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暑期儿童关爱服务工作总结(大
全5篇)

总结是指对某一阶段的工作、学习或思想中的经验或情况加
以总结和概括的书面材料，它可以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提高工作效益，因此，让我们写一份
总结吧。怎样写总结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总结应该怎么写
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总结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暑期儿童关爱服务工作总结篇一

20xx年xx月xx日到20xx年xx月xx日开展的关爱留守儿童的活
动，已经成功结束了。作为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我
想还是得好好地总结一下，有了良好的总结才能够保证未来
再进行类似的活动时更上层楼，也能够确保现在活动会出现
的问题在未来因为吸取了教训而不再出现。

这一次我们的活动持续了足足有三个月，这三个月，我相信
是所有留守儿童吃的最饱也最满意的三个月吧!我们单位组成
的关爱队伍，给他们做了三个月的饭，让每一个留守儿童都
尝到了久违的妈妈的味道，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关
爱着他们的人，还是有他们希望看见的微光。

这一次我们的活动得到了国家的帮助，我们关爱的这些留守
儿童中到了育龄的儿童，都在这三个月里重返了校园。看着
他们在教室里认真听课的模样，我和我的同事们都由衷地感
到了幸福。这是一种充实的学会爱人的幸福。我们在这三个
月里做到了，达到了我们之前在活动之前的计划，实现了留
守儿童们都重返校园的愿望。

在这一次的活动中，我们注意到这些一开始都像是要哭了的
留守儿童，现在也开始笑了，他们知道有人在关心他们，在
爱护他们了，他们知道他们不是被爸爸妈妈丢弃的孩子，更



不是国家忘记了孩子。他们在活动中得到了关爱，他们终于
笑了，笑得像一个孩子，像一个在这个年纪无忧无虑的.孩子
了。

然而，在三个月的活动中，我也意识到这些留守儿童们有多
久没有获得过关爱了。在三个月的活动过后，我更是意识到，
我们这个活动结束之后，这些孩子们还会继续过去的那种生
活吗?又会有其他的单位或者组织来救助他们吗?我不知道。
这让我觉得我们的活动也像是一个形式化的组织队伍，根本
无法保障这些孩子们未来的快乐和成长。我在这次活动过后，
又开始重新计划关爱留守儿童的活动了，我想这项关爱活动
的周期不应该是三个月，而应该是孩子们的一生。这就要求
我们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来帮助他们了。嗯，现在还实
现不了的话，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争取的!为了得到孩子
们的笑脸，我愿意去争取!

暑期儿童关爱服务工作总结篇二

今年在盐城市阜宁县阜宁附小开展了为期2天的'以“关爱留
守儿童、共担社会责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实践活动。这这
次的走访中，那些孩子给了我们相当大的震撼，无论从学习
上还是从生活上来说我们都受益匪浅，留守儿童大多是隔代
监护即由孩子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进行看护，但在走
访中我们发现这种方式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学习方面，留守儿童的学习两极分化现象较为严重。有
些留守儿童知道家里供其读书不易，同时也体谅到父母的辛
劳，因而发奋学习，成绩很是优异，走访中可以看到墙上贴
满了奖状;但是有的留守儿童由于在留守期间是和年迈的祖父
母、外祖父母或其他亲友生活在一起的，生性调皮贪玩，由
于监护人文化水平低，没有能力辅导孩子的学习，重养轻教，
致使孩子在学习时得不到有效的督促和引导，导制他们在学
习上自觉性差，纪律不强，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被动地学
习，学习成绩较差。



二、性格方面。在走访中发现不少留守儿童较内向，逆反心
理较重。有些孩子很好交流但是也有孩子沉默寡言，由于他
们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外出打工，孩子的人际交流能力没有得
到有效培训，而祖(外)父母多数情况下也缺乏这方面的技能，
因此，当这些孩子长大后，人际交流的能力并没有得到同步
发展，很难和别人沟通。在这次社会实践中，我们看到了留
守儿童对于生活执着的追求，看到了他们为改变命运做出的
努力，一个喜欢写小说的留守儿童在回答为什么喜欢写小说
时这样说道:“现实世界过于残酷，只有在小说中才能有完美
的结局”这是何等的震撼人心，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却说出如
同饱经世事的中年人所说的话，让我们深思，让我们感慨。

或许在自己父母亲眼里，还没有走出大学校门的我们仍然是
一群孩子。但是面对着农村儿童，我们俨然看到了我们那逝
去的童趣。走了，或许再也不会来这里，或于我们的命运再
也不会相交，但这片土地，这群孩子，这片空气都将成为我
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艰辛知人生，实践长才干”。通过关
爱留守儿童的社会实践活动，使我们逐步了解了社会，开阔
了视野，增长了才干。“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
书”，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我们应当在社会实
践活动中认清自己的位置，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只有
真正的理解社会实践的意义，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知识与能力，
才能在今后遇到挫折与挑战时，用自己在实践得到检验的知
识与能力去解决它，克服它。社会实践使大学生找到了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点，而那些只重视理论学习，忽视实践环节的
人，是不可能有长远发展的。

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不仅要好好学习掌握现代化的知识，
而且还要多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运用知识、更好的掌握
知识;在实践中了解社会发展，才能锻炼自己、发展自己，使
自己将来能更好地投身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只有到实践中
去、到基层中去，把个人的命运同社会、同国家的命运联系
起来，才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正确之路。



暑期儿童关爱服务工作总结篇三

为了提高社区党员志愿者的服务技能，同时进一步普及心理
健康知识，提高老人的心理健康素质，帮助社区居民更好地
应对心理健康问题，20__年6月15日，大明宫街道锦园新世纪
花园社区志愿者服务站针对社区老年人实际情况，特邀请到
心理专家文秋玲老师为社区老年人开展了一次"关爱空巢老人
心理健康"的培训讲座，社区的党员志愿者和老人共60余人参
加了培训。

讲座围绕老年群体心理健康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相关因素进行
了探讨，通过分析现状、讲解成因、现场提问等形式为社区
中老年居民介绍了老年人的心理现状、心理需求、心理健康
标准和心理疾病的预防等方面内容，同时通过举例分析，为
社区老年人传授心理健康知识以及心理疏导的基本方法和技
巧。

社区的党员志愿者和空巢老人实行的是一对一的帮扶制度，
平时会定期走访空巢老人，与老人沟通聊天，关心、帮助空
巢老人，此次培训讲座既教会了老年人如何进行心理疏导，
也让志愿者们学会了如何对他人进行心理疏导。

活动最后，老年朋友们一人一句发言，居民王振福还自愿发
表了一段感言，说出了老年人的心声和对生活的热爱。

通过此次培训讲座，使社区老年人对心理健康有了全新的认
识，学会了在生活中适时调节自己，从而活得更加精彩;同时
让社区内的老人们感受到了社区与党员志愿者的温暖，达到
了活动的预期目标，受到了社区居民的一致肯定。

暑期儿童关爱服务工作总结篇四

为促进辖区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丰富他们的暑期生活，坪



山区马峦街道于近日开展多项活动加强对辖区孩子的教育和
引导，致力打造儿童友好型社区。

8月18日至26日，坪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万分站点开展“童
心向党，活力坪环”儿童成长小组活动，活动共分5次进行，
累计服务50人次。

活动中，工作人员以观看影片、学习科学知识、进行科学实
践的形式，带领孩子们学习电报机、悬浮列车、火箭等模型
制作，了解为党和国家作出卓越贡献的伟大人物事迹。从这
些作品的背后，孩子们感受到了先辈们在国家大义面前不惧
艰险、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和祖国日渐强大的自豪。

活动结束后，孩子们纷纷分享自己的作品，脸上挂满笑容，
有家长说：“活动不仅让孩子对科学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
也让大家在积极参与中体会团结协作的快乐。”

8月17日-26日，马峦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了主题为“绿色
缤纷乐，种出好心情”的园艺减压小组活动。

活动伊始，工作人员引导孩子们开展互动游戏，促进孩子们
之间的交流和认识。在接下来的课程中，工作人员带领孩子
们开展压花团扇、香包及微景观制作等手工活动，带领孩子
们走进自然，感受生命之美，调节孩子们的学习压力，培养
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

暑期儿童关爱服务工作总结篇五

为使创先争优活动落到实处，真正做到为居民办实事解民忧
惠民生，朝重社区将“关爱空巢老人”提到了工作日程，精
心筹划、周密安排，采取有力措施，进行组织实施，收到良
好效果。



在开展“关爱空巢老人”活动中，社区组织成立志愿者服务
队，采取“一对一”或“多对一”的形式，了解“空巢老
人”的需求，包括孤寡老人、“三无”人员、子女不在本市
工作身边无人照顾的高龄老人，针对他们面临的心灵孤独、
日常生活无人照料等主要困境，为空巢老人提供心理抚慰、
应急救助、健康保健、文体活动、法律援助等服务。同时，
服务专干带领社区民警、巡防联络员针对老人的救助服务需
求，登门与共建单位领导协调，使其将空巢老人共建服务纳
入本单位工作内容，确定专人协调落实。

1、生活照料方面：组织邻里低龄老年志愿者30人，每周到高
龄空巢老人家敲门问候，为他们提供服务上百次；每逢重大
节日，组织青年志愿者到老人家里探望，陪老人过节，让空
巢老人享受儿女般的亲情4次。

2、心理抚慰方面：社区组织以时方兴为首的具有心理学知识
的志愿者，不定期的为精神寂寞和有心理疾患的空巢老人开
展精神关怀服务，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咨询和心理疏导，帮
助空巢老人解开心结21次。

3、健康保健方面。依托朝重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站，为社区全
部空巢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包括健康情况、生活习惯、体检
情况等），开展健康讲座3次、保健咨询15次、义诊2次等医
疗服务。

4、应急救助。成立以刘小艳为队长的应急救助服务队，强化
应急知识培训，在老人急病、急需时提供应急救助服务；开
展应急知识讲座，宣传防灾避险、疏散安置、急救技能等应
急处置知识，为老人提供抢险救援、设施抢修等应急救助服
务，全年共开展应急知识讲座2次，参加人员42人次。

5、文体健身。利用社区文化活动室、老人学校等平台，组织
老人加入秧歌队、棋牌队、健身舞队，丰富老人的精神文化
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