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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 

——组织大学生、研究生承担学术会议会务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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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指导学生做学术会议志愿者的实践，从独立意识、处事技巧、突发事件应对能力三个角度入手，进 

行志愿者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效果分析；从志愿者本身、会务老师、学校三个主体入手，对此培养方式进行成功因 

素和限制条件分析。 组织学生承担学术会议会务工作以培养其综合素质的实践不仅引导学生开阔视野、 激活思想、 

开发潜能，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学生适应、协调、优化生存环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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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教育界共同追 

求的一个目标，也是各个高校重要的教育议题之 

一。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往往是其文化水平和办事 

能力的重要标志。培养综合素质有效的方式就是培 

养创新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模式是多种多样的， 

组织学生承担学术会议会务工作的创新能力培养 

方式（以下简称“会务锻炼方式” ）是其中一种。 

会务锻炼方式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交流 

能力和协作能力，还可以开阔其视野，了解所学专 

业的最新动态，学习到相关的科研成果，并认识自 

己专业领域的学者、 专家， 同时也受到学术的熏陶， 

为其继续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黑龙江大学寒区地下水研究所近年组织指导 

志愿者参加过多次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学术会议， 

通过研究这些会议对志愿者综合素质的培养效果， 

对其中的成功因素、限制条件进行分析，以为更好 

地打造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模式提供参考 [1] 。 

二、会务锻炼方式的实践 

1. 大中型学术会议会务锻炼 

作为会议秘书处负责人，笔者有幸组织指导学 

生作为志愿者参加“寒区水资源及其可持续利用学 

术研讨会”系列会议和“第 8 届中国水论坛”等大 

中型会议的会务工作。所组织的志愿者会务工作概 

况如表 1 所示。 

以规模最大的“第 8 届中国水论坛”为例，参 

与本届水论坛的志愿者由 8 个研究生和  31 名大三 

学生、8 名大二学生组成。志愿者的会务工作主要 

分会前、会中、会间三大部分进行。 

在会前志愿者主要任务就是：制作条幅、会议 

手册、宣传袋、宣传本子、海报；采购证书、茶歇、 

笔；打印证书、名牌和代表证；提供引导、注册、 

住宿、餐饮、发票、问询；负责参会代表的注册和 

住宿等事务。会前工作是整个会务工作的核心部 

分，可为整个会务工作顺利进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保证会议顺利进行，志愿者被分为三个大组： 

注册组、会场组、后勤组。注册组负责收取注册费、 

发放会议相关材料和解答住宿、 餐饮、 发票等问题。 

会场组负责会场布置；海报、条幅粘贴；茶歇的购 

置、摆设等事务。后勤组负责查漏补缺和应急情况 

的处理。会间志愿者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会议现场 

布置、会场引导、会场 PPT拷贝、照相、替换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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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所组织的大中型会务工作概况 

名称 
第 1届寒区水资源及其可持 

续利用学术研讨会 

第 2届寒区水资源及其可持 

续利用学术研讨会 
第 8届中国水论坛 

第 4届寒区水资源及其可 

持续利用学术研讨会 

地点 黑龙江哈尔滨 黑龙江黑河 黑龙江哈尔滨 黑龙江抚远 

时间  2008.7.2627  2009.7.2526  2010.8.23  2011.8.1314 

主题 [2]  寒区水资源及其可持续利用 寒区水循环及国际河流开发 
农业、生态水安全及寒区 

水科学 
寒区冰情及冻土水文效应 

承办 
黑龙江大学 

寒区地下水研究所 

黑龙江大学 

寒区地下水研究所 

黑龙江大学 

寒区地下水研究所 

黑龙江大学 

寒区地下水研究所 

参会人数  124  108  300  47 

志愿者人数  4  5  47  8 

志愿者背景 
研究生 2 名 

本科生 2 名 

研究生 2 名 

本科生 3 名 

研究生 8 名 

本科生 39名 

研究生 4 名 

本科生 4 名 

志愿者主要工作 

内容 

会议通知发放、宣传材料的 

制作、注册、粘贴海报、布 

置会场等 

会议通知发放、宣传材料的 

制作、注册、粘贴海报、布 

置会场等 

会议通知发放、宣传材料 

的制作、注册、粘贴海报、 

餐饮、布置会场、茶歇的 

购买与摆设等 

会议通知发放、宣传材料 

的制作、注册、粘贴海报、 

布置会场、茶歇的购买与 

摆设、会议报道等 

志愿者组织 一人组织/多人协作 两人组织/多人协作 多人组织/多人协作 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会务效果 较满意 一般满意 很满意 非常满意 

更换矿泉水和提供会间茶歇等内容。照相在会间是 

必不可少的，要求开幕式、闭幕式、会议整体以及 

每个报告人都要保证至少一张质量较好的照片，这 

就要求负责照相的志愿者有较好的照相技巧，选择 

相对精确的精度和拍摄角度。 

会后志愿者主要负责参会引导参会代表到指 

定的餐厅就餐、组织并参加各大高校的学生联欢晚 

会以及送参会代表离开会场等事宜。 

通过对几个志愿者的回访调查，可以看出经过 

本届水论坛的洗礼志愿者都获得了比较明显的进 

步，他们表示最大的收获是在思想认识和办事技能 

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认识了本专业领域的诸 

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专家、教授等人物，极 

大的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3] 。 

2. 小型学术交流会务锻炼 

小型会议相对于大型会议而言规模小的多，参 

会的人员较少，志愿者人数也较少。 

以黑龙江大学寒区地下水研究所主办 “黑龙 

江（阿穆尔河论坛） ”系列讲座第一讲为例，本次 

论坛的志愿者有 3 名，均来自水利电力学院大四学 

生。志愿者组织为“一人组织多人协作”模式。会 

务工作也主要分会前、会间和会后三部分进行。 

会前志愿者主要负责的工作就是准备会议宣 

传材料、组织学生参加、会场布置、会议其他用品 

的采购与准备等内容。 

会间部分由于省去了茶歇，志愿者主要工作就 

是拷贝 PPT、照相、会议记录以及递送颁奖物品等 

工作。

会后主要负责送参会人员离会、会议现场的清 

理等工作。 

通过参与小型学术交流会务工作，志愿者的独 

立办事能力、主人翁意识以及处理问题的技巧性和 

灵活性也都有所提高。 

三、会务锻炼方式的培养效果 

1. 独立意识的培养效果 

志愿者的独立意识主要体现为独立自主的完 

成一件事情的意识 [4] 。在接到分配的任务时充分调 

动自己的积极性，发挥主人翁精神，创造性的解决 

问题，如在海报、代表证、条幅、颁奖证书的设计 

上，志愿者可以别出新意，独立的创造出既符合场 

景又美观大方的作品来。 

以代表证的设计为例，要设计出的代表证上既 

能体现代表本人的信息又能体现会议名称、主题、 

会标等信息还能让代表对整个会议进程有大致了 

解。志愿者经过反复的尝试，最终成功设计出正面 

是代表人信息和会议相关信息，背面是会议日程安 

排表和会务安排表的代表证，顺利完成此项任务。 

所设计的代表证效果图见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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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届“寒区水资源及其可持续利用” 

学术研讨会 

[寒区冰情及冻土水文效应] 

代表证 
姓名 职称 

单位名称 

2011.8.13-14  | 中国•黑龙江抚远 

寒水 4会日程安排表 

日 期 时 间 议程安排 地 点 

12日 08:00—21:00 全天注册报到 
江南邨饭店一楼 

大堂 

08:30—09:30 大会开幕式 
江南邨饭店二楼 

会议室 

10:00—16:30 大会报告 
江南邨饭店二楼 

会议室 

16:30—17:30 闭幕式 
江南邨饭店二楼 

会议室 

13日 

17:30—19:30 欢迎晚宴 统一安排 

14日 全天 
会间考察 

（乌苏镇、同江） 

在同江或抚远返 

程 

15-17 日 全天 会后考察 在佳木斯返程 

寒水 4会会务安排表 

工作范围 负责人 联系方式 

会务负责 xxx *********** 

考察咨询 xxx *********** 

综合事宜 xxx *********** 

宾馆前台 xxx *********** 

温馨提示 
1. 本证用于标明代表身份，作为进入会场及就餐凭证，请随身携带。若遗失请联会 

务组。 

2. 抚远市内出租车 5元/次，购买返程客车请提前在客运站购买。 
3. 会务组竭诚为您服务，工作时间：早 7:00-22:0 

图 1 代表证设计效果图 

2. 处事技巧的培养效果 

在“第 4 届寒区水资源及其可持续利用学术研 

讨会”和“第 8 届中国水论坛”中，志愿者都使出 

了全身的解数投入到会务工作当中，在当时特定的 

组织关系中， “上通下达”是不必可少的，掌握一 

定的沟通技巧和办事技巧往往会“事半功倍” 。 

“寒  4”期间，茶歇的购置问题就需要一定的 

技巧。采购地点、数量、价格、质量、类型都要考 

虑。购置完后仍需考虑摆设的样式、多少、类型以 

及填补时间、次数等问题。完成这一任务时要先向 

有经验的志愿者请教，明白各种注意事项后再去 

做。 

3. 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培养效果 

志愿者在做志愿工作的同时会遇到各种各样 

的突发情况，能否又快又好的解决好此类问题，是 

志愿者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重要体现 [5] 。通过志愿 

者采访可以看出，大部分志愿者在遇到突发情况时 

能沉着冷静，通过反应到上层组织或者自己的认真 

分析后，对突发情况做出处理。 

在“第 8 届中国水论坛”中，一位志愿者在去 

会场的路上，发现很多指示标志都看不清，很多代 

表不知道会场在哪。分析发现是由于指示标志是 
A4 纸，版面太小且粘贴的位置不明显，导致参会 

代表无法正常进入会场。由于当时时间很紧，再回 

去重新打印已经无济于事，该同学急中生智，将两 

个 A4 标示撕下粘贴在一个较大的硬纸片上，用胶 

带或者木板将其固定到显眼的地方，这样通过调整 

指示牌版面大小和摆放位置，使之充分起到引导参 

会代表的作用，从而保证会议顺利进行。 

四、会务锻炼方式的成功因素和限制条件 

1. 成功因素分析 

（1）志愿者学生热情和能力的充分激活 

当志愿者的热情和能力被激活后会产生很强 

的工作欲望和较高的工作效率。这样的热情和能力 

激活条件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导老师的热心鼓 

励和积极指引，另一方面是学生自身有意愿参加这 

样的活动。学生的热情被激活的前提是其本身具有 

这样的能力，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再好的激活方 

法也无济于事。 

大三大四的学生都已经成年，对事物有了自己 

的判断能力，对专业有了一定的认识，渴望接触到 

将来工作或读书的“外界” [6] 。由于这些内在因素 

的存在，使得历次会务志愿者学生的热情很高。 

（2）会务老师积极有效的指导 

负责会务的老师无疑是整个志愿者工作的核 

心，会务老师积极有效的指导对于充分调动志愿者 

的积极性，提高志愿者办事效率和办事技能有重要 

的作用 [7] 。会务老师积极有效指导的表现在对志愿 

者学生工作的明确分工，对志愿者工作给予充分的 

肯定和鼓励等。积极有效的指导还要求会务老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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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办会经验，知道如何分配志愿者工作和如 

何调动志愿者热情来完成任务。 

（3）学校的组织与支持 

志愿者参加学术会议的志愿工作还需要学校 

的组织与支持，学校组织和承办高水平学术活动 

和向学生开放会务志愿者机会是重要的基础和前 

提 [8] 。 

2. 存在的问题分析 

（1）机会少、学生多 

一般一次大型学术会议的召开只吸纳少数学 

生作为会议志愿者，小型会议仅需要数名学生，而 

相对一所学校数万名学生的基数来说，这个比例是 

相当小的，所以很多同学都没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 

工作。导致这种“基于学术会议志愿者的学生综合 

素质培养模式”不能成为常态模式。 

（2）会出现一些低级错误 

在做志愿者工作时，学生往往会犯一些低级错 

误，如接待人员带错路、认错人等，这也是导致不 

能有更多学生参与的重要原因。 

五、结论 

会务锻炼方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历经了数 

次实践，实现了“激发热情、培养自信”的培养目 

标。不仅引导学生开阔视野、激活思想、开发潜能， 

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学生适应、协调、优化生存 

环境的能力 [9] 。对于学生来说，无论是大学生还是 

研究生都可以在参加志愿者活动中获得对专业进 

一步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业务技能。对于 

会务组织者来说，学生志愿者的参加可改善会议质 

量。因此会务锻炼方式是可取的有效的培养学生综 

合素质的模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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