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参加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心得体会(模板5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那
么心得体会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以下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
帮助。

参加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心得体会篇一

大二的这年暑假，我有幸参加了院上组织的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从各个分队竞争选拔，到组织人员具体实施，我
们披荆斩棘，终于圆满完成任务。回忆起来，当中辛酸与幸
福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得到。

团队名称定为蒲公英，寓意让爱心在贫瘠地区得到传播。刚
开始是向系上申请这一关，团队自己定地点，时间，写详细
的活动内容，经费预算，本以为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没想
到会有那么多细节问题需要解决，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但
是无规矩不成方圆，这些是活动圆满完成的基础。经过层层
选拔，各方协调，充分准备，我们终于在7月8号中午出发了!
直达活动目的地：黑龙口镇牛山村。

回忆起来，首先想起来的是满眼的绿，满山的青翠欲滴，庄
稼，山上的树，都像水洗过一样，虽然七月的太阳照着，还
是满心的凉爽与惬意!矮矮的山头一座接一座，活生生的山字，
想起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或者说是祖先们的睿智。伸手就
可以触到的核桃树，路是单行道的水泥路蜿蜒在山脚下，经
过的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种着各种花草，时令蔬果，不用
化肥和加工，天然绿色健康营养，很有《桃花源记》中的世
外桃源的感觉。然后，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的进村了，搭锅
起灶，生火做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严守活动宗旨之一不



拿群众一针一线，随后活动按计划顺利开展起来。

最激动的当然还是第一次站上讲台的时候，那一声亲切的老
师!7月9号清早，我们还在洗漱的时候，提前通知好的孩子们
已经到了学校!围在我们旁边好奇的问这问那，然后，我们迎
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向目的学校出发了，走了大概一个小时，
终于到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一张张执着的面容，而今回
首内心的那份悸动仍记忆犹新。我教的是二年级的小学生，
整个课堂从画画开始，先让他们在黑板上画上自己熟悉的东
西，然后我们写出英语单词教他们读，书声琅琅，忽然感觉
这也是一种幸福，是从其它任何想方面所满足不了的。课间
活动时间，由于我好奇他们玩的照相机(一种纸叠的玩具)，
一个叫林子鑫的男孩要撕了课本给我重新叠一个演示!我急忙
阻止了，后来我的桌上就有了各式各样的折纸，孩子们一个
一个给我演示，我学着他们玩，他们给我们唱歌，声音也一
样洪亮，悦耳，因为他们也喜欢展示，只是平时没有舞台罢
了，更多的是开朗活泼被羞涩所代替。在这短暂的几天里，
想到自己同时是学生也是老师了，角色的转换让人兴奋又新
奇。很舍不得这些善良朴实的孩子。这是我第真正意义上第
一次站在讲台上，我真正意识到，要上好每一节课是多么的
不容易。在教室这个舞台上，一节课四十分钟很快过去，而
老师课前不能只准备四十分钟的内容，台上十分钟，台下_年
功，只有以这种严格的要求去衡量自己，你的课才能上得称
心如意。还有很多令人感动的事情，每每想起来让人心里无
比温暖。这次活动时间虽短，这却是我度过的最有价值的一
个暑期。我从这些孩子身上学到的远比我授予他们的还要多。

参加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心得体会篇二

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在这炎热的夏季，我们暂别了家人的
怀抱，带着满腔的激情和热情，我们体验了“三下乡”。

到达目的地我们就开始行动了，带着学校同学们捐献的书籍



在社区工作人员和当地民众的带领下来到了“农家书屋”。
书屋不大，却充满了书香。这里的书大多是受人捐赠的，对
于书屋的每一本书，他们都非常珍惜。站在“农家书屋”里，
我感觉到了满满的爱，更从当地的民众的笑容中感受到了知
识给人带来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时间过得飞快，第一天我们在整理书籍中度过。接下来的两
天里，我们为建设社区新办公楼出了一份力，有的帮着打扫
的，有的忙着搬水泥，搬材料的。即使天气很热，但我们在
劳动中感受到了快乐。

在社区的最后一天，我们即将返校。在离别之际，社区主任
热情的邀请了我们去他家吃饭，饭桌上除了感谢就是夸奖，
这是我们心中有了一些愧疚，我想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在这次实践中，我学到了很多，但感受最深的是我们当代青
年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也要投身于社会实践。实践是知识
创新的源泉。它能磨砺人的意志，祗力品格。把学的知识用
于实践，在实践中继续学习提高，才会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参加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心得体会篇三

今年是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开展_周年。_年来，
在中宣部等十四个部委的大力推动下，“三下乡”活动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只要看看广大农民欣赏演出时的喜悦、学到
实用农业技术时的兴奋、受到医疗救治时的欣慰，就可以知道
“三下乡”深受广大农民欢迎。在众多服务“三农”的社会
事业中，“三下乡”的影响越来越大。

经过_年的实践，“三下乡”内容不断丰富，活动更加完善，
一系列涉农的知识、技能、信息、物资、法规等，都已经纳入
“三下乡”活动的范畴，“三下乡”正在向广度和深度扩展，
群众受益面日益扩大。



“三下乡”深受农民欢迎，靠的就是服务“三农”的扎实工
作。_年来，许多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不畏艰苦，深入基层，
在田间地头、在风霜雨雪中奔走，使广大农村群众获得了精
神文化的享受，获得了致富的信息和技术，获得了健康知识
和医疗服务。

_年的实践表明，“三下乡”是新时期密切党和人民群众血肉
联系的重要途径。“三下乡”把党的方针政策，党对农村、
农民、农业的关心送到了亿万农民的心中，使他们切切实实
感受到党的温暖;同时也使各级领导干部和从事这项工作的同
志深入了解农村的现状，提高了制定政策的针对性和开展服
务的实效性。“三下乡”所体现的正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_年的实践表明，“三下乡”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
有效举措。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稳定农业生产、改善农村
医疗服务、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关系农民切身利益，关系农
村现代化建设。“三下乡”向广大乡村传播先进文化，普及
科技知识，倡导文明生活，符合亿万农民脱贫致富的迫切愿
望;为那些急需文化、科技、医疗的农村地区，尤其是“老少
边穷”和西部农村雪中送炭，为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做出了
巨大贡献。这也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实际行动。

_年的实践表明，“三下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
支撑。目前我国社会正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生深刻的变革，
农村也同样处于这一历史变革的进程之中。“三下乡”对于
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化解农村的各种矛盾，改变农村的社
会风气，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生活水平，发挥着越来
越大的作用。“三下乡”一定能够有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

_年奋斗，_年辉煌。在总结经验的同时，我们更加清醒地认
识到，要把“三下乡”推向深入，就必须持之以恒，就必须
开拓创新，就必须在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在“三下



乡”活动中能直接受益的农民毕竟有限，只有坚持不懈，
把“三下乡”变为“常下乡”，才能使更广大农民群众得到
实惠。“三下乡”_年来已经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涌现出大
批优秀典型，但是如何使“三下乡”制度化、规范化，如何
调动更多部门的力量投入“三下乡”，仍有待我们不断探索
创新。农村各地发展条件各异，经济水平不同，风俗习惯有
别，如何结合实际，使“三下乡”更有针对性，更具实效性，
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参加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心得体会篇四

三下乡为的是更好的让大学生了解当今社会,更好的适应以后
的社会,为出社会做了一条道路。只有真正的投入其中去，才
能够领略到当中的道理。在活动中每一位同学都互助、互爱。
在一个和谐的气氛中开展活动。不论是活动的前后，大家都
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个良好的心态，一个开心的心情，对突
发的事件能够保持冷静，以平常心来对待!

泪水与喜悦，还是要落入俗套，最想说的一句话还是时间过
得好快，五天的暑期实践活动就这样结束了。从开始时的喜
悦与好奇到如今的怀念与不舍，种种感想在这短暂而又漫长
的五天里，从我的心里飘过飘过，难以忘怀!这五天的暑期实
践经历，我获得了很多，有友情，有经验……。

20_年7月15日汕尾职业技术学院组织学生参加三下乡志愿者
活动，活动分为两个大组，分别是爱心组和童心组。其中又
分为几小组，有些小组前往奎山公园，有些小组前往敬老院，
有些去走访孤儿。我们几个同学负责早餐，下午前往敬老院
探望老人。

第一天参加三下乡的活动，满怀着兴奋之情，炎炎夏日也没
有阻挡我们的步伐。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三下乡的活动，第
一次去敬老院。走到敬老院，看着一间间房间，里面都是住



着老人，有些老人因行动不便坐在轮椅上，有些老人则不方
便躺在床上。看着这一幕幕，顿时觉得他们很可怜，看着门
牌的表栏上写着：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走进一间房间，窄窄的空间，里面还有一个房间住着一个老
人。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一个衣柜，一台电视，房间外面住
着护工阿姨有一张床，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简陋的居住
环境，房间闷热，生活的条件差。护工阿姨热情的招待志愿
者，志愿者陪阿姨聊天了解敬老院老人的情况，外面有个残
疾儿童坐在轮椅上，我们陪他聊聊天。在聊天中，令我印象
最深刻的是阿姨谈到他离家多年，没有回家。顿时她的眼泪
在眼中打滚，看得出她思念家乡，回一趟家花费高，时间长。
交谈的过程中，我们也了解了一些情况。我们走访另一老人，
她行动不便，年迈九十五，说话不便，只会发出支支吾吾的
声音，她一看到我们就热情的向我们握握手。在和照顾她的
护工阿姨中了解到，他有三个儿子，都是当官的，因工作忙
碌，难以挪出时间照顾她，只好送来这。来这儿的老人，基
本上都是年迈，生活又不能自理，只好由护工阿姨照料。当
我们依依不舍离开敬老院时，有个老人一一跟我们握手，不
禁夺眶而出。到来的几个志愿者都哭了，难过，不舍顿时涌
现，在我们几个志愿者离开时，有个小男孩一直跟随我们的
脚步，哼着歌曲，目送我们离开，直到我们的身影消失。

20_年7月17日 下午我们两点四十分从学校出发去敬老院，汕
尾市政府领导前来敬老院拜访老人，电视台记者也前来采访。
我们分为几队一一拜访老人，当我们走进他们的房间门口，
看到有一个残疾小女孩坐在轮椅上，我们刚开始跟她讲话，
她没怎么搭理的，之后在谈话中我们了解到她对电视台的采
访很抵触，不喜欢他们拍照。这个小女孩今年十二岁了，平
时都是我们学校的志愿者辅导教学工作的，她特喜欢数学，
会讲普通话，汕尾话会听一点点。看着这个小女孩，特别心
疼。她对外面的世界没有过多的接触，每天都呆在养老院，
这里的一幕幕，特别心酸。顿时觉得我们是那么幸福，有健
全的身体，有爸爸妈妈陪伴在身边。



20_年7月19日，今天是志愿者三下乡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们
志愿者在学校的饭堂二楼开总结大会。会议过程中，志愿者
纷纷发表自己在这次活动的的感想。在这次三下乡活动中，
我们获益良多，不仅帮助到老人、孤儿，而且收获到宝贵的
友谊，学习到许多东西，体验到不一样的生活，相信这次活
动会对我们人生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三下乡活动过程中，我
们志愿者相互关心，分工合作，齐心协力帮助孤寡老人、孤
儿。昨晚，老师和我们一起下厨，拍照合影留念，一起庆祝
三下乡活动的顺利结束。

五天，如白驹过隙，三下乡的到来仿佛就在昨天，而离别却
在今日;五天，虽然时间不长，但离别总是让人依依不舍;五
天，我们留下了汗水，收获了欢笑与喜悦。五天后的今天，
我们留下希望，带上祝福，踏上新的征途。世上最难忘的就
是那朝夕相处，一同挥汗，一起欢笑的人儿，还有这如诗般
的土地。这次活动中我们做得可能还是有所欠缺的，但是有
经验有教训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整实践，不论如何，这
都是一次非常有益的活动，使我们在学校要更加学好理论知
识将来应用于实践之中去，使我们将来能为社会作更大的贡
献!

这次活动让我感受颇深，我们应该关爱老人，他们身体大不
如以前，他们需要我们的陪伴，需要我们的关爱，哪怕是一
点点，他们都会记住心里。现在社会也存在一些状况，现在
的老年人缺乏关爱，子女不愿接他们回家一起居住，生活上
难以自理，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政府应健全养老制度，多
一些福利政策关爱老年人。我们应该多关心老人，多陪伴他
们，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关爱老年
人从我做起。现在的我们忙于学业，可能无暇陪伴在爸爸妈
妈，爷爷奶奶身边，但在节假日的时候抽空回家，看看他们，
陪伴在他们身边，时刻关注他们的身体状况。偶尔也可以打
电话给他们，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关心他们。



参加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心得体会篇五

三下乡，曾经梦想经历的已经成为现实，令人回忆的是一群
怀着热情和爱心的同学在山区中奋斗的身影。令人感动的是
朴实而热情的孩子给我们带路。令人深思的是在改革开放三
十周年之际在经济发达的__也有这样落后贫穷的地区。

还记得那一天，坐着六个多钟头的客车在信宜市区下车。但
旅程只是走过一半，我们还要转两趟车，经过环绕大山的公
路，两边没有护栏，往车窗望下，就是山谷。第一次深切地
感到原来自己的生命并不在自己的手中。害怕之余，更多的
是对司机，对当地居民的一种敬佩。他们要无数次经历这条
蜿蜒的山路。山路很漫长，但沿途的风景却很秀丽，群山环
抱，流水蜿蜒，不时传来几声鸟鸣在山里回荡。

到了大寨村，比山路更能吸引我的是当地的风土人情。夹杂
着现代与传统的气息，不少人家用着海尔的全自动洗衣机同
时却还在砍柴烧饭。他们贴着很多毛泽东头像的同时，却也
贴着不少当代著名明星的海报。他们用着自动脱粒机却还用
着牛耕。

到了大寨村，吸引我的还有当地的物价水平。在那里我仿佛
回到了我小时候家乡的物价水平。一块钱一个冰激凌。原来
市场经济这双无形的手有时也会被阻挡在大山之外。无形的
手尚且如此何况是山区的孩子?以前读书时，总会读到这样的
文章，说山里的孩子想走出大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时
总觉得很奇怪，直到那次到那里才发现原来大山不仅困住人
的身体，有时更会困住一个人的梦想。所以在支教过程中，
我选择了教创新思维这门课。其实那里的孩子并不像我们想
象中那么保守，他们都有自己的qq等现代交流工具，他们对
外面的世界的了解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孩子们很热情，每
当上完一门课都会主动过来陪我们聊天，他们脸上稚嫩的笑
容给我们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增添了欢乐和感动。记得每天孩
子们都会提前到我们住宿的地方，往往在上课前教提前半个



钟头到了教室，让我们第一次上课感到惊讶。一想到如今的
大学生，时间观念淡薄，做事拖拉，让我一直在思考到底是
什么让一个小学生的勤快变成如今大学生的拖拉。上课时孩
子们的腼腆害羞和调皮好动曾让我们费过心思去解决。创新
思维课上，孩子们对这门新奇的课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
回答问题上也显示出他们的聪明才智。的确想象力比知识更
重要。在短短几天的支教过程中，知识的传授不是最重要的。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交给他们的最重要的是一种思想一
种工具。那时的我感到支教的过程很漫长，或许是因为压力，
或许是因为其他。

很快就到了送别会上，孩子们很热情地把自己心爱的本子给
我们每位支教老师，叫我们留下电话，qq，我们嘱咐他们要好
好把握自己的未来，认真学习，以后跟哥哥姐姐一样去广州
或者其他地方读大学。我知道，我可能以后永远也不会踏上
这片土地，再见到这群小孩子。但相信我们留给他们的不是
我们送个他们的奖品或礼物，而应该是我们曾经洒在这片土
地上的汗水和年华。

送别会结束后，我们走上了企业参观和支农的道路。

虽然送别会结束了，但有不少热心的孩子依然每天都过来找
我们，给我们当导游。直到最后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熟悉而
又陌生的地方，孩子们早上六点就在我们的门口给我们送行。

企业参观中，当地的企业基本都是砖厂或造纸厂这种劳动密
集型和污染型的企业。在砖厂中，我了解到了砖的制作过程，
同时也看到工人大热天在火炉上加柴汗流浃背的身影。

支农过程中，当地农民教我们如何种花生和辨别不同种植物。
种花生的步骤看似简单，但操作起来却不容易，有的队友刨
的坑大小不对，有的竟然把两个坑弄在一起，真让人啼笑皆
非。的确，虽然我们理论知识一大堆，但在实践中却寸步难
行，这值得我们每个人的深思。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当地的地理环境，群山环抱下一片广阔
的农田，小河蜿蜒的从边缘流过，农田上黄牛耕作的身躯，
田野上燃起的烟，流水的潺潺声，竹林的摇曳声，一幅美丽
的山水画，一幅永不会褪色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