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学生帮扶同学心得体会(通用5
篇)

心得体会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个人
更好地理解和领悟所经历的事物，发现自身的不足和问题，
提高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与他人的交流和分享。
通过记录心得体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
经验，规划自己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以下是我
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学生帮扶同学心得体会篇一

20__年x月，又是一个秋高气爽、收获多多的季节，运城学院
又迎来了一批新的学子，一张张满怀憧憬的脸庞昭示着希望，
象征着运城学院的明天，而机电工程系也注入了新的血液。

这个学期，机电工程系又迎来了160余名新生，为了帮助他们
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做好角色转换，机电工程系学生党支部
主办了“党员进宿舍帮扶活动”。活动主要内容为我系党支
部派出正式党员及预备党员进入各大一新生宿舍，以谈心交
流的方式，解答他们对于大学生活的疑惑，正确引导他们的
思想，为他们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涯提供积极的、有意义的经
验和建议，并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他们，做好他们的大学引路
人。

适应大学新生活，写好自己人生的新篇章。

在这一个多月来，我多次与他们谈心交流，在日常生活中也
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他们有着一些共同特点：

1、想家心情难以排解，特别是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思家之
情尤甚。



2、如何和舍友保持良好的关系?怎样与来自不同地方的同学
融洽相处?与异性交往的尺度如何把握?这些问题在进大学后
凸现出来。

3、怕辜负父母期望，凡事自己硬撑，这类情况多见来自农村
或小城镇的学生。全家人甚至全村人都把“盼头”放在自己
身上，而来到大城市却发现自己微不足道，于是担心自己会
辜负父母、亲朋的期望，情绪焦虑。

4、说不清愁从何来，还有部分新生常常感到没有原因的情绪
低落、苦恼、郁闷、压抑，对学习无所适从，对生活缺乏热
情，每天无所事事、苦闷不已。

对此，我告诉他们，首先要与本地同学搞好关系，他们对本
地情况比较熟悉，多和他们交流自然会多些了解。

其次，情绪低落、苦闷的时候最好一个人科学“消化”，而
不要把不好的情绪向他人发泄或传染给别人，要学会克服内
向性格，热情主动与人沟通，与人处理好关系，别人自然愿
意互相帮忙。

此外，最初感到孤独寂寞的时候，可以给原来的中学同学写
写信，打打电话，互相鼓励或安慰。

再次，应及早树立在大学里的目标，可以通过考研、参加社
会实践活动、泡图书馆等方式来充实自己的大学生活。

通过与他们并不算太久的相处，我及时与他们进行了沟通交
流，帮助他们少走了弯路，这不仅是对大一新生的帮助，也
是我重新审视自己，为自己剩下为数不多的大学时光积极定
位，科学计划，这次活动，使我们都受益匪浅，希望我系学
生党支部多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



大学生帮扶同学心得体会篇二

早上在镇政府参加完早会，我就带拿着2014年低保申请的工
作文件到村书记家去，路过吝西组时，碰到一位问路的老人，
询问吝西组组长家在哪。看他的穿着，背着一个大口袋，我
心想，能问组长家在哪，肯定是吝家村的村民，我就问
他：“找组长有什么事情?”。他说：“我叫吝建忠，吝家村
吝西组人，已72了，在内蒙边境放了20多年的牧，因年事已
高回到家乡。在返程途中，身上所带的一万余元被人偷走，
回到村里才发现家中原来的房屋都已倒塌，不能入住，又无
亲人可以投靠，想让村上帮助解决一下住宿问题”。

我同吝西组组长一起陪同吝建忠来到镇政府的民政办，将情
况向民政干事做了反映。经协调，民政办的同志暂时安排吝
建忠在镇上的敬老院住宿。对吝建忠其他实际困难，虽然根
据政策，无亲人子女的可以享受五保，但因其20多年毫无音
讯，交斜派出所已将其户口注销，一时还难以办理。

将吝建忠在敬老院安顿好后，我赶到镇政府查阅1981年的人
口普查登记册，在底册中找到吝建忠的相关信息。带着人口
普查登记册，我和吝根社、吝建忠一起来到交斜派出所，为
吝建忠办理了户口。等户口补办下来，吝建忠的养老问题就
基本有了保障。

民众利益无小事，作为村官要经常到村里走走，多了解群众
的所需、所想、所盼，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做
起，做事想着群众，才能得到群众的认可。

大学生帮扶同学心得体会篇三

消除贫困，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随着扶贫
开发进入新的阶段，由于个人素质和资本积累的差异，个人
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加剧，因低收入、失业、疾病等因素造



成的阶层性贫困发生机率大大增加。扶弱、济困自古以来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源远流长，也充分体现了我党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2012年1月18日，为使我办公厅对口帮扶的巴彦乌苏社区贫困
家庭能够度过欢乐、祥和的春节，在机关党委的带领下，我
们来到了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巴彦乌苏社区，给12个困难户发
放了米、面、油等慰问用品，同时也能看得出来他们领到这
些慰问品时的高兴和不善言表，掩饰不住激动却不知如何表
达的心情。接着我们在赵书记的带领下走访了3个特困户，把
温暖送到他们的家中。其中有一户人家对我印象很深刻。那
是一对年迈的老夫妇，老大娘生病在炕上躺着，老大爷的身
体看起来也不太好。他们住的这间破旧的老房子还是租住的，
家里空间狭小，家居摆设也很简陋，可能他们提前接到了慰
问的通知，家里收拾的很干净，炉子烧得很旺，家里也很暖
和，柜子上的盘子里放了几个洗好的苹果。我们把慰问品送
到他们家，说明来意后老大爷很激动，一直说谢谢，为了让
生病的老大娘好好休息我们匆匆离开了。出来的时候依稀听
见老大爷在后面喊：“喝口茶再走哇”。

回去的路上，带领我们的一位前辈说，我们发的这些米、面、
油的价位稍微高一些，所以他们就不舍得吃，平时他们连最
便宜的米、面、油都吃不起。这些贫困户收入低甚至没有收
入来源，加上家庭成员面临失业、疾病等因素，造成贫困加
剧。

我认为，在做扶贫帮困工作时，做好物质上扶贫的同时更重
要的是要做好思想扶贫。生活困难的人在压力面前总是处在
低谷阶段，他们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受穷，
再怎么努力也没用。有了这种思想，他们失去了自立自强的
精神，缺少雄心壮志和苦干创业精神。

要想帮助他们，首先应该让他们从思想上站立起来，鼓足他
们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勇气。比如聘请农业专业技术人才



到贫困户土地里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培训，帮助他们农产品增
产增收。这就是帮助他们自力更生，不等不靠。

贫困不仅只是经济概念，更关乎基本的公民权利、能力，其
实质是一种权利和能力的贫困。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阿马蒂亚·森所说：“贫困不是单纯由于低收入造成的，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基本能力缺失造成的”，比如与高额医疗、
养老、教育、住房等民生支出，对应的公民获得健康权、养
老权、教育权、居住权的能力缺失。所以国家要大力推进完
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保体系，把贫困人员的冷暖
放在心上，让他们住得起房，看得起病，上得起学，且老有
所养，这才是真正的脱贫。

大学生帮扶活动心得体会

大学生帮扶同学心得体会篇四

我院始终贯彻落实卫生部、财政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
于加强“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
(卫医发﹝)165号)和邵阳市卫生局《关于印发《邵阳市卫生
局区域整体帮扶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根据邵阳市卫生
局城市医生到农村服务的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共
有13名医师参加区域整体帮扶工作。在为期八个月的工作中，
我院支援医师主要从常见病、多发病和重大疾病医疗救治等
方面对对口帮扶的医疗机构给予最大的支持，使农民就近得
到较高水平的基本医疗服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看病难的问
题。并与对口医疗机构工作人员进行广泛的交流，开展各种
形式的培训，努力提高基层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多次
受到帮扶单位的和当地人民群众的称赞，同时我院的医务人
员也亲身感受到了农村医疗卫生的现状，收获、体会颇多，
现如下：

一、强化组织领导，确保帮扶质量



力财力投入确保帮扶质量。医务科针对帮扶单位的实际情况，
抽调身体健康，思想素质好，业务水平高，动手能力强，医
务人员到帮扶单位指导帮扶单位的医务人员开展临床工作。
以帮扶小组的形式对下乡人员进行管理，建立定期汇报、急
事急报的制度，实时掌握帮扶人员的思想动态、工作生活情
况，对于帮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研究讨论，根据实际
进行调整，保障帮扶工作顺利进行。经过一年的工作，我们
感受到，强化组织领导，高度重视，认真落实是本年度帮扶
工作能够高质量完成的重要保证。

二、“看病”与“培训”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身教、严格要求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临床思维，尽快提高业
务水平。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不仅完成了为当地人民看病
的基本任务，还通过上述工作为基层医院带去了专业知识、
临床技术，给基层医疗单位注入了新的活力，得到了帮扶单
位的一致好评。例如我院肖玲院长助理、检验科陈建设主任、
质控办肖谦主任、放射科彭碧群主任先后到板桥乡卫生院主
讲相关内容，不仅规范了帮扶科室的对一些常见病的诊疗护
理工作，还提高了他们对疑难重症病人的治疗水平。

大学生帮扶同学心得体会篇五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中央面向全党8700余万名党员、把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作出的重大部署，亦是推进脱贫攻
坚、决战决胜全面小康的重大契机。“两学一做”的成效如
何，不仅要看“学”和“做”的效果，更为关键的是，要
把“学”与“做”运用于推动中心工作、促进事业发展上。
目前而言，就是要通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在“学”中立攻坚之志、汲脱贫之智，在“做”上精
准施策、辨症施治，做到学习教育和脱贫攻坚“两手抓、两
手硬”，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立下攻坚之志。“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学



是基础，党员干部只有真学真懂，方会真信真用。推进“两
学一做”和脱贫攻坚，首先要把学习党章党规作为基本功，
认真研读、学深学透，深入思考、铭记于心，让党章党规成
为党员干部的最高行为准则。通过党章学习，不断坚定理想
信念、提高党性觉悟、强化宗旨意识，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的
观念，把宗旨意识贯穿脱贫攻坚行动始终，引导党员干部在
攻坚一线发挥作用、担当作为;通过党规学习，进一步强化责
任意识和规矩意识，明晰履职尽责相关的规定和要求，始终
把扶贫攻坚的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立下攻坚之志、激
发拼搏之力，攻坚克难啃“硬骨”、一以贯之挖“穷根”，
不打赢脱贫攻坚战誓不罢休。

汲取脱贫之智。党的以来，围绕治国理政提出了一系列新思
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这些论述是我们做好一切工
作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把系列讲话作为“两学一做”的
重要内容，就是要以此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尤其在脱贫攻坚中，关于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
就是党员干部推进工作的“指明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
发，把学习领会系列讲话与推进脱贫攻坚、产业转型升级、
群众矛盾化解等结合起来，在学习中深刻理解脱贫攻坚的重
大意义、掌握脱贫攻坚的具体措施、践行群众路线的方式方
法，坚持在学中干、在干中学，把脱贫智慧在攻坚一线运用
起来、实践开去。

做到辨症施治。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是贫困群众的殷切
期盼，也是每名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做合格党员”
是学习教育的根本落脚点，在脱贫攻坚一线，广大党员干部
更要把“合格”的标准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要坚持扶真贫、
真扶贫，主动入户排查、有效对接谋划，积极排忧解难、真
诚帮扶解困，率先在脱贫攻坚主战场出真招、出实招、出硬
招，瞄准目标干、盯着问题改，不断在“做”中炼就精准识
别的火眼、强化脱贫攻坚的本领、打出辨证施治的实招，当
好地方发展“主心骨”、群众脱贫“领路人”，坚决不让一
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掉队。



实效是检验的标尺。新形势下，“两学一做”对广大党员干
部提出新要求，推进脱贫攻坚每位党员干部责无旁贷，让我
们在“学”中强化脱贫攻坚的思想自觉，在“做”中强化脱
贫攻坚的责任担当，常怀忧民之心、常思富民之策、常尽惠
民之力，通过“两学一做”助力脱贫攻坚，用脱贫攻坚的成
果检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