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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是指向上级机关汇报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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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院实践报告篇一

福利院社会实践报告，下面小编为你整理推荐福利院社会实
践报告，欢迎阅读参考。

实践人：xxx 实践时间：xxx 时间地点：xxx

在去福利院之前，我们计划好要买些东西给爷爷奶奶，想了
想，觉得买些实用的东西给他们比较好，所以我们决定买毛
巾和肥皂。我和其他两个同学去xxx了毛巾和肥皂。

我们就计划好要给福利院里的爷爷奶奶包饺子吃，所以一早
我们就从学校出发，到了张府园附近的菜场，我负责买菜，
一位非常热情的阿姨一直帮助我们，这个阿姨本来买完菜要
回家了，但是看到我们很多东西不懂，又怕我们是学生不会
买东西，所以又是帮我找菜场，又是帮我还价，真是非常热
心。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别人的帮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素。人，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人需要别人的帮助，来弥补
自己的短处，使自己的团队取得成功。这个阿姨的热心帮助
使我们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的困难减少了不少。

到了福利院里，爷爷奶奶们看见我们来拜访他们也是非常高
兴。虽然我们没干什么事情，但是爷爷奶奶看见我们这些年



轻的面孔，仿佛自己的身体里也注入了青春，非常开心。我
和史祎、施雨给一个老奶奶唱了豫剧，虽然我不会唱、也不
会说河南话，但是为了让奶奶高兴，还是唱了《花木兰》。
我和组里的其他同学还包了饺子。中午我们和爷爷奶奶一起
吃了我们包的饺子。

这次去社会实践我有不少心得。我觉得福利院里的这些爷爷
奶奶们很需要我们的关心。我们不需要花很多钱，买一些水
果、毛巾给他们，他们就很开心。他们看我们就像看他们自
己的孙子孙女一样，我们只做一些简单的事，却能让他们感
受到亲情。虽然我们那一天很早就起床，从学校到夫子庙，
还要去菜场买菜、还有同学要买饺子皮、肉、鸡蛋，但是看
到爷爷奶奶的笑脸，看到他们吃着我们包的饺子，我觉得我
们的付出有了回报。还有路上遇到的好心的阿姨、福利院里
的院长，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让我们的实践顺利的进行。

实践时间：20**年7月18日---20**年8月1日

实践地点：永康市社会福利院

一、 实践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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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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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康市社会福利院主要经营："三无"对象托养,自费老人寄养
等产品。



三、实践内容与个人体会

阔的天地里，我们的人生价值得到了体现，为将来更加激烈
的竞争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我在实践中得到许多的感悟!

在这次实践中,让我很有感触的一点就人际交往方面, 大家都
知道社会上人际交往非常复杂,但是具体多么复杂,我想也很
难说清楚,只有经历了才能了解.才能有深刻的感受,大家为了
工作走到一起,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个性，要跟他们
处理好关系得需要许多技巧,就看你怎么把握了.我想说的一
点就是,在交际中,既然我们不能改变一些东西,那我们就学着
适应它.如果还不行，那就改变一下适应它的方法。让我在这
次社会实践中掌握了很多东西，最重要的就是使我在待人接
物、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在这
次实践中使我深深体会到我们必须在工作中勤于动手慢慢琢
磨，不断学习不断积累。

在福利院里我接触的有各类人，福利院了的老人，孤儿，各
个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去的第一天，我买了新鲜的葡萄和香
蕉送给老人吃，但是有一点我欠考虑了，有些老人患有糖尿
病，不能吃太甜的东西，所以我就把水果拿给那些孩子了。
从这点小事中，我明白了做事真的要全方面考虑，要为对方
切实考虑。

他们让我懂得了很多，我学习了很多。

福利院实践报告篇二

年月日，我实践服务协会组织下辖的六个部门总计100余名成
员参加市第一福利院志愿者义工服务活动。

在事先就已经与该单位取得联系的情况下，早上九点，我协
会的与会队员全部集合完毕，在相应负责人的组织下，队伍



以整齐队列开赴目的地，九点半左右，到达福利院。简单进
行布置任务后，队员们迅速展开工作。

我协会的志愿者队员们，在福利院的工作人员的安排和帮助
下，一部分负责打扫福利院的卫生，一部分则主动与老人交
流，照顾老人。由于全体成员的认真努力，上午的志愿者义
工活动圆满结束。有的福利院老人迅速与志愿者们成为了朋
友，有的老人在队员离开的时候拉着队员们的手流下了不舍
的眼泪。

福利院的相关领导同志对我们此次义工活动的表现予以高度
评价，并代表福利院，向所有参加义工活动的志愿者同志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次活动，还引起了《日报》的关注。

在整个活动期间，实践服务协会的志愿者表现出了良好的组
织性、纪律性以及奉献精神。在队伍往返学校与目的地的过
程中，我实践服务协会队员们始终保持良好的警容风貌，并
且严格按照学校相关警务管理规定的要求着装。就连路上的
行人，都不禁驻足欣赏我警校大学生的风采。

此次活动，其主力军为09级新成员，在活动期间，09级的新
人们继续秉承实践服务协会一贯的传统。发扬乐于助人、无
私奉献的精神。不仅充分表现了自己无私的爱心，也向人们
展示了09级新成员的优秀风采，我们欣喜的看到，09级新人
这批实践协会的新力量，正以昂扬的姿态和饱满的热情向我
们走来。他们在活动中的表现，体现了作为实践服务协会成
员应有的风采。有理由相信，这支实践协会未来的骨干们，
定将与他们的前辈一道，引领实践服务协会，不断迈向新的
历史高度。

福利院实践报告篇三

实践地点：儿童社会福利院



一、实践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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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福利院20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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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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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院实践报告篇四

实践地点：儿童社会福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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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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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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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院实践报告篇五

实践地点：儿童社会福利院

一、 实践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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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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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院实践报告篇六

社会实践时间：xx年1月24日

xx年1月24日我和我的几个伙伴在家乡的福利院进行了社会实
践社区活动，福利院的老师们向我们介绍着福利院和孩子们
的概况，以及在社会实践中关爱孤儿时的注意事项。因为小
朋友大多是有先天性疾病的弃婴，所以我们在与他们互动时
要格外地小心和特别地体贴。上午9点，我们准时到达福利院，
并与小朋友进行了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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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院实践报告篇七

2016年1月21日，我来到小清河福利院进行为期五天的社会实
践。旌阳区街道福利院位于市中心，靠邻优美的绵远河，地
理位置和周边环境都较好。该福利院前几年刚扩建，但在我
看来它还是较为简陋：地面潮湿，墙上的墙皮脱落不少，铝
合金窗户的纱窗已破损不堪，许多老化的电线没有被更换等
等，好在设施还算齐全，配有电视、收音机、洗衣机等。

我惊讶的发现与老人的交谈是一种阅读，从他们的话语中我
可以体味到他们的人生。尽管老人的'话常常是只言片语、罗
嗦重复，甚至是语不达意，但若是你耐心地倾听，一定会有
所发现、有所感悟，甚至可以说是进行了一次巨大的收获旅
程。

在交流中，我发现老人最关心的问题是医疗费用和药品质量。
像一些补钙类的药品，之前价廉物美，现在不仅价格昂贵，
且药效下降见效慢。老人们希望国家应增强药品监管，让老
百姓能够买到放心药。

福利院的某些工作人员与老人之间存在矛盾，这个现象的表
面原因是该院工作人员人手少、任务重，老人又常常由于身
体问题事情不断，比如老人失禁。其实，除了双方缺少交流
理解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作人员报酬低，月薪只有几百
元。我想，薪酬待遇、社会地位等问题会影响工作人员的服
务质量，从而对老人们的生活质量带来影响。这个问题希望
能得到全社会的重视。

令我欣慰的是，仅仅在我实践的几天里，就多次见到社会各
界、公益组织对福利院的关心活动，他们不仅为福利院送来
了营养品，也为老人们送来了关怀与和煦。本市的慰劳团请
来了鼓乐队，为老人们表演节目；中学生也在寒假中走进福
利院。大家为老人带来是精神上的关怀，让整个福利院充满
生机和活力。为了能让更多的志愿者参加关爱老人的活动，



我们主动联系社区，建议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方便志
愿者的选拔与组织。志愿服务者作为个体，时间、精力有限，
但是组织起来，成为团队，就会有强大的力量。

五天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我以绵薄之力、星火之暖让老人们
倍感和煦。让我感动的是，福利院的赖院长今年63岁，早已
过了退休年龄，老年人工作的困难并没有让她退缩，她依然
坚守在福利院工作，为老年事业发挥着余热，她的事业心、
责任心是我们大学生应该学习的。

诚然，只是近黄昏，落日无限好。

福利院实践报告篇八

白驹过隙，一转眼，我们迎来了大学的第一个暑假。去年的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的高中生，一张青涩的脸
庞就这样懵懵懂懂地敲开了大学的校门。这一年的时光里，
不知何时，我们褪去了学弟学妹的无知，担起了学长学姐的
称呼。来不及追忆大一的似水年华，来不及品读大一的青涩
无知，我们一头钻进了暑期社会实践中来，就如这难遇的酷
热夏季悄然到来。

经过细密的前期安排联系，七月六号，我们同青年志愿者队
伍经过辗转乘车、步行，来到了福利院。这天正巧赶上省里
相关部门的人员来访，我们同其一同参观了小朋友们平时的
活动场所：厨房间、发泄室、心理室、阅读室……由此可见
小朋友们的活动颇丰。

因福利院临时有其它活动安排，参与活动的小朋友人数并不
多，仅是两位。但是我们并没有懈怠，打起十万分精神，耐
心细致地开始讲课。其中一个小朋友天生聋哑，我们透过手



势与文字进行交流沟通，透过阅读电脑屏幕上的ppt，他也能
够切实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另一个小朋友叫王强，曾是
兔唇，经过治疗，已渐好转，很是活泼开朗地参加进活动中
来。不时他们小伙伴俩还会透过手语和文字进行讨论沟通。
我们队友们一同向他们讲解邪教的危害、反邪教的常识，普
及科学知识，最后的知识问答更是让他们兴奋激昂，用心踊
跃地举手抢答。作为奖励，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小礼品送给他
们，灿烂的微笑甚是可爱。在简单愉悦的环境下，小朋友们
学到了反邪教的常识，我们也收获到了快乐。

活动结尾，与福利院负责人交流了解到了他们的一些具体状
况，聋哑小朋友会被送进特殊学校，在书法与认字方面会有
所侧重。福利院的小朋友与在14岁之前都能够透过相关合法
途径进行领养。至于教育学习，只要愿意，福利院会供他们
上至大学。来福利院参加志愿服务的人很多，但也有一些志
愿者质量不高，会导致小朋友的一些错误思想与行为。同时
由于平时的志愿活动太多，小朋友们也有些许厌倦，参与度
时常不高。

活动中与两位小朋友的接触中，队友们也的确发现了一些问
题，比如钟爱手机电脑灯电子产品，只要看到手机就会喊着
抢着要，所带的礼品被看见了就会主动上前来拿等一系列问
题。

福利院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当然需要我们社会大群众的关心
与爱护，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来自健全家庭的我们拥有健康
完好身体的我们需要的是以一种正常的、平等的、尊重的、
适度的心态去对待他们，去理解他们真实的需要，以正确的
方式关爱他们。正如我们会自然地俯下身子去与小朋友对话，
沟通中正是需要心灵上的平等。平等不是一味的退让，不是
因为年龄、遭遇、家庭的差距而无原则地迁就。在他们犯错
时，依旧就应被严厉地指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平等，真
正的尊重，真正的对他们负责。



福利院、志愿者、整个社会就应教导他们以健全的人格、足
够的知识技能、良好的品德修养、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
观、心灵上的依靠与慰藉。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因精神空
虚、思想偏激、对社会悲观消极等思想上的偏差而受到邪教
蛊惑利用，才能远离邪教，才能让以前不幸的他们健康快乐
地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