开放共享经验成果 

建设“志教融合”教师数字化提升项目网站，集中展示试点区域

阶段性成果和典型案例，扩大项目影响力和覆盖面。召开经验交流会，

分享项目实施的好做法，促进试点区域之间的沟通、合作。试点区域

项目验收后，总结整理出版《中小学生志愿服务数字化提升案例》。 

四、项目实施 

项目周期为 2 年，主要包括项目启动培训、中期检查交流、项目

验收总结三个阶段。 

1.项目启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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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培训会议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进行，全方位解读项目背

景、项目目标、项目内容和项目实施指南，使试点区域尽快理解项目

要求，明确项目实施路径，顺利开展项目实施。 

试点区域在启动培训会议后，落实项目要求和任务，调整细化实

施方案，积极开展实践探索。 

2.中期检查交流 

开展中期自查，试点区域提交中期自查报告和阶段性成果，了解

试点区域项目工作进展情况。适时组织中期交流工作会，以线上线下

结合的形式进行，选择阶段性成果较好的区域作经验交流，分享阶段

性成果，交流项目实施经验，促进试点区域之间的交流学习。 

3.项目验收总结 

试点区域在项目验收时提交以下成果资料：志愿服务教师数字化

胜任力提升报告、5-6 个数字环境下志愿服务育人案例。资源中心组

织专家开展项目验收工作，公布验收通过名单，并在项目网站展示验

收成果。整理编写出版《中小学志愿服务数字化提升案例》。 

五、项目提供的支持服务 

1.数字化环境支撑 

项目提供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中华志愿者协会教育志愿公

共服务平台等，作为项目实施的技术支撑。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提供了自主学习、教师备课、双师课堂、

作业活动、答疑辅导、课后服务、教师研修、家校交流、区域管理等

九大应用场景，提供了班级群组、作业活动/打卡/通知等多种工具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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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并为各级教育部门组织各类活动、项目提供了活动开展流程支持

和数据统计功能。 

中华志愿者协会教育志愿公共服务平台提供了志愿活动、志愿专

家、志愿课堂、志愿在线等四大功能模块。平台侧重于劳动教育中志

愿服务活动的开展，每月发布 4 个自主志愿活动，可为学生开展志愿

活动提供过程记录、审核、志愿服务时长累计等功能，各级教育部门、

学校均可开展本地本校志愿服务活动。 

2.课程资源 

项目提供系列培训课程，作为项目实施的内容支撑。 

培训课程资源主要包括志愿服务相关政策法规和育人策略、教师

数字素养提升、志愿服务数字化环境建设和应用、数字化案例总结提

炼方法等。 

3.专家指导 

项目提供系列专家指导，作为项目实施的专业支撑。 

组建核心专家团队和本地专家团队，通过实地调研、座谈交流、

讲座培训等方式，为项目各阶段工作提供专业指导和咨询。核心专家

团队提供项目共性问题指导，本地专家团队提供本地化、个性化问题

指导。 

六、项目进度安排 

2023 年 9 月，召开项目启动培训会议，会后试点区域开始开展

项目实施。 

2024 年 4 月-5 月，组织项目中期自查和经验交流会议。 

2025 年 4 月-5 月，组织项目验收，公布验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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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组织实施 

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中央电化教育馆）负责项目总

体设计与组织实施。 

中华志愿者协会负责提供技术支持，并协助开展项目组织实施组

织实施工作。 

原则上各省级电教部门负责省内试点区域的项目指导和管理工

作。 

项目专家团队负责项目内容设计和具体实施指导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