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帮扶留守儿童活动方案设计(通
用5篇)

为了保障事情或工作顺利、圆满进行，就不得不需要事先制
定方案，方案是在案前得出的方法计划。写方案的时候需要
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
介绍一下方案应该怎么去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帮扶留守儿童活动方案设计篇一

一、活动主题：

心手相牵快乐成长

二、活动理念：

让我们“以人为本”思想达到一个共识多去关爱留守儿童，
通过活动能让更多的儿童们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尊重、
信任、友善、理解、宽容与友爱，形成积极的、向上的'人生
态度和情感体验。

三、活动目的：

1、通过开展这项活动，更深入地了解留守儿童的需求，为这
些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让全社会都来关心和爱护留守儿童，激励他们自强不息，学
会自学、自理、自护、自强、自律，做生活的强者，享受生
活的幸福和快乐。

2、让更多的人来关爱留守儿童，进近留守儿童，让人人都献
出一点爱，让留守儿童不再孤单和寂寞。

四、活动地点：高州市云潭镇平垌小学



五、活动时间：5月31日(星期一)上午09：00——10：45

六、活动内容：

1、欢迎仪式负责人：平垌小学

3、游园活动负责人：平垌小学

注：

4、庆祝“六一”大会主持人：平垌小学

(1)介绍参加慰问活动的单位及代表

(2)节目表演：唱歌(梁兴文)、舞蹈(陈思明)

(3)广东高州中学初中校区优秀青年教师林雪瑜讲话(作留守
儿童心理健康辅导)

(4)颁发留念品

(5)平垌小学活动总结

(6)合影留念

七、活动准备：

1、横幅：“心手相牵快乐成长”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主办：广东高州中学初中校区团委会、高州市邮政局团支部

承办：高州市云潭镇平垌小学

另制作四条激励性的标语挂在校园，以激励学生积极进
取。(联系人：赖锦强)



2、根据活动节目制作一个音乐光碟

3、车辆提供

4、参加人员数量高州中学初中校区：8人高州市邮政局：5人

组成一个临时青年志愿者服务队(13人)

八、活动要求：

1、参加人员积极活跃，有团队合作精神，服从管理，统一行
动。

2、活动以轻松愉快氛围为主，以开心为导向。

3、以留守儿童为中心，顺其自然的开展，不注重程序和广告
新闻效果。

4、要报节目的义工提前报上节目、统一制作，活动前一天统
一彩排。

5、义工服务队人员要求：

u有爱心u积极u热情u灵活u主动，听从安排。

九、活动筹备组人员名单：

顾问：刘锋、梁永天

总策划：吴远平、冯文周

执行策划：黄小鹏、赖锦强、黄韬、陈林

活动方案涉及到的人员，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参与请提前向本
单位领队请假，以便作及时调整。



帮扶留守儿童活动方案设计篇二

“留守儿童真凄凉，平日难见爹和娘，放学回家忙家务，夜
里梦中唤爹娘。”这是不少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印象。近几
年，广大农民工离开家庭外出务工情况十分普遍，此种情况
导致了许多留守儿童在家中无父母陪伴学习生活，因此很多
留守儿童在家庭教育上出现了“空挡”，这些孩子也缺少了
父母在学习和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缺少了温暖。留守儿童
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我国留守儿童数量多，涉及面广，
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党中央、国务院对留守儿童工作十分
重视，-、国务院总理-都曾深入基层专门看望农村留守儿童。
当人们正在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发展成果，科学发展，
文明和谐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愿景，然而贫困待助的农民工子
女、留守儿童期盼社会爱心的关爱。为此，我青大队志愿者
组织开展“守望童心——关爱留守儿童爱心行动”活动。

二、活动名称

让笑容充满骄傲，期待明天会更好

三、活动主题

帮扶留守儿童活动方案设计篇三

活动时间：__年元月10日下午1：30队办公室集合(暂定)

活动地点：

参加人员：县妇联、县红舞鞋、县义工、长仁小学

活动准备：

宣传组：横幅(“爱心守护，希望同行”关爱留守儿童)



活动组：音响、队旗

活动内容：

一、教孩子朗读《游子吟》并讲解诗歌的意思(10分钟)

二、老师讲传统的孝道故事(由义工队完成)(30分钟)

三、教唱《爱的人间》(由红舞鞋完成)(30分钟)

四、志愿者与孩子一起跳兔子舞(由红舞鞋完成20分钟)

五、赠送“微心愿”(15分钟)

六、合影留念。(自由组合照像、合影，拍照30分钟)

七、活动要求：

1、各志愿者按时到达集合点。

2、各志愿者要服从安排，维护志愿者的形象。

3、各组队员要熟悉游戏的规则。

4、队员们来回途中的安全各自负责。

学生人数：

四年级：17人，男生：9人，女生：8人

五年级：23人，男生：16人，女生：7人

六年级：10人，男生：5人，女生：5人

共计50人



帮扶留守儿童活动方案设计篇四

开展“手拉手关爱留守儿童”行动，目的是发挥少先队的优
势，通过少先队组织的实际行动，动员尽可能多的社会力量，
为迫切需要关爱的特殊少年儿童群体尤其是“留守儿童”的
提高服务和帮助。

1、学业失教:部分留守学生不能很好完成学业，学习习惯差。

2、生活失助:约有6%的留守儿童生活贫困，衣食住行等方面
缺乏照顾，营养不良，身体健康受到危害。

3、心理失恒: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抱怨、
自卑、骄横、焦虑，有的甚至沉迷网吧，行为失控、如擂肥、
等恶劣行为。

4、亲情失落:留守儿童感到亲情失落和孤独，非常想得到父
母、老师、同学的关爱。

5、安全失保:由于缺少亲人的照料，留守儿童在生活中存在
着严重的安全隐患问题(如生活安全问题、煤气、火、开水、
电)人身安全(上、下学)。

6、由于少数留守家庭中的孩子父母不在身边，孩子的独立生
活能力强，比起一般儿童，他们对父母少有依赖性，因为少
数留守儿童承担生活劳动量超出了范围，对身心健康不利。

1、倡导全校学生，为留守儿童献出自己的爱心。

2、在少年儿童之间开展“手拉手”为主要形式的结对互助活动
(同伴结对、师生结对)。

3、在班主任、辅导员中开展“每月一访”活动。



4、组织“留守儿童”开展两地书亲子情活动。

6、打开留守儿童心灵之窗(开设心理咨询课堂、心理咨询热
线，让学生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7、组织留守学生开一次座谈会。

8、关注留守学生的生活(学校体检、生活关心)。

一滴水能反射出太阳的光辉，一份爱足以体现社会的温暖，
我们将用真心去倾听，用真爱去温暖，用真情去为留守学生
服务，为他们撑起一片爱的绿荫。

帮扶留守儿童活动方案设计篇五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
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认真贯彻党的xx大精神
和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围绕让农村
劳务输出人员家庭的儿童得到更多关爱、得到更多扶持、得
到更多锻炼，探索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及管理机制，努力营造
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促进留守儿童身心全面发展，
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校园、和谐家庭、建设新农村服务。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关爱留守儿童工作的领导，学校成立“关爱留守儿
童”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三、对留守儿童实行三个优先：

1。学习上优先辅导。学校要从学习方面对留守儿童逐一进行
分类、分组，落实到每一位任课教师。由任课教师具体分析
学生的学业情况，制定学习帮扶计划，明确帮扶时间、内容
和阶段性效果。每个留守儿童由老师牵头确立一名学习帮手，



教师要对结对帮扶效果进行定期检查，建立进步档案。

2。生活上优先照顾。学校对留守儿童要多看一眼，多问一声，
多帮一把，使学生开心、家长放心。留守儿童患病时，要及
时诊治，悉心照料。要指导留守儿童学会生活自理，养成文
明健康的生活习惯。

3。活动上优先安排。学校要高度重视并认真组织留守儿童参
加集体活动，或根据特点单独开展一些活动，既使其愉悦身
心，又培养独立生活能力。要通过图书阅览等形式，丰富留
守儿童的文化生活，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四、活动内容及安排：

1.启动关爱留守儿童主题教育活动，学校少先队大队部向全
校师生发出倡议。学校每个办公室开通一部亲情电话，为留
守儿童在课间、休息时与家长联系、沟通提供方便，增进学
生与家长的感情。

结合校教务处开展的辅导学生活动，在师生之间开展“手拉
手、同成长”为主要形式的结对互助活动(同伴结对、师生结
对)。并结合学校开展的《学中外名人，做成功少年》活动，
引导留守儿童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2.各班教师每周与3—5名留守儿童谈一次心，了解他们近期
的学习、生活、情绪、交友、身体等方面的情况，交流感情，
培养学生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心理。

3.打开留守儿童心灵之窗，为留守儿童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
辅导，学校开设心理咨询，让学生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4.教师组织班级学生和留守儿童一起参加校班队会展演活动，
并优先让留守儿童参加书法，手抄报等到系列比赛活动，让
他们感受到集体的关心和温暖。



5.教师在班上要大力开展赠一张生日贺卡、写一篇生日感言、
送一句生日祝福，逢假日还可以举行生日party、卡拉ok、讲故
事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简便易行、温馨祥和的活动，让
每位留守学生过一个快乐的生日。

五、活动要求

1.全校广大教职工要充分认识这项活动的重要性、紧迫性和
现实意义，要从办人民满意教育、提高全民素质、构建和谐
社会、服务新农村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和高度出发，
扎实抓好关爱留守学生工作。

2.各年级各班要结合本方案制定相应的活动计划，确保活动
有序进行。

3.广大教职工要积极配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确保活动收
到实效，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让我校所有留守学生都得
到温馨的关爱，和其他孩子一样健康成长。

4.不断总结经验，突出特色，大力宣传，扩大活动的社会影
响，让更多的社会有识之士关爱留守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