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参赛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小星光大梦想——广汇青年之光，为特殊儿童点亮星空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阳光助残

项目实施时间 2015-09至2023-08，共计95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要发挥群团组织优势，促进妇女儿

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权益更有保障。2021年云南有24.19万名特殊儿童及家庭

亟待帮助。

 2015年9月昆明学院学前与特殊教育学院发挥专业优势，依托校内省级特殊教育资源中

心等平台，以特教专业青年师生为主体，成立“周末不打烊”特殊儿童志愿服务队（教

师16名，大学生83名），利用周末为学校周边3—14岁脑瘫、自闭症、智力障碍等儿童，

提供持续专业的教育康复、教育转衔、家庭教育咨询等公益服务。经多年实践，该团队

为300余名特殊儿童提供了专业服务，30%的儿童融入普通学校，在认知、语言、社会参

与等方面显著提升。

 为实现公益服务长期性发展和规范化运营， 2019年注册了惟星科技教育有限公司，借

助附属幼儿园资源，向特教学校、机构、个人等提供有偿教育培训、康复课程、产品研

发等服务。公司收益和团队资源用于反哺特殊儿童、普特融合、乡村幼儿教育等公益事

业，包括“周末不打烊”、景东县融合教育培训、乡村幼儿园援建（红河腊哈村、香格

里拉哈巴村等）、教师国培省培计划等，团队主动融入云南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持续增强影响力和辐射力。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社会成效：公益方面，一是“周末不打烊”覆盖昆明官渡、五华、盘龙、晋宁等区，每

个特殊儿童服务周期2—3年，最长达7年，共服务300余人。二是开展融合教育培训、康

复研讨会、教师家长培训等累计80余场，覆盖教师、家长、专业人员3万余人。三是对省

内民族地区、乡村学校20余所进行师资、设施等援建。经营方面，一是研发CRF教育康复

模式并出版系列课程，指导机构及个人3000余个。二是提供定制康复服务及转衔指导累

计200余人。

 社会价值：一是团队获得教育部首届优秀案例、云南省基础教育一等奖等奖项20余个；

事迹被昆明日报、云南网等多家媒体报道。二是孵化“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国家级、

省级项目10余个。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校—院—园”三级支持与保障

 项目团队隶属于昆明学院学前与特殊教育学院，接受学校及学院的监管和指导，项目

设有在职人员专人管理，设有志愿服务及运营管理等内控制度。依托设在学院及附属幼

儿园的五个省级平台资源，项目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及学院提供的经费、场地、人员、智

力支持等丰富资源，保障项目的公益性和规范性管理。

 2.党员师生引领的专业技术团队支持

 团队核心成员为由特殊教育、学前教育的专业教师和在校大学生组成。专业指导教师16

名，包括6名副教授、9名博士，涵盖特殊教育、教育康复、心理学、教育管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等专业。大学生志愿者83名，主要为特殊教育、学前教育在校大学生。教师

党员12名，学生党员约20名，形成党员带头示范、躬耕教育服务的坚强团队。

 3.校企合作拓展多渠道经费来源

 依托附属幼儿园及合作的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教育康复机构等，由上述单位和机

构购买服务，项目团队提供康复课程、专业教材、定制康复服务、讲座培训等服务内容，

获得项目运营的稳定性收入来源。同时，项目接受学校、学院的资金支持及部分康复机

构的赞助，不断拓宽经费来源保障项目实施。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加强组织管理，完善志愿者招募与考评

 项目设有志愿招募和组织管理内控制度，志愿者招募基本要求为专业课不挂科，有一

定志愿服务经历。项目对志愿者进行统一集中培训，有严格的过程性考核评价体系。根

据志愿者专业方向和个人兴趣，分为言语康复、动作康复、自闭症、团体课等不同小组，

每组分配专业教师进行教学指导和评估总结。

 2.实行志愿者注册制度，融入“大思政”实践育人格局

 项目对志愿者实行实名注册制度，在“一部手机做志愿”上进行活动发布和记录。将

志愿服务与学院人才培养方案紧密结合，并在“第二课堂成绩单”课程表中规范开设志

愿服务活动，客观记录、审核学生参志愿公益活动情况，实现时间管理、服务质量科学

评价的信息化。以专业性志愿服务助推学院人才培养、实践育人提质升级。

 3.优化激励机制，重视对优秀志愿者及项目的宣传推广

 每年服务项目结束后，根据志愿者服务时长、服务质量、服务对象认可度以及团队协

作等方面，对优秀志愿者进行评价与认定。志愿服务效果成为学生综合测评和专业课平

时作业的重要依据。通过学院微信平台、校园网、团支部宣讲等方式对优秀志愿者和项

目进行广泛宣传，使大学生志愿者在专业领域和德育方面得到显著提升。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1.以“志愿服务+专业特色”打造品牌鲜明的志愿服务团队

 项目团队的成立来源于特殊教育的专业情怀和对特殊儿童真挚的爱。项目充分发挥学

院在云南省特殊教育领域的专业优势，以党员师生为引领带动青年志愿者服务周边特殊

儿童及家庭，为他们的教育康复、教育转衔、社会融合提供专业支持。同时聚焦学院的

五个省级教育平台资源和教师科研团队，拓展融合教育、0—3岁托育服务、乡村幼儿园

教师培训等领域，持续提升志愿服务的覆盖范围和受益人群。

 2.以“志愿服务+成果转化”实现项目运营的可持续化发展

 一是充分发掘项目核心团队的科研能力和成果产出，持续做好教育康复、早期干预、

学前融合模式、特色绘本等方向的科研成果产出和转化，将教育康复模式、特色课程、

教材编写、专家咨询指导等服务向有需求、有购买力的幼儿园、康复机构、个人等有偿

提供，维持项目的组织运营。二是通过志愿服务项目孵化与专业相关的大学生创新创业

项目，增加项目的“造血”能力，探索创新创业项目与志愿公益服务双向互补的有效模

式。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存在困难：

 1.项目自2015年成立至今，除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志愿服务有所间断，已持续运营超过8

年，项目积累了大量志愿服务经验与基础数据。项目运营缺乏系统性的梳理总结，缺少

广泛有效的宣传途径，因此项目品牌的打造主要依靠受益人群口口相传，没有形成有规

模的宣传矩阵。

 2.项目主要依靠学院师生青年志愿者参与运营，缺乏与政府、社区等有效链接，招募

各界各类志愿者广泛参与服务力度不够。同时也缺乏与省内外资源及优秀志愿项目的联

动。

 3.项目运营的成果转化周期较长，在产品推广和收费运营方面仍需要进一步优化。

 下一步打算：

 1.聚焦品牌特色，加强对项目运营的梳理总结，形成典型案例，构建覆盖面广泛的新

媒体宣传矩阵，争取“政—社—校”多方资源支持，加强在各级各类官方媒体平台的宣

传。

 2.优化志愿者招募及组织运营机制，扩大志愿者招募范围和人员构成，帮助特殊儿童

更好进行教育康复和教育转衔，让特殊儿童更好融入社会。呼吁更多人关注特殊儿童群

体及其家庭。

 3.注重提升产品质量和产品服务，深入调研特教学校、教育康复机构、幼儿园等需求，

提升品牌竞争力及产品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