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孤儿院的社会实践活动总结与反思(精
选5篇)

总结是在一段时间内对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加以总结和概
括的一种书面材料，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我想我们需要写
一份总结了吧。相信许多人会觉得总结很难写？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孤儿院的社会实践活动总结与反思篇一

活动口号：给无助的心灵洒下温暖的阳光

活动宗旨：以不打扰孩子们的正常生活为宗旨

活动目的及意义：给孤儿院的孩子们送去温暖和快乐，释放
他们孤单的精神枷锁，让他们感觉到他们不是孤独的，有那
么那么多的哥哥姐姐在关心着他们，关爱他们的成长。同时，
树立大学生关爱社会弱势群体的好榜样，并通过此次活动感
染身边的每一个人，使他们也能够主动去关心那些被遗弃的
孩子们，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道德情操。

活动的可进行性：

2.调用班费200元左右应该就可以完成，费用不多;

3.出发那天买好慰问品乘4路公交或30路公交一起出发安全性
比较好。

活动时间：20xx年4月22号(星期天)

活动地点：

活动前期准备：



1.提前联系好孤儿院。

2.班委开会讨论活动进行方案，在全班展开调查确定去孤儿
院的人数。

3.组织参加人员，安排好活动场地，做好人员统计调查好来
回路线确保活动的安全性。

4.出发当天上午买好慰问品(食物，玩具，学习用品。。。)，

5.出发之前在学校大门口(北门)集合，统一前往孤儿院。

活动流程：星期天上午联系好孤儿院并买好慰问品，上午10：
00准时在天天超市集合，学生的交通费用自备来回的2元，除
了慰问品之外同学们可以自愿赠与孤儿们的礼物。在孤儿院
可以陪孩子们做游戏，教他们唱歌跳舞，陪他们谈心聊天等
只要是有意义的事情都可以做。活动中可以照相并与院长友
好交谈。下午16：00左右在孤儿院集合准备集体返校。

活动要求：

1.任何人不得私自前往孤儿院或返回学校，所有人员必须一
起出发一起回来，不得搞特殊化，严格服从负责任人的安排。

2.负责人要严格要求自己在班委的支持下确保活动安全有序
的进行。

3.注意自己的言行，不得做有损学校荣誉和尊严的事情。

4.班委及负责人必须高度确保活动的安全性及同学们活动的
一致性。

注意事项：

1.若星期天13：00有人员没有准时到场的负责人打电话联系，



尽量联系到本人，有急事无法参加者提前告诉或者转告负责
人。2.若因天气原因，活动将被推迟至下个星期天(到时候会
及时通知各位的)。

参加人员：

活动主办方：

策划人：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孤儿院的社会实践活动总结与反思篇二

尊老爱老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文化之精华源远流长，古
往今来，多少敬老爱老的故事被传为千古美谈。

作为新世纪的大学生，更应该有责任和义务发扬这一美德。
为了提高和培养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社会公德意识，了
解老人生活的同时带给他们欢乐，为他们晚年孤寂的精神世
界献上一份关爱，星火青协带着“服务之心，关爱之心”于5
月29日走进了晚霞养老中心，进行了本学期的爱心敬老之旅。



本次活动由财金系星火青协总负责以及多位志愿者组成的服
务分队，上午8点15在老食堂门口集合后，我们带上水果等慰
问品向敬老院进发，顶着烈日，任我们的队旗在空中飞舞，
打响了我们青协的名号，经过大约二十分钟的步行路程，我
们到达了目的地。

由于天气太热，老人都在宿舍里，部长们把带来的水果分发
队员，然后我们就分开去慰问老人，为老人表演节目，接到
水果后老人高兴不已，连声道谢。我们每个队员融入老人中
和他们展开了亲切的交谈，老人很热情，儿女不在身边，老
人时常感到孤独和无奈。我们的到来为他们减少了孤独，看
到一位大爷依依不舍的拉着我们聊天，我一阵泪酸……我们
还帮助敬老院拔草，真是有趣啊。

在活动圆满完成之后，回顾整个活动过程，我感慨良多。尊
老敬老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在今
天这个物质愈加丰富的时代里，中年一代的人们却工作日益
繁忙，无暇顾及到身边的父母。

所以，现在的社会有了很多内心孤独无依的老人。我们作为
新时代的大学生和青年志愿者就非常有义务来担起这个社会
责任，继续发扬这个延绵千年的传统美德。我们可以通过自
己的一份努力，给老人带去关爱、欢乐和温暖，树立榜样，
营造全社会尊老敬老爱老的良好风尚，培养和提升公民的社
会公德意识。对此，我们感到很光荣，很自豪。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传递爱的接力棒，给老人们
带去物质支持和精神关怀，引起社会各界对老年人群体更多
的关注。

孤儿院的社会实践活动总结与反思篇三

社会工作专业是指社会(政府或社会团体)以物质精神和服务
等方式对那些因外部、自身和结构性原因不能依靠自己的力



量进入正常的社会生活的个人与群体提供帮助，使他们回复
社会生活能力，协调社会互动关系，提高社会生活质量，增
强社会福祉的专业方法。

社会工作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所以深入社会，把理论
运用到实践中成为本专业的重要课程之一。本次实践的目的
有：

1、了解儿童福利院的组织结构

2、深入学龄儿童中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

3、巩固理论知识，锻炼实际工作能力，增强了社会工作的兴
趣和热情

二、实践单位介绍

xx儿童福利院xx年建院，主要收养了一些生理残疾、孤儿等
失依儿童，并采取家庭寄养等社会化的方式，接纳了许多失
依儿童，给予他们生活以及教育帮助。目前，其中儿童总数：
170名。残疾儿童：80名年龄段分别为：0-2岁，50名;8-17岁，
35名;3-7岁，80多名，其中8-17岁为学龄儿童，3个高中生，
十几个初中生，其余的为小学生。

我的工作主要是在教育科室，针对小学和初中的学生进行学
习辅导，批改作业，与他们聊天等，偶尔会接触学前儿童，
其余时间便是整理图书。本文的报告主要围绕与孩子们的工
作展开。

三、实践内容与个人体会

我原本是带着疑惑与好奇来到儿童福利院的，因为我们经历
了一系列的程序才如愿以偿地进入这个“神秘”的地方。体
检，门卫的质问，登记，会议室的等待，甚至是在真正开始



工作时才遇见院里的孩子，这让我不由得对传说中的福利院
心起疑惑。我也原本以为那些儿童会有我想像中怪异。

当是，我所经历的，却颠覆了我的一切。

福利院工作人员给我们一些简单的要求，不要打听他们的身
世，为院里的工作保密。

他们之中有一些是先天残疾的孩子。有肢残、侏儒、皮肤病、
视听障碍、发音不请，智力发育不全等原因，幼时被父母遗
弃，或者失去监护的失依儿童，生命以这种形式出现，让我
们去了解这个非正常社会化的孩子群体的生存状况与精神生
活。

我最先接触了是四五左右岁的学前儿童，学前儿童分为小中
大班，较多的时间还是和学龄的儿童的接触。

在十天的实践中，我把他们的特点主要归纳为以下三点

1、他们大部分热情而脆弱

学前的儿童有专门的幼儿老师，上午和下午都由那些受到专
业训练的老师带领做活动，唱歌，跳舞，学诗等等，她们都
是年轻的而有活力的女孩子，所以这个院里的活力，很大一
部分来自于她们，这是院方的明智之处。中午由老师带领着
就餐，其余时间由生活老师带领，在寝室休息。遇到我们这
些陌生人，他们却一点也不怕生，就凑到你的身边，热情
叫“阿姨”，我最为感动是，他们都及其希望他们的拥抱，
哪怕是牵手，也可以让他们开心。往往，他们会莫名其妙地
哭起来，仅仅只是引起别人的注意而已。老师的稍微的批评，
他们也会放在心里。其实，简单地说，就是需要他人的关注，
我们知道，福利院虽然编制人员众多，甚至正式编制员工是
孩子人数的一般，但是真正与孩子接触的人，却是极为少的。
而在家庭中的孩子，却是众人的宝贝，一大堆人围着他(她)。



所以不难理解，他们的热情来自于对他人关注的渴望。这也
让我认识到在儿童成长时期，来自父母等亲人的肢体交流的
重要性。心理学上讲，那些与父母有健康肢体交流的孩子，
心理上比那些缺乏身体交流的人更健康，在以后的人际交往
中也会更加顺利、坦然。其实，成年人又何尝不是?有时候，
一个温暖的拥抱，许多痛苦，郁闷，委屈就可以释怀。

2、他们是与别的儿童一样，是天使，却是有点忧伤的天使

他们不是想像中那种封闭的古怪的孩子，他们也充满这阳光
与朝气，会依依呀呀学语，遇到一个陌生人会带着好奇心来
打量着，只是会让人心酸得看到，他们会叫食堂的叔叔
为“爸爸”，看见经常来看望他们是的好心人为“妈妈”。

我的大部分工作就辅导学龄儿童的家庭教育，他们从小学一
年级到初中二年级都有，大部分只是智力正常的孩子，在附
近的学校正常上学，中午有专门的员工给送饭，下午回来在
院里的教室里复习功课，周六周日由专门的老师或者志愿者
监督他们学习，还有专门的家教。他们和当年的我们一样，
想尽快的完成作业，痛恨考试，责问是谁发明了诸如“语
文”“数学”“英语”等这些令人烦恼的学科。

他们也很关注社会中的流行，我清楚地记得，在一次听写汉
字的过程中，我报出“杰”，然后组词“杰出”、“俊杰”，
他们还是等了一会儿，一个男孩问，是不是“周杰伦”
的“杰”，这才发现，他们也是接触社会的，对流行歌曲也
很熟悉。

他们之间也是像一般孩子那样开玩笑，聊天，讲学校里的事
情，不是那种冷冰冰的关系，他们多像兄弟姐妹班的关系，
大一点的孩子照顾一二年级的孩子，这让我很感动。

只是，有时候，在学习过程中有不耐烦、不合作的倾向，会
发呆，忧郁的面孔，让人疼惜地想，他们也会有心事呀!有一



天，一个孩子突然问我，“姐姐，为什么人会死?”我当时就
震住了，那么小的孩子，怎么会考虑这样深奥而没有答案的
悲观的问题，我自己知道，人一旦考虑了生与死的问题，他
似乎就成熟了，也就多了对有关自己生命的思考。我对她说
了很多，记得最清楚的一句就是“有生就有死呀”，其实这
句话里本身就包含了悲观的意味。我该怎么给一个十来岁的
孩子讲生死的问题呢?他们也有对我们的难言之隐、排斥性的
冷漠，然而当他们真正把生活中的问题暴露在我们面前时，
许多时候我们难以理解、难以正确分析。

3、院里的孤独与梦想

孤儿院的社会实践活动总结与反思篇四

当老师们和同学们一走进教室，小朋友就一下子兴奋起来，
喊着爸爸、妈妈、抱抱等简单的词语，我们也很快进入角色，
与小朋友们互动。

我们把事先准备好的零食拿给小朋友吃，陪他们一起看电视、
搭积木，抱着他们在教室里逛逛。

小朋友们不奢望我们有什么特长会表演什么节目，他们只想
坐在爸爸妈妈的腿上静静地看着我们。

我们跟他们一起合影时，他们会摆出pose，竖起两个手指，
喊yeah!。

他们会把照相机抢过去，从相机里面看看自己的模样。

他们会把妈妈的头绳拉下来，亲自给妈妈扎辫子。

上午10点，准时开饭了，年龄稍大一点的小朋友坐在方桌边，
自己吃饭，我们就一对一喂年龄小一点的小朋友吃饭。



他们一个比一个乖，会互相督促坐好，吃饭，一口接一口，
不一会儿一大碗盖浇饭就已经吃完，一粒米饭也不会浪费。

饭后稍做休息，便是午睡时间，孩子们认识自己的床位，会
自己脱下外裤穿好睡裤，会把袜子放到鞋子了。

下午我们向老师们了解了他们的情况，和春节的心情，老师
们说：他们不会感到孤单和寂寞，反而会感到快乐，因为福
利院对他们来说就像家一样。

下午我们和孩子们玩起了小学或幼儿园才玩起的游戏，他们
都很开心。

傍晚我们要走的时候，福利院的老师和孩子们都出来送我们，
和我们说再见。

回家后，我认为这些孩子是不幸的，然而有着社会上许许多
多好心人的关心和照顾，还有些好心人领养他们，他们又是
幸运的。

我们同学中有一些已经为人父母，有些结婚了还未育有孩子，
有些还是未婚，状态不同每个人也都有不同的感触。

为人父母的同学们觉得他们是那么听话那么可爱;结婚还未育
的同学们觉得孩子是爱情的结晶，但是要优生优育，要勇于
承担父母的责任。

一天的社会实践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是留在老师们和
同学们心中的回忆不会消失，同学们也觉得关爱这些小朋友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今后可以经常开展。

孤儿院的社会实践活动总结与反思篇五

1、了解儿童福利院的组织结构



2、深入学龄儿童中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

3、巩固理论知识，锻炼实际工作能力，增强了社会工作的兴
趣和热情

二、实践单位介绍

三、实践内容与个人体会

1、他们大部分热情而脆弱

2、他们是与别的儿童一样，是天使，却是有点忧伤的天使

3、院里的孤独与梦想

十天时间很快结束了，我想，我来到福利院之

社会工作专业是指社会(政府或社会团体)以物质精神和服务
等方式对那些因外部、自身和结构性原因不能依靠自己的力
量进入正常的社会生活的个人与群体提供帮助，使他们回复
社会生活能力，协调社会互动关系，提高社会生活质量，增
强社会福祉的专业方法。

社会工作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所以深入社会，把理论
运用到实践中成为本专业的重要课程之一。

本次实践的目的有：

1、了解儿童福利院的组织结构

2、深入学龄儿童中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

3、巩固理论知识，锻炼实际工作能力，增强了社会工作的兴
趣和热情



二、实践单位介绍

我的工作主要是在教育科室，针对小学和初中的学生进行学
习辅导，批改作业，与他们聊天等，偶尔会接触学前儿童，
其余时间便是整理图书。

本文的报告主要围绕与孩子们的工作展开。

三、实践内容与个人体会

我原本是带着疑惑与好奇来到儿童福利院的，因为我们经历
了一系列的程序才如愿以偿地进入这个神秘的地方。

体检，门卫的质问，登记，会议室的等待，甚至是在真正开
始工作时才遇见院里的孩子，这让我不由得对传说中的福利
院心起疑惑。

我也原本以为那些儿童会有我想像中怪异。

当是，我所经历的，却颠覆了我的一切。

福利院工作人员给我们一些简单的'要求，不要打听他们的身
世，为院里的工作保密。

他们之中有一些是先天残疾的孩子。

有肢残、侏儒、皮肤病、视听障碍、发音不请，智力发育不
全等原因，幼时被父母遗弃，或者失去监护的失依儿童，生
命以这种形式出现，让我们去了解这个非正常社会化的孩子
群体的生存状况与精神生活。

我最先接触了是四五左右岁的学前儿童，学前儿童分为小中
大班，较多的时间还是和学龄的儿童的接触。

在十天的实践中，我把他们的特点主要归纳为以下三点



1、他们大部分热情而脆弱

学前的儿童有专门的幼儿老师，上午和下午都由那些受到专
业训练的老师带领做活动，唱歌，跳舞，学诗等等，她们都
是年轻的而有活力的女孩子，所以这个院里的活力，很大一
部分来自于她们，这是院方的明智之处。

中午由老师带领着就餐，其余时间由生活老师带领，在寝室
休息。

遇到我们这些陌生人，他们却一点也不怕生，就凑到你的身
边，热情叫阿姨，我最为感动是，他们都及其希望他们的拥
抱，哪怕是牵手，也可以让他们开心。

往往，他们会莫名其妙地哭起来，仅仅只是引起别人的注意
而已。

老师的稍微的批评，他们也会放在心里。

其实，简单地说，就是需要他人的关注，我们知道，福利院
虽然编制人员众多，甚至正式编制员工是孩子人数的一般，
但是真正与孩子接触的人，却是极为少的。

而在家庭中的孩子，却是众人的宝贝，一大堆人围着他(她)。

所以不难理解，他们的热情来自于对他人关注的渴望。

这也让我认识到在儿童成长时期，来自父母等亲人的肢体交
流的重要性。

心理学上讲，那些与父母有健康肢体交流的孩子，心理上比
那些缺乏身体交流的人更健康，在以后的人际交往中也会更
加顺利、坦然。

其实，成年人又何尝不是?有时候，一个温暖的拥抱，许多痛



苦，郁闷，委屈就可以释怀。

2、他们是与别的儿童一样，是天使，却是有点忧伤的天使

他们不是想像中那种封闭的古怪的孩子，他们也充满这阳光
与朝气，会依依呀呀学语，遇到一个陌生人会带着好奇心来
打量着，只是会让人心酸得看到，他们会叫食堂的叔叔为爸
爸，看见经常来看望他们是的好心人为妈妈。

我的大部分工作就辅导学龄儿童的家庭教育，他们从小学一
年级到初中二年级都有，大部分只是智力正常的孩子，在附
近的学校正常上学，中午有专门的员工给送饭，下午回来在
院里的教室里复习功课，周六周日由专门的老师或者志愿者
监督他们学习，还有专门的家教。

他们和当年的我们一样，想尽快的完成作业，痛恨考试，责
问是谁发明了诸如语文数学英语等这些令人烦恼的学科。

他们也很关注社会中的流行，我清楚地记得，在一次听写汉
字的过程中，我报出杰，然后组词杰出、俊杰，他们还是等
了一会儿，一个男孩问，是不是周杰伦的杰，这才发现，他
们也是接触社会的，对流行歌曲也很熟悉。

他们之间也是像一般孩子那样开玩笑，聊天，讲学校里的事
情，不是那种冷冰冰的关系，他们多像兄弟姐妹班的关系，
大一点的孩子照顾一二年级的孩子，这让我很感动。

只是，有时候，在学习过程中有不耐烦、不合作的倾向，会
发呆，忧郁的面孔，让人疼惜地想，他们也会有心事呀!有一
天，一个孩子突然问我，姐姐，为什么人会死?我当时就震住
了，那么小的孩子，怎么会考虑这样深奥而没有答案的悲观
的问题，我自己知道，人一旦考虑了生与死的问题，他似乎
就成熟了，也就多了对有关自己生命的思考。



我对她说了很多，记得最清楚的一句就是有生就有死呀，其
实这句话里本身就包含了悲观的意味。

我该怎么给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讲生死的问题呢?他们也有对我
们的难言之隐、排斥性的冷漠，然而当他们真正把生活中的
问题暴露在我们面前时，许多时候我们难以理解、难以正确
分析。

3、院里的孤独与梦想

因为孩子很多，院方的管理人员往往没有能够叫出他们各自
的名字，特别是对于那些内向而不愿交往的孩子。

我不想他们成为无名氏，所以我见他们的第一天，在课程过
后，我先告诉他们我的姓名，电话号码，然后让他们在一张
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第二天我就能够记住他们了，我想这
是对他们人格的尊重吧!也是和他们进一步接触的方式吧!

福利院是一种封闭式的管理，除了学校上课的时间，他们便
是呆在院里，很少出门，偶尔有大孩子去打篮球，他们很少
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

他们在福利院，一般情况下是断然不准出去的?我问过他们，
他们说偶尔有机会带他们出去玩，大一点的孩子对**还是很
熟悉的。

我们发现他们的理想也是缤纷漂亮的，我问过他们以后想干
什么，他们有想当老师的，翻译家的等。

有的孩子，学习很认真，我告诉他们学习之改变自己的很好
的出路。

当然青春期的叛逆与烦恼，来不及让他们想太多以后的事情。



十天时间很快结束了，我想，我来到福利院之前，是带着好
奇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为外界所不知的地方的，走的时候我才
发现，其实，自己一直是一个以感情介入其中的人，即使写
这个实践报告的时候，我还是如此。

对他们的关照，也让我重新审视了一下自身的成长过程，我
曾经的烦恼，他们也会有，当然，也许回会有我所没有经历
的苦难或者伤感，但我一直相信，他们，一定会健康地成长
的，也会长大，谈恋爱，上大学，找工作，成家立业，成为
千万普通人中间的一位。

我相信的!

《孤儿院社会实践报告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