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乡心得体会(通用7篇)
心得体会是对一段经历、学习或思考的总结和感悟。心得体
会是我们对于所经历的事件、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接
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下乡心得体会篇一

有一种生活，你没有经历过，就不明白其中的艰辛;有一种艰
辛，你没有体会过，就不明白其中的快乐;有一种快乐，你没
有感受过，就不明白其中的纯粹。”

第一次支教情绪很激动，有一种神圣的感觉，送人蜡烛，心
存光明。一向都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成长，感觉像温室里的
花朵，没有去过落后的农村，体会不到生活的艰辛和困苦。
听去过农村支教的同学说，有的地方确实很落后，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住宿吃饭都是问题，我不能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
状况，只能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去农村走走看看，长长见
识，尽自我最大的努力，给农村孩子带去外面世界的信息，
这就是我去支教的初衷。

带着一份执着的信念和一颗热忱的心，我们暑期实践小组经
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来到江西省泰和县实验小学，将在
那里度过难忘的七天支教生活。

我们支教的小学和住宿的宾馆都在县城中心，那里给我第一
印象挺好的，和我想象中的艰苦环境差远了。站在校门外远
眺，崭新的教学楼，宽阔的操场，整洁的绿化，大家都感叹
如此优越的条件根本不需要我们来支教。询问小店的阿姨，
得知这是县城最好的小学，我想这次支教就应是一次愉快的
夏令营之旅。



我们下榻在教育宾馆，尽管住宿条件有些不尽人意，但是教
育局局长郭叔叔的热情欢迎让我们很温暖，少一些旅途的劳
累。第二天我们去学校拜访校长并了解学校具体状况，他们
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我们交代了上课注意事项并
留下了联系方法，为了确保安全学校每一天给我们安排了下
班的老师。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已经放假了，所以没有见到所
谓的“学生”。

第三天早晨安排小朋友破冰。印象中农村的小孩就应是乖巧
害羞的，对我们的到来陌生又好奇。但事实证明我错了。支
教的小朋友很聪明很大胆，活泼好动，对我们一点也不怕生，
俨然不把我们当“老师”。第一天见面就有很多迟到缺勤的
现象，我们在王校长的协助下好不容易把他们按班级安排好
座位，管好纪律。开始自我介绍，先是支教的同学然后是学
生。我们自我介绍时候都会把名字写在黑板上并交代一下自
我交的课程。

下乡心得体会篇二

20xx年7月暑期，怀着对家乡和社会的感恩之情，我和我的团
员一起来到了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这次的三下乡活动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作为下乡队伍中的一员，我也获益匪浅。

今天，当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桌旁写三下乡个人心得总结时，
我满心回忆着这几天，脑海中不断浮现着往日画面，在这短
短的四天时间里我们得到一生中难于得到的东西——团队的
精神、工作的经验、坚强的意志、真挚的友情—————我
们没有虚度这四天，我们一直在用心做事、用心服务，我不
无感叹：原来时间可以这样度过，生活可以这样充实。

我们的活动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期间遇到了很多困
难，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们的整个行程，细节决定成败的
教训又多了一次。但事在人为，百事可乐，百事可为。毛主



席曾教导过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
利。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精神。也不知道明天等待我的将会有
什么困难，但通过此次经历，我只知道无论以后发生什么都
不可以轻易改变自己最初的想法，一旦决定了就尽心尽力去
做，不要因为困难而退缩，也不要太关注结果。世事我曾抗
争，成功不必在我。

这次的下乡活动，从主题的确定、活动策划、方案的制作到
具体的实施，基本都是由队员自行解决的，这个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在准备阶段，我们需要周全地考虑
问题，遇到困难需要自己寻找解决的方法，还要积极寻找社
会的帮助，下乡期间，我们更要解决临时发现的实际问题，
预防意外事件的发生。通过这次的活动，我们全体队员的实
践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对我们以后的学习工作有着非常积
极的影响。

这次活动无处不体现着实践出真知的道理。通过这次实践，
我对自己也有了一个全新的科学的定位，对自己的不足也有
了清醒的认识，比如专业知识的欠缺，人际交往能力、处事
应变能力等方面的不足，也为以前不了解实际情况，不进行
实地调查研究而乱下结论的行为感到汗颜。

三下乡的确是个锻炼个人能力的活动，是个充满艰难困苦的
活动，是个处处充满新鲜感的活动。都说只有义无反顾的付
出，才可以理直气壮地收获。四天下来，我们，累了，乏了，
却掩饰不了我们内心的喜悦与踏实，我们收获了友谊，收获
了感动，收获了成熟，收获了坚强，收获了成长。

这个暑假，我们收获了辛酸的泪水、真心的微笑、坚强的背
影，这些也构成了我生命里最珍贵的回忆。成长向来都是痛
并快乐着的，我不害怕跌倒，我更不拒绝不足。我只想说让
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一些吧。因为只有经历了生活的磨砺，我
们才能唱出更动听的人生乐曲，才能让人生之花开得更加的
绚烂。



愿三下乡活动能走的更远，为更多的人服务！

下乡心得体会篇三

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为了加快贫困地
区的发展，政府组织了大批干部赴贫困地区开展“下乡脱
贫”工作。我有幸参与其中，并从中获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和体会。下面，我将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了解贫困地区实际情况

要想真正帮助贫困地区脱贫，首先要深刻了解其实际情况。
贫困地区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和医疗条件等，
都可能存在差异。例如，某些地区可能主要依赖农业，而另
一些地区则需要发展旅游业。只有了解到这些差异，我们才
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有效帮助贫困地区脱贫。

第三段：整合各方资源，促进贫困地区发展

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资金、项目等支持力度，
为贫困地区提供发展的动力。同时，社会各界也应加强对贫
困地区的关注和支持，通过投资、合作等方式，共同推动贫
困地区的发展。此外，还可以积极引入企业和专业机构等力
量，加强技术培训和信息交流，提升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水
平。

第四段：关注贫困群众的生活品质和自我发展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我们不能仅仅关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还要关注贫困群众的生活品质和自我发展。可以通过改善基
础设施、提高教育和医疗水平等方式，让贫困地区的民众享
受到更好的生活条件。同时，也应鼓励贫困群众主动参与劳
动力市场，并提供相关的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实现自我发展
和脱贫致富。



第五段：弘扬乡村精神，培养贫困地区的后备力量

在贫困地区任职的过程中，我也深深感受到了乡村精神的力
量。乡村精神注重邻里互助、传统美德和社会公平，这些精
神给贫困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正能量。我们应该通过社区建设、
文化传承等方式，弘扬乡村精神，培养贫困地区的后备力量，
让他们能够自信自强地面对未来，从而实现真正的脱贫。

结尾段：总结观点

通过参与下乡脱贫工作，我深刻体会到了了解贫困地区实际
情况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要想真正帮助贫困地区脱贫，
需要整合各方资源、关注贫困群众的生活品质和自我发展，
并弘扬乡村精神。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努力，下乡脱贫工
作将取得更好的成效，让贫困地区的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
的生活。

下乡心得体会篇四

七月，酷暑炎炎，“三下乡”的钟声在我校已经敲响。“三
下乡”，真下乡，作为湖南医药学院医学院的一份子，我们
积极投身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真真正正地来到了
乡村，发挥专业优势，将切切实实的医疗卫生服务及健康知
识教育带到老百姓的身边。

20xx年7月14日，我们如约来到了凤凰镇千工坪岩板井社区开
始了为期1天的实践生活。作为关爱队的一员，我们与小朋友
进行健康知识宣教、做游戏、捐赠书本文具，给小朋友表演
节目等多个内容。在活动中，我们怀着最大的热情与爱心跟
小朋友聊天，玩耍，教给他们如何正确地刷牙、洗手，学会
感恩自己的父母等等。虽然听懂地方方言对我们来说有些吃
力，但我们能从眼神手势中读懂他们的善良与他们想要表达
的东西。



为了与孩子们进行更加深入的接触，大家围成圈圈开始
了“丢手绢”小游戏，孩子们放肆奔跑，没有抓到前面的孩
子，则害羞地进行“惩罚”——唱歌、下蹲……我左边是一
个可爱的女孩子，她还太小，就捡拾地上的小石子丟向我的
脚边，认真地看着我。我说，你是想和姐姐玩吗?她点点头。
于是，你来我往的丢石子游戏开始了。乡村里的小孩子朴实
可爱，她们用她们能想到的方式表达对我们的善意，这是我
所收获的一份真挚的感情!

虽然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活动，无论是毅力还是经验都不足
够，但是我们都明白来到这里，去接触地方的百姓便是要专
心一致，做到“真下乡”，为人们服务，同样这也是人生的
一种磨练。

三下乡活动，高度的责任心是做好事情的重点。在活动中，
我们将保持大学生和学校的形象都当做是我们的一种责任，
同时各尽其职，各负其责。不管是准备资料，还是准备节目，
我们都是以非常认真的态度来对待。犹记，中午吃盒饭的那
段时光，大家就地而坐，不羁的是我们开心的感慨与灿烂的
笑容，排排坐捧着盒饭的样子在我的心头仍旧挥之不去。因
为它朴实，因为它记录了我们最充实最满足的样子。

整个活动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现象：大多数人无论是小孩、老
人，还是中年人他们都比正常人的个子要矮小许多，身材也
要消瘦不少，很少有红润的脸庞。例如一个10岁大的女孩子，
读三年级，却和一个7岁的女孩子差不多高。在询问小孩子后，
我们都感到惊诧却都可以想通，在乡村生活水平、教育水平
及医疗环境落后的地区，小孩不能均衡摄入食物，各方面的
营养不能跟上，生了病不能很好地治疗，造成了如此的局面。
这让我深刻地认识到，送科技、卫生、文化等知识下乡，送
的只是一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困难。只有农村贫困人口真
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
脱真贫、真脱贫，才能真正地改变他们的现况。而大学生
“三下乡”暑期实践活动是组织学生以志愿者的形式深入乡



村，为基层群众服务;义诊检查、健康知识宣传等内容正是医
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特色。医学生及老师共同协
作将基础医疗检查带到人们身边，向小孩大人普及健康知识;
实践证明，“真下乡”下的是医学生的医疗，能促进乡村医
疗建设的提高，医学生能从基层了解民情，培养医学生的临
床实践能力，能明确今后的发展道路，从而发挥医学专业优
势，服务基层医疗卫生事业，为从事医疗事业打下坚实的基
础。

三下乡活动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它带给我的感想却足以让我
受益。“三下乡”，真下乡。下乡让我明白了，团队的工作
需要自身具备团结协作的能力，团结互助的精神，为团队工
作贡献一份力量;我要想尽快给人民带去健康，就必须明确自
己的学习目标，激发自己的学习热情，锻炼意志力，为以后
的工作打好基础;在整个活动中的沟通能力也很重要，学会放
好自己的位置，用真心感受，怀揣热情，去认真倾听他们想
告诉你的话语……这是一份实实在在的收获，也是我今后想
做到的，我也会铭记在心!

下乡心得体会篇五

即将要迈向实习点了，心里不免残留着丝许依依不舍的感觉，
在这个在校生涯的小句点之前，回首起满满的大学生涯，不
禁觉得“三下乡”期间在脑海里面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才是最
弥足珍贵。在“成长、成熟、成才”的大环境思想下，自然
而然的融入这个集体，细细回味起来真正的将自己带上正轨
的还要算是三次不一样的三下乡经历。

20xx年的盛夏，第一次三下乡还有些不懂事，只记得是跟着
哥哥姐姐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做了一些陌生的事情，那时候甚
至还不知道三下乡是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那时候甚至还不
懂得三下乡是非常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那时候甚至还不
知道三下乡可以让来自不同班级的队友会变成团结整体，那
时候甚至还不知道三下乡会是我大学生活烙印最深的记忆疤



痕。第一次三下乡跟着xx在xx走街串巷，听xx唱歌，看xx弹
吉他，吃x老师、x老师买的西瓜，跟xx、xx、xx他们玩杀人游戏，
和xx姐+xx哥改新闻，还有xx、xx他们一起广场义诊。

在这个团队里面，自己固然是一个小小的队员，小小的师弟，
小小的旗手，街头巷尾撑着旗杆，挥舞着旗号，指引着一道
流动的黄色风景线。当时作为新闻编辑者，加入到这个集体
的，与此同时，我们的队长就是系刊的一姐，xx师姐，还有xx
姐以及xx哥，都是沉淀在光辉岁月里的骄傲人物。虽然说在
一个一个的夜晚里，我们挑灯夜战坚持到最后，在大家还在
津津乐道的玩着杀人戏的时候，还在讨论着什么。这次三下
乡主要是见识到一批很有能力的人，多了很多个奋斗的目标，
是的，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多了几分新的认识和思考。一段
时光总会有许多片段值得留念：

是否还忆得起杀人游戏背后的惩罚……

是否还忆得起广场义诊电视台哥哥的帅气模样……

是否还忆得起是谁在盛夏的夜晚送来花生和解渴西瓜……

是否还忆得起敬老院圆圈围成的击鼓传花……

是否还记得起是谁的吉他回响在走廊的尽头……

是否还忆得起一张张照片定格的青春画面……

20xx年的仲夏，第二次三下乡有些忙碌，凭借自己的设想与
计划，在种种不熟悉的东西面前，认认真真的虚心学习它的
种种，慢慢的知道了三下乡不是好玩的夏令营，慢慢的知道
了三下乡可以过得如此的有意义，慢慢的知道了三下乡不是
那么容易就可以顺顺利利完成的校外活动，慢慢的知道了三
下乡是可以让自己的见识和能力在短时间内迅速的迸发的不
错途径。第二次三下乡，带着好朋友们回乐至共度建团90，



跟着xx老师在玉米地里摆千手观音的队列，听杨老师在县医
院讲吸入麻醉讲座，xx，过得最忙碌的一次，也是收获最有意
义的一次。最感动的是，大家每一份心甘情愿的付出与收获，
最怀念的是，大家亲密无间的前后并行，最珍惜的是，无论
年纪无论学识无论身份的嬉笑打闹。

对于我来说第二次三下乡无疑是一次血与汗的洗礼，聪慧与
机智的冲击，处变不惊与坦然应对的历练，无疑收获也是最
丰富的一次。还记得在无数个夜里因为想着想着而激动的难
眠，以及在一次又一次的碰壁之后的婉转坚持，还有辗转多
次修改策划书的专注神情。也觉着，自己是幸运的，恰好生
在一位元帅的故乡，恰好是建团九十周年，恰好找对了一个
又一个的神推手。似乎还记得那些夜里是睡得很浅很短的，
或许是一点点的小兴奋，或许是一丝丝的小忐忑，或许是一
段段的小惆怅。在每一件事情的整体规划以及时间地点任务
事件的详细划分上面，都竭力尽善尽美，虽说还是出现了或
多或少的小瑕疵。一段时光总会有许多片段值得温存：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玉米地的千手观音……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老佛爷安然的笑容……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县医院急救车运载我们去的目的地……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是谁为谁盖上了队旗做成的红盖头……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每次旋转桌上剩下的转动汤匙……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义诊时街头窜动的人群……

20xx年的初夏，第三次三下乡有些感动，一群乐至国的老乡，
选择一个适当的地点，抽出一段适当的时间，寻找一种适当
的途径，聚在一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确实回味起来很是让
人感动，感动于三下乡期间没头没尾的讨论，感动于三下乡



期间没日没夜的工作，感动于三下乡期间没心没肺的欢笑，
感动于三下乡期间没始没末的聚会。第三次三下乡，和xx，在
任老师左右总会感觉到安全，刘老师、张老师更是亲切和蔼
为大家所热爱，感动是这次三下乡的关键词，剩下的只是那
个仲夏星夜的期许。每一次三下乡都有不同的味道，就如同
花的颜色多彩形式多样，也会有着不同季节不同的芳香，喜
欢它的层层递进，也贪恋与每一位朋友的玩乐谈心。

基于前两次不能称之为成功的三下乡经验，第三次三下乡来
得并没有那么困难，再加上团队多方面人才的强强组合，以
及积极踊跃的精神鼓舞，可以说大家是在有条不紊的活动过
程中“享受”得很开心。享受着不是手足胜似手足的配合行
动，享受着汗水浸透的白色衬衫给大家带来的疲惫，享受着
难得的机会以及精心的组织，享受着在或不在的感动与珍重。
我想这次收获最多的珍贵的友谊，老乡之间的信任与互帮互
助，我想这也是我们川北医学院乐至老乡会有史以来，做得
最优秀也是最出色的的一次活动，无论是从大家参与的积极
程度以及大家对整个过程的评价都是极好极好的，也希望今
后在大家的努力之下，我们这个不大不小的集体会组织得更
好，表现得更出色，乐至儿女人才辈出！一段时光总会有许
多片段值得珍重：

可曾想起通宵达旦的游戏以及绽出泪花的感动……

可曾想起敬老院今年是否会再散发的阵阵清香……

可曾想起高温义诊时老教授热诚的解答，队友们认真的测量，
络绎人群的吵嚷……

可曾想起石油联谊、幼儿园积木、少年宫授牌之前的星光彩
排……

可曾想起武警搏斗、烈士英魂、元帅故里的军中绿花……



可曾想起县医院中医院、大小村镇、长短街道的步履脚
印……

大学里有且仅有的三个暑假，分别献给了三次不一样的三下
乡奇旅。三次三下乡，每一次都结识了一群要好的朋友，非
常的珍惜那些不长不短的日夜，短短的相聚、短短的认识、
短短的交谈，包含着长长的思念、长长的回味、长长的感动。
浸透得满满的是三下乡的味道，因为有你们所有的夏季都有
你们的回忆，最珍贵的回忆。

下乡心得体会篇六

第一段：引言和背景介绍（200字）

在当今社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选
择在都市中生活和工作。然而，相对于繁忙城市中的育儿模
式，有一些家庭选择将自己的孩子带到乡村中生活和成长。
我也是其中之一，因此我有幸能够亲身体验下乡育儿的点点
滴滴。下乡育儿对于家庭的启迪，也对孩子的成长带来了许
多独特的体验和价值。

第二段：亲近自然与拓展视野（250字）

乡村的自然环境给予了孩子们更多亲近大自然的机会。相比
于封闭在城市中的孩子，我发现我的孩子在乡村中对自然世
界更加的好奇和感兴趣。他们了解了各种动植物，学会了尊
重它们，并且在与农田、山林、河流的互动中培养了健康的
体魄。同时，乡村的生活使他们能够接触到不同种类的人群，
了解到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种多元化的视野
使他们能够更加理解和尊重不同的人群，培养了他们的包容
心和社交技巧。

第三段：农耕文化与生活技能（250字）



下乡育儿让孩子们接触到了传统农耕文化。在乡村中，孩子
们亲手种植蔬菜、采摘水果，了解了农作物的生长过程和食
物的来历。他们也体验到了农民的辛勤劳动，并从中学会了
珍惜食物和节约资源。此外，乡村的生活也教会了他们一些
基本的生活技能，例如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等。这些技能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将派上用场，并培养了他们的自理能力
和独立思考能力。

第四段：安全与纯净的环境（250字）

乡村的环境相比城市更安全和纯净。孩子们在乡村中可以尽
情地奔跑、玩耍，而不用担心车流和拥挤的人群。他们能够
亲身感受到生活的自由与安宁。此外，乡村中的空气质量更
好，环境更加清洁，远离了汽车尾气、工业污染等有害物质。
这对孩子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都有着很大的帮助，他们更容易
保持良好的体质和愉悦的心情。

第五段：结语和总结（250字）

下乡育儿不仅拓宽了孩子们的视野，还培养了他们的独立能
力和生活技能。乡村的环境也让孩子们能够享受安全和纯净
的成长环境。通过亲近自然、了解农耕文化和培养生活技能，
下乡育儿为孩子们的成长带来了许多独特的体验和价值。虽
然下乡育儿存在一些挑战，例如缺乏城市中的优质教育资源
等，但总体来说，下乡育儿是一种有益的模式，让孩子们在
不同的环境中获取丰富的成长体验。

下乡心得体会篇七

在新建县xx镇进行的暑期“三下乡”的社会实践活动已经完
美的结束了，但在xx镇所经历过的事情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影
响却远没有结束，它一直回荡在我们的脑海中。它使我们走
出校园，走下网络，走向社会，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走上
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到社会的大课堂上去见识世面、



施展才华、增长才干、磨练意志，在实践中检验自己。一个
星期的三下乡虽然比较辛苦。但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苦难、
是锻炼、还是一种成长？在回想的过程中，才发觉，原来乏
味中充满着希望，苦涩中流露出甘甜。

通过本次社会实践活动，无论是思想方面还是动手能力，我
都得到了很大进步。一方面，我锻炼了自己的能力，能力只
在实践中才会成长。有句话说的好:纸上得来总觉浅，欲知此
事要躬行。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在学校
学习了很多东西，但我们只有能把这些东西运用之后这才是
我们自己的。在xx的那几天，我们下到田间地头，为百姓插
秧、收稻子，在教室为小孩子科普农学知识，我们将我们学
习到的知识教给当地的百姓、小孩子。另一方面，我们为社
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冒雨为xx的人民修马路，在下雨前为
百姓收稻子等等;但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也表现出了许多不足
之处，处理问题不够成熟、书本知识与实际结合不够紧密，
身体素质不好等诸多问题。我们回到学校后会更加要珍惜在
校学习的时光，努力掌握更多的知识，并不断深入到实践中，
检验自己的知识，锻炼自己的能力，增强自己的体魄。为今
后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石。我们都说，机会是留
给有准备的人的，我们只有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拿出百尺
竿头的干劲，胸怀会当凌绝顶的壮志，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
素质，在与社会的接触过程中，减少磨合期的碰撞，加快融
入社会的步伐，才能在人才高地上站稳脚跟，才能扬起理想
的风帆，驶向成功的彼岸。

在三下乡的过程中，充分的认识到了农村百姓生活的不易，
他们承受的是一般人不能承受的艰苦，却过着贫苦的生活。
在访贫思进活动中，我们走访了很多xx的百姓，在xx，很多留
守儿童，留守老人。他们所期待的不是父母给我带来多少财
富，而是我能和父母在一起吃顿饭，他能回家看看看我，陪
我写写作业。有一个特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个老人九十多岁了，
家里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家里家电应有尽有，可是家里就她



一个人。她和我们说过的话，最多的就是我想我儿子、孙子
了。常回家看看，这是一首多么美妙的歌曲。找点空闲，找
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福，陪同
爱人常回家看看。可是在当今这个社会中，总有那么一群老
人，带着孙子、孙女，在家等着自己的孩子能回家看看自己。
在这个充满物质的社会，金钱成为了左右人民的亲情的魔鬼
（或者说是舵手）。父母期待得到的不仅是我们给他们提供
多好的物质条件，更多的是我们陪他们所吃的一顿饭，唠的
一顿家常。常回家看看，不管你离家多远，抽个时间，带上
自己最饱满的心情，回家陪陪自己的老父亲，老母亲，还有
自己的孩子们。

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学生要进行假期“三下乡”活动，但
是，他们永远不会想到我们在实践工作中所经历的东西。在
这几天的活动安排中，无论是哪一天的，都充实而有意义。
在三下乡这几天，我深刻的体会到了：有了三下乡，我们对
于暑假的活动安排有了更大的空间，我们被允许做更多的事
情。所以这种假期的实践活动就成了我们最好的选择。因为
它既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更大的一个世界，又可以让我们度过
一段美好的时光。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投入地去做一件事的
时候，我们会发现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快乐。当我们用自
己的能力去实践，去帮助别人时，这种快乐别人是没有办法
体会的。

在这次的社会实践中，我们能够坚持这么久，除了我们自己
有着自己所坚持的东西之外，还有的就是我们的肖书记、刘
老师、周老师的全程陪同。作为我们的精神支柱，一直引领
着我们在xx镇开展工作。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看似简单
的几个词语，实在要让它成为现实，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可是，和我们在一起去xx的老师们，做到了这一点，一起睡
教室，一起挤在拥挤的厨房吃饭，一起去下田……这所有一
切的一切，都成为我们精神上的美好支柱。

饮水思源，我们要常含一颗感恩的心。我们在这个安逸的环



境里从没体验过农田的生活，我们在利用别人的劳动成果的
同时，应该尊重劳动。我们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文明、
更加和谐、更加美丽，让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更加自强的
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人生中，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但是我相信，这种三下
乡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我想起了一句话，人的成就是决定于
他怎么利用课余时间。所以，一段有意义的人生,实践一定是
最最值得我们来体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