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项目策划书(大全7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活动项目策划书篇一

1、活动地点：男生宿舍楼下一块废弃的草坪，被改造为翱翔
农庄。

2、活动方式：

1）在校园开展农耕种植活动

2）进行果皮、树叶、厨余堆肥

3）将部分农作物制成书签等标本，用于展示。

4）编辑校园农耕活动手册

3、现阶段活动概况：

1)项目组同学根据劳动需要分为策划组、管理组、技术组、
美工组、宣传组四小组

2）管理组同学安排社内成员及志愿者每日进行农耕值班劳作。

3）进行豆渣堆肥实验，将食堂做豆浆后的豆渣运到农庄进行
堆肥实验肥田。

4）暑期将前往河北枣强县探访安金磊进行学习，并在当地进



行生态农耕相关问题调研和环保知识宣传。

4、近期计划（时间：今年7月至明年2月）

7月-8月：

翻修添置损坏的农具，加置必要工具。

做一块木制宣传板，介绍翱翔有机农耕实验田，让来往的`人
群更加了解生态农业，健康农耕的理念。

前往安金磊处学习考察，拍摄dv纪录，在北京周边调研考察，
整理资料并总结。

8月-9月：

留校同学进行农庄护理，种植秋季作物。

9月-10月:

翱翔农庄后的文化墙绘制，使菜园更具吸引力。、

整理校园农耕资料，编辑校园农耕有机种植小册子。

10月-11月：

给土地加盖塑料膜，防止沙土飞扬。进入冬季休耕期。

去后海，西二旗等一些社区探访调研，与居委会商议，尝试
将小区部分草坪改为都市农耕用地。

11月-明年2月：

购买必要农耕书籍。



规划明年校园农耕。

长期预期目标：

1）种植管理好校园农耕实验田。更多学校的同学能够参与农
耕实践，学习生态农耕知识。

2）在北京申请社区农耕地，人们能够进行有机耕作、堆制机
肥，能买到当地农友的有机农产品。

3）更多从事生态耕作的农友的农产品能被销售出去，生态收
入的调研结果反馈给当地鼓励他们参与有机种植。

短期预期目标：

1）校园农耕具有较完备的硬件设施，项目组进一步优化完善。

2）绘制文化墙，制做宣传板，制做dv短篇宣传，增强社内外
成员对校园农耕及生态农业认识。

3）制做今年的校园农耕手册，使今年进行的农耕知识、经验
总结。

翻修添置损坏的农具150元

翻新水管，加购一个高压喷头300元

走访安金磊处，用于dv纪录录像带购买300元

用于除虫的烟叶草等50元

秋耕需添置种子50元

做一块木制宣传板，介绍翱翔有机农耕实验田300元



整理校园农耕积累资料，编辑校园农耕有机耕种小册子。350
元

农耕书籍的购买200元

dv短篇制做300元合计20xx元

学校给与的社团活动经费

北京林业大学翱翔支农与实践社

活动项目策划书篇二

（1） 环保我最行：首先我们在空旷的篮球场地上的中间位
置画了一个圈，圈里面放置了很多塑料瓶，只需一个球门即
可。可将参赛者分为数组，每组队员相等，分别至少6人，每
两组队员为一小队，任意组队，每组队员之间仍为竞争对手。
比赛开始时，每次有一队参赛，一队的比赛时间为4分钟。同
组的六人中，每3人分别站在场地的终点和起点处等候比赛开
始。一队中每组首先上一名选手，由篮球场的一侧向另一侧
踢球，踢足球的到圈地的位置时，便捡起一个塑料瓶，然后
继续向终点踢球，当第一名选手将手中的塑料瓶扔进终点处
的垃圾桶之后，同组在终点的选手便可出发，同样是一边踢
球一边返回起点，到达圈地处时，仍需捡起一个塑料瓶，然
后第二名选手将手中的塑料瓶扔进起点的垃圾桶之后，同组
第三名选手可出发。踢球过程中所捡起的塑料瓶必须让选手
边踢球边带回起点处或终点出，不然所捡的塑料瓶一律不计
入比赛成绩，（即无效塑料瓶）。所捡的塑料瓶记为这名选
手的比赛成绩。之后便按照相同的比赛规则进行。等到4分钟
结束后，捡到有效塑料瓶最多的小组获胜。

（2） 花样环保： 可将参赛者分为数组，每组队员相等，分
别至少8人。一场比赛同时有两组参赛。比赛开始时，第一名
选手一手拿着塑料瓶，另一手运着篮球，从篮球场的一侧运



到篮球场的中场线，这时可将手中的塑料瓶往中线处的垃圾
桶投射，只要投进垃圾桶即可，然后立即返回起点，与同组
的第二名选手击掌，这时同组的第二名选手即可开始运球前
进，按照同样的方式循环，直到所有参赛队员完成为止。最
终比赛成绩为该组队员完成任务的时间，时间最短的组获胜。

（3） 环保接力赛： 先将参赛的小朋友们分组，每组8~10人，
给每人分发一个废纸团。每组参与游戏的时间大致为3分钟。
（此游戏是建立在接力赛的基础上的。只是形式有点变化）。
第一个小朋友从我们规定的起点开始起跑，当跑到另一端的
终点时，再跑回原本的起点，将手中的废纸团交给同组的第
二个人，此时第二个人开始起跑，按照相同的路线跑，排第
几的小朋友手中就必须握有几个废纸团，依此类推。如果在
跑步的过程中，废纸团不小心掉落，此时小朋友必须将废纸
团捡起来，再继续向前跑。最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最后一
名选手手握最多废纸的队伍为胜。

（4） 环保大行动：比赛以家庭为单位，类似于三人四足。
首先将家长和孩子的脚用绳子绑起来，还在在中间，分别与
家长的一只脚绑祝比赛开始时，家长一人运一个篮球共同从
起点开始前进，到终点的时候，孩子和家长没有运球的手要
拿起在终点线上的塑料瓶，除运球的手之外，每一只手上都
要有塑料瓶。然后再运球往起点走，重新回到起点用时最少
的家庭胜出。

（5） 运动起来环保：

1） 收集废旧的可回收物品

2） 将收集的物品进行交换（以物换钱，钱用纸张制作）

3） 颁发奖品（包括鼓励，奖纪念奖）

1）有自愿者收集废旧塑料瓶或者废旧纸盒等一些可以回收的



物品。（或者让小选手们自己去收集废旧物品，给定一定的
时间看哪小个选手收集得多，活动过程一小朋友为主，家长
只能进行一定的指点或者帮助。）如果让小选手自己收集也
算活动的一个步骤。

2）让小选手的家长（最好是爸爸和妈妈一起参加的）通过体
育比赛例如跳绳，踢毽。来换取时间让小选手寻找志愿者已
经收集好的废旧可回收物品，看谁找到的多。（如果是小选
手自己收集的，就让小选手的家长通过前面的体育竞赛活动
来赢取时间让小选手去用收集的物品从志愿者那里换钱看谁
换的钱多）

3）找到物品后让小选手们参加体育竞赛活动获取时间让家长
们去志愿者那里兑换钱，看哪组得到的钱多。（如果已经进
行过钱物交换，这一环节就让小选手参加体育竞赛活动来换
取时间让家长从志愿者那里获取已经交换了的物品，家长来
取可以通过蛇形跑道来龋看哪一组得到的物品多。）

4）由志愿者选定一个地点让小选手和家长一起（将他们的腿
绑在一起将物）品运抵指定地点。看那组用时最短。

备注：这类比赛分别取前三名，颁发奖品与证书。环保知识
竞赛、环保才艺展示以家庭为单位，同样是取前三名颁发奖
品和证书。

1、运动前必须带小朋友们做准备活动；

2、活动结束后要适当地做些放松运动；

4、此项目正在我参与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主办的“爱超
越”活动实施中，但是此项目策划书有所完善，是在“爱超
越”的项目开展过程中不断改进的，具有更强的实施性。



活动项目策划书篇三

为了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提升企业凝聚力，提高员工
积极参加体育运动的.热情，养成锻炼身体的好习惯。公司决
定举办“爱生活·爱运动·爱健康”——芙蓉中心第二届秋
季趣味运动会。

快乐工作，享受人生，健康生活为宗旨

3.1在10月25日下班前负责购买活动奖品、应急医疗用品及活
动器材。

3.2在10月26日上午确定参赛人员名单，负责整理、发布公告
具体参赛人员名单及活动时间。

3.3在10月26日下午负责安排各班组负责裁判人员进行沟通比
赛细则.

4.1提前清理好活动现场，做好活动场地的布置。

4.2把活动器材按规定摆好、宣传横幅的置挂、检查音响、话
筒是否有问题以及位置的摆放。

4.3裁判及参赛人员做好准备。

5.1各参赛队按秩序入场

5.2领导发言

5.3裁判代表发言.

5.4参赛代表发言

5.5运动会正式开始



5.6安排人员对某一项目进行拍照，留档。

6.1组织人员清理现场

7.1各小组之间衔接好

7.2裁判员要记录好比赛成绩

7.3比赛场地提前布置好，排好活动比赛顺序。

活动项目策划书篇四

为了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提升企业凝聚力，提高员工
积极参加体育运动的热情，养成锻炼身体的'好习惯。公司决
定举办“爱生活·爱运动·爱健康”——芙蓉中心第二届秋
季趣味运动会。

快乐工作，享受人生，健康生活为宗旨

3.1在10月25日下班前负责购买活动奖品、应急医疗用品及活
动器材。

3.2在10月26日上午确定参赛人员名单，负责整理、发布公告
具体参赛人员名单及活动时间。

3.3在10月26日下午负责安排各班组负责裁判人员进行沟通比
赛细则.

4.1提前清理好活动现场，做好活动场地的布置。

4.2把活动器材按规定摆好、宣传横幅的置挂、检查音响、话
筒是否有问题以及位置的摆放。

4.3裁判及参赛人员做好准备。



5.1各参赛队按秩序入场

5.2领导发言

5.3裁判代表发言.

5.4参赛代表发言

5.5运动会正式开始

5.6安排人员对某一项目进行拍照，留档。

6.1组织人员清理现场

7.1各小组之间衔接好

7.2裁判员要记录好比赛成绩

7.3比赛场地提前布置好，排好活动比赛顺序。

活动项目策划书篇五

现代女性与旧时女性自然有许多不同之处，思想的解放，观
念的更新，生活的求新。畅谈现代社会对妇女的重视，我们
地位的提高。现在，我们的'妇女地位不断地提高，自我保护
意识越来越强，国家法律、政策也越来越对我们有利，我们
妇女同胞们已真正地成为半边天。

整体目标：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具体目标：

1、邀请辖区的部分妇女代表和计划生育协会会员庆祝自己的
节日

2、宣传计划生育工作



3、增强社区妇女有自我保护意识

4、提高社区妇女的健康水平

为庆祝一年一度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同时为了搞好这
次的庆祝活动。嘉陵社区特举办了一次大型的“畅想女人新
生”为主题的活动。邀请辖区的部分妇女代表和计划生育协
会会员参加。3月8日上午9：25分至下午5：00分在社区会议
室及社区活动中心举行。这次参加活动的妇女代表和计划生
育协会会员共有32人。

制作黑板报宣传并分发活动宣传单，及送发请柬。

1、如果当天下午下雨，游园活动无法进行。则改为在社区会
议室看一部关于女性的电影。

2、如果人数太多，礼物准备不够，则在采购时，多准备10
到15个小礼物。

3月9日听社区工作人员的描述和看社区工作人员的记录。

社区活动策划书--3

隆重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96周年

1、男女平等，尊重妇女2、纪念妇女节96周年3、为民热情周
到

整体目标：让社区妇女在自己的节日里，快乐地秀出自己的
亮丽风采具体目标：

1、通过腰鼓舞，展现社区妇女的快乐和优美的舞姿；

2、通过猜谜活动，体现妇女的聪明智慧；



3、通过踢毽子和跳绳比赛，展现出妇女的健康体魄和勇于竞
争的精神。

所需人力及工作分配：（共需6人）

4、周老师和王老师负责猜谜游戏

5、熊丽老师和康老师负责打毽儿和跳绳比赛6、张老师负责
活动的突发事件

宣传：将活动有关情况告知38个居民小组长，然后由各组长
负责通知所负责的住户

活动项目策划书篇六

传播先进理念，支援家乡建设；弘扬科学文化，促进农村发
展。

大学生青年联合支农队

大学生青年联合支农队是由，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楠木乡及
周围各乡镇农村大学生，和当地在外务工青年共同组建的，
支援家乡建设，返乡支农性质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它下辖
支农组和支教组，分别负责村民工作和支教活动。

农历20xx年腊月十五至20xx年正月十五

分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历腊月十五至二十七

第二阶段：正月初五至十五

支农服务22天，春节前后共休息8天。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楠木乡槐溪村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楠木乡槐溪村全体村民及全体高、初、
小学生，适当辐射周围村庄村民和学生。

“三农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发展的最大瓶颈，近年来中央
明显加大了解决力度，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免除了农
业税和农村义务教育的学杂费，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目标；刚召开不久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更是着重讨论了“三
农问题”的出路。

在中央政策的带动下，那些关心民间疾苦、热爱公益事业
的“三农大学生”热血沸腾地投入到支持农村建设的事业中，
他们走出大学校园，走进农村田地，身体力行地践行着支农
服务的理念，200多个高校三农社团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另外，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和农村在外务工青年更是有着义不
容辞的责任，他们肩负着全体农民的希望，是农村未来发展
的主力军。因此，在全国高校三农社团风起云涌的下乡活动
中，他们独辟蹊径，喊出了“返乡支农，支援家乡建设”的
口号，开拓了一种全新的支农模式。

一方面家乡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与主流社会缺乏有效的沟
通；乡亲们更是生活贫困，文化素质低下，急需得到有效的
协助。另一方面，农村大学生和在外务工青年是一个广泛的
群体，有着较高的文化素质、信息优势和致富理念；而且对
当地情况十分熟悉，有着较强的改变动力。这样大学生和青
年返乡支农能够全面真实地掌握家乡情况，在科技、文化、
精神、物质上更好地协助父老乡亲，作为家乡与外界沟通的
桥梁，从而更好地促进家乡的发展，普遍地解决“三农问
题”。

同时，大学生和青年返乡支农能够拉近他们与乡亲们的深厚
感情，增强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感，从而减少农村人才的.流失，



促进“以人为本”的农村可持续发展。

农村大学生和青年们，让我们团结起来，以信念和行动返乡
支农，回报家乡，支援家乡建设，促进农村发展，为我们的
父老乡亲谋幸福！

让农村大学生和当地青年进一步了解家乡现状，增强他们对
家乡和父老乡亲们的感情，加强他们对建设家乡、改变家乡
落后面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推动家乡的发展建设，提
高当地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促进当地和谐的可持续
发展。

在高校三农社团支农的模式外，探索一条农村大学生和当地
青年返乡支农的全新模式，位农村大学生和当地青年提供一
种回报家乡、奉献农村的全新途径。

农村大学生和当地青年返乡调查的情况，为决策部门、理论
研究部门提供农村的新信息、新材料，从而促进有关农村政
策的制定和理论的发展，为解决“三农问题”贡献自己力所
能及的力量。

1、前期培训：

下乡后在正式活动前对全体支农队员的培训，为期两天，暂
定为腊月十五和十六。培训老师最好能请到“三农学者”和
专业支农人士，如果不能则由支农队长担任。

培训内容主要有“三农理论”、“支农感性认识”和下乡的
安全意识、纪律观念。培训活动为整个支农活动那个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三农理论”的学习，让队员们充分地认识到三农问题
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了解中国农村现状，理性思考中国农村
的出路，从而认识到返乡支农的重大意义，从思想上重视我



们的支农行动。

“支农感性认识”是指以前下过乡的老队员讲一些下乡感受，
激发队员对支农的浓厚兴趣，调动队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安全知识培训主要讲一些我们在下乡过程中要注意的规定：
如不能单独行动，不要介入村中的矛盾，不要乘坐不安全的
交通工具等。安全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在下乡时必须要有
一个人来担任安全员，安全员具有一票否决权：只要安全员
认为不安全的行动都必须无条件取消。

纪律观念培训主要强调一些支农活动中的纪律，如：吃饭坐
车必须给钱，要尊重当地民族风俗习惯，不轻易许下诺言，
承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纪律观念也是支农活动有效开展的
保障，所以在下乡队伍中也要又严格的纪律要求。

2、简单调研：

培训活动结束后，利用两天的时间（即腊月十七和十八）进
行简单调研。主要是了解和熟悉槐溪村的基本情况，以便于
支农工作的开展。比如村子里有多少老人小孩，在外务工青
年是多少，村里环境状况如何，基础设施怎样，村民生活水
平多高等。

调研方式以“访谈”为主，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进行录音、录
像。但要切忌“破坏性调研”，更不能深度介入村里矛盾，
把自家和亲戚邻居扯进去。调研过程中一定要与当地政府紧
密配合，争取最大的理解和支持。

另外，在调研的同时要以海报、广播、家访等多种形式进行
支教宣传，招收学员，为支教活动奠定坚实基础。

3、专题调研：



专题调研旨在与某个ngo、政府机构或学者媒体进行项目合作，
对农村某种现象进行深度调查，取得第一手资料。比如调研
当地的旅游资源、文化产业、农村发展前景、农村青年就业
状况、农村青年法律意识等。

专题调研可以贯穿我们支农活动的始终，这样我们既可以为
解决“三农问题”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又能申请项目经费，
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4、支农讲座：

农村信息闭塞、农民文化素质低，他们最需要的也就是科技、
教育、文化和精神的协助。而“支农讲座”的主要目的就是
为了传播先进理念、弘扬科学文化，帮助村民早日脱贫致富、
维护自身权利，过有意思、有境界的生活，达到“造血扶
贫”的目标。

讲座内容一定要具体实用，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要考虑
到特殊群体的需要，比如农村妇女、务工青年、种田农户、
农村学生等。经再三考虑，支农讲座主要包括以下十个方面：

政策法规讲解、法律知识讲解、医疗卫生讲解、家庭教育讲
解、环保知识讲解、心里健康讲解、婚姻知识讲解、真假钞
票识别、沼气推广讲解和农产品市场讲解。

讲座人员最好能请到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如果不能就由支
农队员自愿担任，但一定要准备充分，宁缺毋滥。

讲座时间可以随时安排，只要有条件就上。

支农讲座一定要跟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紧密合作，争取得到
他们的最大支持。比如楠木乡正在推广沼气技术，我们可以
与乡政府共同努力，宣传沼气知识，发挥我们自身的最大优
势，授惠于农。



另外，除了讲座我们还可以制作一些知识宣讲小册子，散发
到村民中间，让村民长时间受益。比如把在外务工如何维护
自身权益和相关知识印成小册子，发给回家的务工青年。

5、帮助贫困户和贫困学生：

贫困户和贫困学生在农村是相对的弱势群体，是最应该得到
帮助的，因此他们也是我们的重点服务对象。

下乡前我们要在学校进行募捐，将所得衣物、书籍发放给村
里的贫困户和贫困儿童，虽然东西不多，但代表我们的心意。

另外，要对贫困儿童进行重点教育，让他们树立自信，努力
拼搏。

6、放电影：

现在农村娱乐活动几乎断绝，电影也慢慢退出农村，农民精
神文化生活十分贫乏。因此放电影不仅可以丰富村民的精神
生活，还是村民了解外界的一个窗口。但是影片思想必须积
极、健康、向上，影片题材必须反映农村现实，与农民实际
紧密相连。比如可以是宜春当地的一些戏剧唱片，可以是一
些农业技术的宣讲片，也可以是农民百看不厌的战争片。

电影场地可选在槐溪村委会前的空地上和楠木第二中学的操
场上。

电影反映从腊月十九日起，每隔一天反映一次，特殊情况除
外。

7、运动会：

农村从来不缺乏运动，但往往忽视运动的作用。

运动会旨在娱乐村民、调动村民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村青年



的积极性，让村民充分认识到运动的魅力和组织合作的力量。

运动会暂定在农历腊月二十五举行，运动项目既要有个人项
目，又要有团体项目和趣味性项目。

8、迎新晚会和告别晚会：

迎新晚会旨在与父老乡同喜迎新年的到来，为家乡人们献上
一份新年贺礼。告别晚会是在整个支农结束前夕，为了感谢
乡亲们对我们的大力支持，怀念与他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
同时与乡亲们共度元宵佳节，共同期待新年的丰收。告别晚
会是我们支农活动的结束标志。

迎新晚会暂定在农历腊月二十七日晚，告别晚会暂定为正月
十五日晚。支农队要精心准备节目，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但晚会唱主角的还是乡亲们。为了确保晚会气氛适当，节目
要求反映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及乡亲们和支农队员的内心世
界。

9、支教：

活动项目策划书篇七

隆重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96周年

1、男女平等，尊重妇女

2、纪念妇女节96周年

3、为民 热情 周到

整体目标：让社区妇女在自己的节日里，快乐地秀出自己的
亮丽风采 具体目标：



1、通过腰鼓舞，展现社区妇女的快乐和优美的舞姿；

2、通过猜谜活动，体现妇女的聪明智慧；

3、通过踢毽子和跳绳比赛，展现出妇女的健康体魄和勇于竞
争的精神。

工作对象：经建社区和周围社区妇女 活动日期：20xx年3月8
日 活动时间：早上9：00 活动地点：道角篮球场 预计参加
人数：300人，所需人力及工作分配：（共需 6 人）

4、周老师和王老师负责猜谜游戏

5、熊丽老师和康老师负责打毽儿和跳绳比赛 6、张老师负责
活动的突发事件

宣传：将活动有关情况告知38个居民小组长，然后由各组长
负责通知所负责的住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