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创案例 | 小鹰计划：在青年心中播下改变世界的种子 

回望百年，有志青年振臂高呼，以“五四运动”拉开时代的序幕，放眼今朝，无数 90 后、00 后砥砺前行，无论是在疫情防控中，

还是在平凡岗位上，都有他们勇于担当的身影。 

 时代召唤各有不同，青春力量一脉相承，友成小鹰同样将个人目标与国家命运同向而行：2011 年，友成基金会正式启动“小鹰

计划”项目，每年面向全球招募 15-30 名优秀青年，成为“小鹰学员”。他们会深入最基层的农村，行走于大山深村，与基层村民一

起开展公益创新内容，同时在项目支持下，完成锻炼与成长。 

 十年之间，小鹰们的足迹走过全国十余省，数十个地区，发起近百个公益项目。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他们亦发挥出不可思

议的力量。在抗疫第一线协调物资，他们是英勇的逆行者；在后方彼此问候，分享观点，他们心系祖国，亦未忘人民殷切希望。 

 青春奋斗正当时，吾辈青年当自强，从 deamer 到 change maker，小鹰们仍在路上。 

 

本文长度约 7984 字，阅读全文大概需要 10 分钟 

2013 年 8 月小鹰计划的开营仪式上，友成基金会王平理事长分享了一句自己对于小鹰计划的思考。 

“小鹰计划是一场超越自我或者是超越小我的人生历程的开始。” 



每年年初，友成“小鹰计划”面向全球招募优秀青年，最终录取 15-30 名优秀青年，成为“小鹰学员”。他们会深入最基层的农

村，行走于大山深村，与基层村民一起，用一年的时间，开展教育创新、文化保育、社区发展等公益创新内容，同时在项目支持下，

完成自己的锻炼与成长。 

对于小鹰们来说，这场“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超越之旅，为他们的未来，带来了太多不可思议的力量。 

本次突如其来的疫情，无意中为友成“小鹰计划”提供了最好的证明机会。 

2020 年 1 月 20 日的晚上，距离武汉封城不到 36 个小时，18 级小鹰学员丹妮即将坐上从武汉开往回到潜江的高铁。在这趟穿过

连日阴雨的江汉平原的车上，丹妮想起来车站前灰蒙蒙的天空和愈发增多的戴口罩人群，心头的不安陡增。 

媒体对疫情的报道在一天之后，铺天盖地地席卷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几天以后，丹妮参加了 12 级小鹰王军组建的零零一救援队。身处社会各行各业的许多小鹰们也和丹妮一样，第一时间加入救援队

作为联络志愿者，重点针对武汉及湖北地区的医院医护人员、志愿服务人员等不畏生死的英勇战士们，为他们提供必备物资。随后，

零零一救援队作为“友成抗击新型肺炎联合行动”执行物资对接的队伍，成为了这次抗疫行动的一股中坚力量。 

让人惊喜的是，这群名为“小鹰”的青年人，在行动中很能理解前线志愿者的需求，并且永远主动承担工作，敢为人先，行动超

前。“小鹰”这个两字，也被不少联合行动当中的合作伙伴提起和记住。抗疫情的过程当中，志愿者社群中的不少人会惊奇地发现，

原来身边有那么多公益人和社创者，都来自于“小鹰”，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群体。 

而对于青年公益行业内的人来说，小鹰计划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青年人才培养项目。但很多人都想知道，这个熟悉而陌生的项目，

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才，为什么会与众不同？ 

Aim   ：在青年心中播下改变世界的种子 

01 面对时代：解决问题的初心 

“小鹰计划旨在发现和支持具有天下襟怀的青年，沉潜中国乡村，用一年时间，开展社会创新实践，从而超越自我，认识社会，

成长为行动力和影响力兼具的领袖型人才。” 

这段介绍放在每年小鹰计划的招募头版的文字里，对于一直倡导用创新思维方式去解决社会问题的友成基金会来说，青年培养与

社会创新结合的方向是项目考虑的重点，如何让青年人更好的落地社会创新理念成为了关键。 

2011 年 2 月，关于“小鹰计划”（当时叫做雏鹰计划）的官方介绍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里。这份只有八页的 ppt，讲述了小鹰计

划希望解决的三个社会问题： 

第一点，90 后年轻人与中国国情存在认知断层，缺乏奉献精神和坚韧品质。 

第二点，传统的大学教育不注重培养年轻人的实操能力，导致其进入工作岗位后需要较长期的调整和适应过程。 

第三点，公益事业的发展水平远远达不到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社会对公益事业关注度和参与度低，社会部门存在社会企业家精

神和领导力的巨大缺口。 

面对这三个问题，友成基金会订立了希望建设“无围墙大学”的目标：通过整合政府、企业和社会部门资源，以基层实践和参与

式教育方式，培养具有公益精神、能够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的高素质跨界人才。这个目标，也为“小鹰计划”未来近十年的发展，

指引了方向。 

02 志存高远：发现鹰的特质 



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在面对迷茫，而在高速发展的时代里，人们的迷茫也会被无限放大。 

小鹰计划会在每年三月开始进行学员招募。 

在招募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年轻人，他们都认同自己处在迷茫的时代，希望通过一些有使命感的形式，找寻人生价值和意义。

然而，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小鹰计划这种沉潜乡村的形式去找寻人生价值和意义，很多报名的年轻人并不能回答上来。 

这个问题的出现，源于不是每个人，都具有“鹰”的特质。 

小鹰计划在订立项目目标之后，希望找到能匹配“无围墙大学”目标的优青年人，这些青年人被称为“小鹰”，项目希望他们具

有鹰一般的特质。那么？到底什么是鹰？为什么叫他们“小鹰”呢？ 

多年前，谈起对于“鹰”的定义时，王平理事长有这样一段话。 

“鹰有时候比鸡飞得还低，但是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人不可能永远顺利，但是你要知道自己是谁，要知道你的理想是在蓝天，

而不是在地上刨食。哪怕你一开始还飞不了那么高，因为你还在练习阶段——而且小鹰的练习阶段一定比小鸡的时间要长；也许你偶

尔也会在低处盘旋，因为你要抓住机遇——而机会只有在你俯身的时候才能抓住。无论如何鹰终究是鹰。“ 

对于鹰概念的明晰，成为了小鹰计划寻找年轻人的重要标尺。 

“鹰“不同于绝大多数的生物，心存高远的鹰不会在自己生存成长的时期当中主动妥协与盲从。鹰会不断的锻炼自我，放低自己

生存的位置，主动练习，主动求知，主动探索，最后待到羽翼丰满天空晴朗，选择一飞冲天。 

这是个高速发展，更多的年轻人都会选择为自己背书，贴上各种自我标签的时代。而选择主动放下自己的认知和高傲，寻找突破

的年轻人们，便是小鹰计划希望寻找到的“小鹰“。他们会尊重社会创新的思考模式，在不断选择和不断反思当中，认知和更新自己

的使命。 

这是一群在时代中主动放下速度去寻找自己，探索更深答案的青年，对于小鹰这个项目来说，是需要找寻的，宝贵的时代逆行

者。 

03 小鹰计划：播种改变世界的力量 

2011 年 8 月，小鹰计划项目正式启动。作为公益人才培养项目，小鹰计划提出了六个属于小鹰计划的教育理念： 

1.“全人”教育－注重健全的人格和价值观塑造 

2. 公益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感和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社会现状的意识 

3. 自我发现－以启发式教学和实践锻炼的方式使学员发现自我的价值 

4. 磨砺意志－通过艰苦的基层实践锻炼加速成长 

5. 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建立青年与基层民众的联系，提高其组织和动员能力，树立服务意识 6.企业家精神－积极主动开展

社会创新的勇气和能力在学员选择方面，小鹰计划会选择学业成绩优秀，有社会责任感，且在以往的经历中表现出领导潜质的年轻人。

同时小鹰会优先招收有志愿服务经验者，也会挑选一部分表现优异的社会工作者、海外学员和年轻白领。小鹰计划通过多广泛多元的

人才选择，来找寻这其中匹配“鹰”特质的优秀青年人。 

而这些优秀的青年人，在基层实践当中，会奉献自身的努力，踏实，责任感，不断成长进步。交互多元化的环境，结合他们自身

的能力和学术经验，会让他们对农村基层和社会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他们不断发挥自身行动力和影响力，逐渐成为创变的带动者，

更好地实现和推动社会创新发展。 

从不了解到深入，从犹豫迷茫的青年学子到主动寻求创变和行动的青年领袖，小鹰计划希望面对这个时代给出青年人的答案： 



在青年心中播下改变世界的种子。 

Approach   ：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见天地：沉潜基层实践，通过第一性原理认知世界 

提起村庄生活的时候，很多小鹰眼睛里都会泛起光芒。村庄生活的时间里，这种从未想象过的经历让他们距离真实和尊重更近了

一步。 

位于大别山深处的郝堂村项目点，陪伴七届小鹰完成了他们的自我蜕变之旅。在小鹰看来，郝堂是一个看似不大的村子，但又是

一个有无限内容的宽广村庄，里面有太多未知值得发掘。7 年时间内，小鹰学员在这里做口述史调查，开展水资源保护，进行村庄社区

协助发展，儿童美术教育课程等等项目，他们通过行走和发现，探索出村庄的未知需求。 

2015 年，即将离开郝堂的小鹰李舒萌，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深入他人的生命经验，使我反思城市中心论和精英主义，我意识到人文关怀应该是一种日常实践，它的起点是尊重与理解。我

以前没想过能做点什么，但现在我希望成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用行动与我关心的人建立更实在的联系。”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村庄原本是狭小封闭和寂寞的。但对这些曾经走过国内外的小鹰，当他们落地基层，用行动去与最基层的

人和他们的生活开始建立联系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他们所见到的这片本不属于自己的天地，包含了太多未曾见和未曾思考的内容。这

些内容也成为了他们去思考，去探究，去放下身段认真打磨项目的源动力。 

小鹰计划项目通过让小鹰进入基层，深入了解全国不同地区不同风俗的村庄，让这些被选拔出的青年人们通过第一性原理，从最

基层，最基础开始，重新认知自己所在的世界。他们需要在陌生的环境锻炼自己的生存技能，学会更贴近基层社会的表达方式，同时

还要根据村庄的具体需求，来完善和充实自己在小鹰计划锻炼和成长的一年。 

直面这些一线的，最基础，也是最复杂的问题，大大拓展了小鹰学员的认知范围和思考方向，从而锻炼了他们的能力。 

见众生：社群化陪伴，助力小鹰更全面理解世界 

“观察世界的过程，是一个感受人与人之间链接的过程”。 

18 级小鹰毕业典礼时，小鹰冯洁用这句话解读了自己对

于理解世界的认识。 

每年小鹰学员在毕业分享过程当中，都会提起来很多记忆

当中特别重要的人，这里面有很多原来村庄里的村民，有本地

帮助小鹰的导师，有小鹰项目组的成员，也有小鹰伙伴。 

他们在小鹰的眼中并不是一个个简简单单的个体，而是富

有感情的一个完整社群。在这个社群体系里，不同角色的陪伴

者会为小鹰提供不一样的视角，让他们可以拥有更多元化的认

识方向，成为他们“见众生”的基石。 

导师陪伴机制是小鹰社群化陪伴的重要一环。 

进入小鹰计划的小鹰学员，将会配备三个方向的导师。学

术导师由各个领域的专业学者或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担任，负



责在小鹰计划的三期培训（开营，中期，结营）中进行专业课程的指导。发展导师通常由熟悉小鹰项目的公益人及心理老师担任，负

责对小鹰在地项目的公益项目执行进行指导，并辅导解决小鹰的沟通，心理问题。实践导师由项目地 ngo 直接指派，负责指导协助小

鹰在项目地的具体工作 

对于很多小鹰导师来说，小鹰们是群特殊的学生。小鹰们根据自己在实践中遇到的不同问题，与各位导师进行探讨和交流。这种

交流并不是单方面的询问和接受答案，更多的时候，小鹰学员会根据交流的问题提出质疑和否定，主动将思考的内容带入更深的领域，

进一步落实到研究和项目落地的过程 

在三个方向导师的支持下，小鹰学员会接触形形色色不同的人，从不同的学术组织，到实践公益项目的公益人，再到基层的村民。

他们从最初开始协助小鹰在基层进行落地项目实践，到开始关注小鹰群体，支持他们的完成锻炼成长，再到最后和小鹰计划项目及学

员达成长期合作关系，成为长期相互陪伴的朋友。 

不同于传统的乡村支教项目和基层志愿帮扶项目，小鹰学员在进入乡村的过程中，会被派驻到与友成基金会达成合作意向的基层

ngo 组织。在基层 ngo 组织的帮助和安排下，小鹰将直接面对在地的村民，协助当地 ngo 组织解决在地农村社区的诸多问题。这些

基层社区的问题覆盖面非常广泛，涵盖了大多关乎生存发展的民生基础问题。 

另一方面，小鹰计划学员也打破届别，毕业小鹰学员组建了小鹰校友会，在创业领域，往届校友陪伴，线下组织校友聚会等多方

面支持小鹰计划的学员们，不断增加每个人心中对于小鹰的认同。 

从 2011 年到 2020 年，小鹰计划在不断发展过程当中，逐渐完善这个陪伴小鹰的社群体系：很多学术导师们，陪伴了至少五届以

上的小鹰，让他们通过社会学视角全面认识基层问题；近十个基层 ngo 组织接收了两届以上的小鹰，不少基层 ngo 负责人和村民都

很熟悉小鹰，并支持他们在一线开展公益项目；小鹰校友会从建立开始，已经走过 7 年风雨，成为了小鹰们值得信赖的力量。 

这便是小鹰计划的社群化陪伴，让小鹰看见的世界，既有广度，又有温度。 

见自己：行动研究与 N 项目，运用创新自动力创变世界 

在体系化支持小鹰基层锻炼实践的过程当中，项目赋予小鹰很多自主发展和选择的空间。 

每个小鹰计划学员在协助基层 ngo 的工作之外，还需要完成两个固定的指标，分别是在地的 n 项目和撰写行动研究论文。这两个

部分的落实，让希望进行创变的小鹰在学术研究和落地行动上，拥有了大量的自主施展能力的空间。 

行动研究，是指以某些行动对组织系统的影响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活动，是实验社会心理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小鹰学员会在自己三

期培训周期中，分别完成行动研究基本方法学习，行动研究论文撰写及行动研究论文的答辩。由中国农业大学专业的导师团队进行行

动研究教学指导和论文答辩的审查。 

由于行动研究论文的撰写，需要结合本地农村社区发展过程当中的需求和痛点，所以有效激励了小鹰学员花费更多的时间深入村

民生活，开展田野调查。不同专业背景的小鹰学员运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再将行动过程和产生的结果，转化为

专业的研究内容，编写成自己的行动研究论文。 

n 项目是小鹰自主执行项目的可选选项。每年小鹰计划学员都可以通过在项目地的观察，根据本地社区发展需求，结合自身能力，

设计一个可以落地执行的小型公益项目，这个项目被称为 n 项目。作为小鹰在基层实现社会创新思维的形式，近十年间，百余位小鹰

发起近百个 n 项目。这些项目涵盖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育，乡村教育模式的探究，环境生态保护，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等多方面的领

域。 

很多小鹰在执行 n 项目的过程中，会把 n 项目的执行本身当作行动研究范本，在执行项目时，结合学术分析，形成具体理论。2012



级小鹰王薇，便是通过落地文化保育项目，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完成自主创业，建立远近文化公司，从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非遗文

化内容的推广。 

n 项目和行动研究成为了小鹰实现自我想法，将设计和想法落地的重要途径。他们通过一年时间的行走，认知与交流，将自己宝

贵的行动研究产出留在大山深处，为那些遥远的村庄带去了社会创新的第一丝力量。 

Action   ：从 dreamer 到 change maker 

自发起至今，小鹰计划项目吸引了 3000 多名全球青年报名，累计培养约 200 名优秀青年，150 多名小鹰从小鹰计划毕业。小鹰

们发起公益项目近百个，服务全国 15 个省的近万的基层居民，累计服务时长超过 25 万个小时。 

在毕业的小鹰学员中，近四成的小鹰学员，进入了国内的各大公益组织，不少小鹰在各大公益组织担任重要职务，成为国内新公

益发展的中流砥柱；近三成的小鹰进行社会创新创业，创业范围涵盖了教育创新，传统文化艺术，青年发展，社会化抚养，农业农村

发展等多个领域。 

小鹰计划让青年完成了从梦想者到改变者的旅程。 

很多年以后，小鹰们最多回想起来的，是经历基层磨砺之后，寻求突破和改变的过程。面对热情的苗寨村民，小鹰们愿意举起酒

杯，与他们一起共饮；凉山上燃起篝火旁，小鹰们陪伴羌族伙伴跳起锅庄舞，庆祝羌历年；大别山深处的茶园，填满星星与村民歌声

的夜晚，一直留在小鹰们的记忆里。 

这是从前从未想过的一切。 

对于小鹰们来说，他们进入小鹰计划之初，便是一群心存高远，寻求创变的青年。“梦想与现实都不会被辜负”，但在这样一个

时代当中，又有几个年轻人足够幸运去接触和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现实呢？ 

“总会有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拿着凳子陪你坐在家门口聊天，一聊就一下午 ，我们的孩子们都没有这么耐心。” 

郝堂村的村民们每次说起这些叫做“小鹰”的志愿者时，都会显得格外亲切。村民说，这些城里来的学生把这里当成家一般，投

入时间和感情，直到今天他们还会记起来当年那些孩子的名字。 

作为毕业最多届小鹰的项目地，小鹰陪伴这个村庄，从贫困的山中小村，成长为年均七十万游客的全国美丽村庄。几乎村庄每个

角落都会看到小鹰们留下的印记。他们组织村民开展徒步队锻炼，每年协助村民完成春节晚会，培训当地合作社的旅游讲解员，走到

几公里外的村组了解妇女儿童权益。 

沿着村口走进荷塘的那条石头路两边，留下了小鹰制作的照片墙，那上面有他们与村民一起共处的身影。 

每年荷花盛开的季节，新一届的小鹰学员就会来到这个村庄，村民会习惯了等这些年轻人，这已经成为了一种默认的守候和陪伴。 

“我们的做法就是尽量去感知当地人在正常状态下的生活节奏，去了解他们基本的认知是什么样子，只有让当地人按照他们自然

的状态去生活，才能真正理解当地人真正的需要。最后才能根据他们的需要去整合资源。” 

写到如何理解与乡村基层关系时，曾在郝堂村担任志愿者的 2014 级小鹰兰洁的这样写到。作为北大耕读社的社长，兰洁在结束

小鹰计划的乡村之旅之后，组建经典研习社的创业团队，通过经典研读和社群分享的形式，传播传统文化。 

小鹰们在基层发挥着他们的行动力，他们愿意尊重最基层的每一个生命，去倾听，去了解，然后去解决问题。同时他们也没有忘

记自己身上肩负的梦想和使命，不断在认知中反思，让自己的变成一个可以带头去做更多事情的个体。 

这份责任感对小鹰段凌霜来说非常深刻。“过去的 25 年从来没有像小鹰计划这一年这样，让我彻彻底底地感觉到自己存在得这么



有价值。这一年的历练，让我知道：任何一个渺小平凡的个体，都可以发光发热，作为一个活着的人，不放弃任何可能实现自己价值

的几乎，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 

在小鹰计划期间，段凌霜服务于贵州盛世锦绣和云南丽江中国滋根两个项目点。她帮助老君山地区村民种植箭竹，恢复当地竹林

生态，并为本地区引入新的农作物种植技术，减少传统农业对竹林地生态的影响。结束小鹰计划之后，她成为了一位就职于万科基金

会的全职公益人，将自己作为个体的那些发光发热的价值继续传递下去。 

小鹰计划毕业之后，对于这些怀揣着梦想和热情的小鹰，他们在各个行业里。努力和改变逐渐展开，如同伺机的雄鹰找到了展翅

飞行的机会。11级小鹰沈长锟作为 TEDx 中国区最知名的策展人之一，努力推动国内国际的优秀文化内容传播；11级小鹰秦子恒，创

建妈妈心选品牌，通过互联网社群链接，为母婴特殊群体提供母婴产品和教育产品；15级小鹰孙婉莹，创立七味园农场，将自己发展

生态化现代农业的梦想逐步落实…… 

还有更多的小鹰，他们还在路上，将最初的梦想，转化为社会创新的驱动力，为自己曾经重视的那片天地，带去更多可能性。 

“说最重要的理由大概是”我既是湖北人又是公益人，好像没有什么理由不做点什么“，不过最后加入‘零零壹救援队’，益于

及时看到了小鹰校友群的群消息。不需要思考太多，我就报名了。‘小鹰’对我而言是非常温暖的一部分，不止因为和许多伙伴跨并

肩作战，还因为在疫情爆发初期，亲朋好友中最快向我发来慰问的，就是小鹰伙伴。” 

2020 年 2 月 26 日的凌晨，忙完一整天防疫物资对接的小鹰丹妮，在文章中写下了这段纪录抗疫救援时的感慨。5 天以后，她对

接物资的方舱医院，正式宣布休舱。 

从媒体，到物资联络，再到社区志愿者，各地各级的毕业小鹰们在这个春天又活跃了起来，似乎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第一时

间出现的，并积极战斗的，总有这一群人。 

应该就是在这个春天，这样的责任和使命，不约而同又唤醒了那些盘旋着，等待展翅升空的鹰。 

关于三 A 三力评价模型 

三 A 三力社会价值评价体系是友成基金会研发的衡量组织社会价值的工具。即从 AIM（社会目标驱动力）、APPROACH（解决

方法创新力）和 ACTION（行动效果转化力）三个维度来评估或思考一个组织。三 A 三力不仅是一个价值观，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

效的方法论。不仅可以用来作为社会价值评估，也可以作为一个组织的战略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