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心得体会 暑期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心得体会完整文

档(优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接下来我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心得体会篇一

长达四十天的风雨历程，炎炎夏日，对于我们没有半点社会
经验和温室的花朵来说是一个很严酷的挑战。火红的七月，
激扬的青春。我想这四十天给我的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将是
我回忆大学活的一个永恒点。在那段漫长的日子里，我学会
了如何策划，沟通、领导、组织能力。什么是坚强的意志和
不懈的努力，什么是团队的力量，这些都是问题，都只是一
个开始。

我想在烈日下找不到方向，没有联系方式，没有任何印象你
处在何方。或许我体会到了，那时我能做到的却是流泪，我
找不到任何方式去表达我当时的情感，我的情绪出卖了我一
切的想法与做法，我只想逃离这边。不想工作只想回家，那
种迫切的思家之情无法表达。

一天一天的过去，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工作。我能一个人走一
个小时去送文件，纵使我不知道方向，拿着一张画着不规则
的地图。我能一个人把word和excel表格做好，我能一个人骑
电车来回送文件，我还会教我的同事做ppt。还能在大热天站
岗一整天，然后为了检查去扫大街，还会负责写暑期三结合
报告，帮着小朋友做活动和游戏，我还能帮他们做软件资料
加班一个星期，还能去社区打印900份资料，并会操作机器，



那些我根本不会想的数字，更残酷的挑战是每天四十度的天
气我们宿舍的断电，晚上无法入睡。我受不了气候的挣扎被
病毒打倒了，感冒让我病了一个星期，让我感受到一个人躺
在宿舍自生自灭的感受，让我听到爸爸一句话，我会泣不成
声。还有我们因为懂事了不想为家里拿生活费，我们跑去发
传单，真的热的窒息的感觉，钱好难挣呀，路人的冷眼和任
务的艰巨，我们又一次做到了……我不知道是环境接受了我，
还是我爱上了这里工作。是他们接受了我，还是我选择相信
他们了。

没有想太多，我把他们这些同事当成了我最好的良师益友，
我的工作经验不足，他们会教我。我的社会阅历不精，他们
会说我。我很欣慰，我的不离开。我喜欢我穿四叶草志愿者
衣服时的样子，肥肥的，却包含了我对这份工作的所有心血。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一次我们组织的暑期三结合活动，我
们几个和他们小学生面对面做游戏，仿佛就回到了我们逝去
是童年，和他们一样渴望奖品，给我一本小本子，我高兴了
半天。就那个小本子很小很小，上面的标价只写了1.5元。我
却挑了半天。这比我在书店买任何一本昂贵的本子都要来的
漂亮与兴奋。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假如没有这次活动，我不会那么快的提
升自己的思想，丰富自己的经验，我不会那么透彻的明白萍
水相逢亦是缘这个道理--四十天的三下乡活动可以说是我人
生中一大物质和精神的洗礼。这个暑假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暑
假，不平凡亦是难忘，难忘来自三下乡。实践出真知，通过
这次实践，我对自己也有了一个全新的定位，对自己的不足
也有了清醒的认识，比如专业知识的欠缺，人际交往能力，
处事应变能力的不足，也为以前不了解实际情况而妄下定论
而感到汗颜。

也许只有跌倒了，才能走的更好;也许只有疼过了，才能更成
熟。短短的四十天却教会了我在课堂学不到的东西，成了我
以后人生不可缺少宝贵财富，给我的生活阅历添上了浓重的



一笔。都说只有义无反顾的付出，才可以理直气壮的收获。
我在这段时间里，一直都在默默的、默默的存在，那里有需
要，我们就在那里出现，我们熬过了思乡之切，顶住了烈日
之毒，忍受了生活之艰。我们累了、乏了，却掩饰不了内心
的喜悦与踏实。因为我们没有逃避，没有逃避使命与责任。
过程中，辛酸的泪水、真心的微笑、坚强的背影，都将是我
生命里最珍贵的回忆。

人生一瞬百年，那堪去去还还，无论尔在何处，只祈如水如
船。至此，我们四十天的三下线活动告一段落时日了。回顾
其中的点点滴滴，带给了我们太多东西，我们第一次在没有
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完成的社会活动，我们第一次用我们自己
的力量，扬起了希望的风帆，用我们真诚的爱心，为孩子们
撑起了一片天空。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其中的坚持执着，我
们冷暖自知。而于我而言，这次“三下乡”活动与其说是奉
献爱心，不如说更多的是在锻炼自己，让我有了更多的历练
和成长。它给了我一个亲身经历的机会，让我亲自去体验、
去感受、去思考，形成了自己认识的。这次三下乡，意义不
不仅在于活动本身，而是我从中所认识到思考到的东西，那
才是最珍贵的。尽管未来总会有别的喜悦，尽管时间总会为
我翻开崭新的篇章，但是这个夏天的经历成为了我人生旅途
中重要的一站，留给了我永恒的记忆和无怨无悔的青春 。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心得体会篇二

今年的暑假不再枯燥，在暑期的这次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给
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回忆，有点吵闹的学生，淳朴的村民，
还有可口的饭菜……。

很荣幸参加了本次xx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青年志愿者行
知实践服务队的下乡活动，下乡丰富了我的暑期文化生活，
同时我也在与队员们一起下乡的过程中建立了友谊，我也学
到了很多东西。和队员们以及孩子们度过的这九天充实而又
快乐的日子，我将一直珍惜并铭记于心。



这次下乡我是分配到了宣传调研队，根据校方的要求，我们
调研的课题是仙河当地的水质，同时针对仙河存在的有未成
年人到韩江边游泳的安全隐患问题对义教对象进行了游泳安
全知识教育。为了完成调研，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先是收
集资料整理出适应调研课题的问卷，并打印了两百份，在外
出调研过程都重视与该地村民亲切地交谈，所以我们都是用
潮汕话与他们交流，容易让他们打开心扉。除了外出调研需
要顶着烈日，但是队员们都不辞辛苦，没有一点抱怨，认真
负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我真想给他们点赞！除了实地调研，
我们还采集水样回学校检测，我们后期分工完成叙述经历、
数据分析及整理、提出不足和建议和游泳安全调查等内容来
总结出我们的调研报告。

下乡的环境不错，校方真的很重视这件事，无论在伙食、住
宿、上课设备等，都尽心尽力，对我们下乡队员也是照顾很
多，真的很想感谢好多人，感谢校长、主任、老师、门卫阿
叔、做饭阿姨，谢谢他们的照顾，也得感谢一起下乡的队员，
大家互帮互助，共同克服困难。

在与孩子们接触的过程中，我们也收获了很多感动，看着他
们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样子，真的觉得自己也年轻了不少，
在离开时，许多孩子都哭了，其实我们也是依依不舍，很多
义教队员也哭了。其实路不是很远，以后我们还会去那边义
教，我们还会跟进那边孩子的情况，愿大家都安好，茁壮成
长。

下乡，辛苦而又快乐着，但本着数学与统计学院分团委学生
分会“热忱为您服务”的宗旨，我觉得锻炼了很多，在服务
他人的过程中更加强化了我的奉献意识，这无疑将是我一生
的财富并且终生需要去体验的。

现在想来还真有点喜欢上那里了，与学生一起嘻哈，一起排
练，一起流汗：与调研组的小伙伴们外出晒晒太阳，虽然七
月的天真的很炎热，却也止不住路上的欢声笑语。与对小伙



伴拦一下路人，发一下问卷，去了趟水库，取了水样。有时
候可能天气实在太热了，路上很难遇到路人，就走了很久，
最后没什么收获就回到学校，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热情。
时间总是不等人的，不知不觉就到了要返校的日子了，不免
有点不舍。

虽然以后我不一定记着每一件事，但能肯定的是这份回忆一
直都在，在某个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间，会不知觉间想起
一些东西，也许我们把它叫做怀念。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心得体会篇三

此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我担任队长，负责组织、协调全队工
作。虽说我已经参加了一次社会实践活动，但要说带队还是
有点惶恐，在这次社会实践中我碰到了很多没有预料到的问
题，但在队友的全力支持下，此次活动还是进行的比较顺利。

拿破仑说过：“不愿意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但
将军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当的。经历这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我感触颇深。

要想把工作做好，需要团队协作，也需要各队分工明确。第
二次参与暑期社会实践的我，角色由一个队员转变为带队队
长。带领一个团队参加暑期社会实践，是锻炼一个人适应能
力与组织能力最好的契机。

此次暑期社会实践感触颇多，同时也发现了不少问题，但在
接下来的几天我有信心让这次活动有一个完美的落幕。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心得体会篇四

今年七月十九号，我参加了由xxx经济贸易学院组织的暑
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我们的营队名称是“扬青春风
采、促进位赶超”。我们营队这次下去的主要活动内容是：



宣传xx湖生态经济建设；同时做好关于土地流转、劳动力流
转和“三农”问题的问卷调查；通过座谈等形式，了解乡镇
基层党建现状及存在的困难；了解“三支一扶”人员的工作
情况；依靠多种渠道，获取“环xx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相
关信息与数据；深入农村、走进农户、贴近农民，做到了解
农民疾苦，真实的反映农村的现状，呼吁社会给予“留守老
人”“留守儿童”足够的关注。

在为期一个星期的下乡过程中，给我感触最深的还是是关
于“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问题。我觉得自己了解到
许多在课堂上无法了解到的事情，个人的心境也有了一些变
化，或者说是有了一些提高。

这几天，我们每天都会下到不同的村子，去做一些调查问卷，
和村民们进行交流沟通。我从小就很喜欢和别人沟通，我一
直觉得和不同的人沟通，透过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的是世
界。在村里的时候，我最多的就是和老人闲话家常，可以说
每个队员应该最多的就是和老人沟通，这并不是我们有多喜
欢和老人聊天，而是偌大的村里，几乎没有什么年轻人，年
轻力壮的大都出去打工了。

村里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现象非常严重。这个情况在下
乡之前，我们也是有做数据调查的工作的，多少是有些了解
的，但是冰冷的数字总是不及真实的'画面更令人震撼。七八
十岁的老汉，带着五六岁的孩童一起生活，这个画面没有给
我温馨的家的感觉，倒是莫名的衍生出一种苦涩。

在我眼里，人的一生有两个时间段是最温馨最幸福的。一个
是童年，而另一个则是晚年。在天真烂漫的童年里，可以无
所事事，可以无所顾忌的去做一些你想做的……当然我并不
是鼓励小孩子做什么坏事，只是觉得在孩童时代，总是可以
放开的去玩耍，去嬉闹，因为在这个时候，你的父母会一直
在你身后保护你。他们为孩子撑起了一片广阔的天。而在一
个人的晚年，是在经历过了年轻时的风风雨雨，风光也好，



落魄也好，晚年算是人生最后的避风港，儿女就是屋檐，理
应为自己的父母遮风挡雨，让他们安心，安享晚年。

而对于村里那庞大的空巢老人的阵容，我更是辛酸。家有一
老是个宝，但目前农村的状况，就是家有一老是根草，不仅
没有在年老时享到儿女的福，还要替儿女照顾一堆小孩。当
然，不可否认很多老人都是喜欢照顾小孩的，但这并不代表
他们就很愿意在自身精力很有限的情况下把照顾孩子再一次
的当成一份事业啊？也没有哪个孩子只想得到爷爷奶奶、外
公外婆的爱，一般来说都是更渴望父母的爱吧！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心得体会篇五

在为期7天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本着“高新技术助力农业
发展，信息服务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活动主题，实践团先后
走访了大荔县各地进行农村信息化的调研。本次调研方式灵
活多样，调研覆盖地域广，调研对象年龄跨度大。调研的内
容涉及太阳能技术的普及情况、自动化控制在当地农业中的
应用情况、物联网在农业生产链中的应用情况等具有代表性
的农村信息化问题。

7月14日上午，调研组走访了大荔县城关镇的邓营村和东七乡
一组，挨家挨户拜访当地村民，发放调查问卷，调查城关镇
农业信息化的普及程度，太阳能、自动化控制和物联网等技
术的应用现状等。据村民们介绍，全村已有近50%的家庭使用
太阳能热水器，普及率很高。但对于太阳能在农业生产中的
应用，如太阳能发电，太阳能路灯，太阳能灌溉等还只是个
别现象，并未推广。此外，村民表示对自动化控制和物联网
方面的知识不太了解，他们也表达了希望能开阔眼界，不断
学习科技农业技术，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改善家庭生活水
平的想法。

7月14日下午，实践团来到大荔红星村国家优质冬枣标准化管
理示范点，实地对现代化技术在大棚种植中的需求与应用进



行深入调查。在调研过程中，实践团与大棚技术人员进行深
入交流。技术人员向大家介绍了自动卷帘机，大棚保温被，
双层膜等相关设备和技术，特别对大棚温湿度调控、合理整
形拉枝，病害综合防治、环剥口处理等大棚冬枣生产中存在
的问题给实践团成员进行了重点说明，希望能更多地了解高
新技术，特别是自动化设施在冬枣生产、加工中的科学应用
问题等。调查结果显示，目前，自动化、物联网等高新技术
在当地农业发展中的应用并不普及，种植技术仍然属于粗放
型。对于作物的成熟度，种植户们只能根据经验不断进行实
地观察，才能进行采摘，且在环割剥皮阶段耗费的人力依旧
很大。他们期望有更加便捷的高新技术和智能化设备促进更
高效的农业生产。

7月17日上午，我们来到大荔现代农业园区科技育苗中心，参
观现代化温室大棚的育苗过程，调研高新技术在农业种植中
的应用发展。该大棚自动化化程度高，通过动力配电箱整体
控制棚内两侧的风机和水帘实现温湿度的智能调节，使用自
动施肥机和移动式喷灌车完成水和肥料的自动喷洒。在调研
中我们发现，育苗过程中，水、农药和化肥等的用量控制往
往凭借经验进行，不仅人工成本大，还容易造成浪费和影响
作物安全。此外，目前播种和喷洒农药阶段依旧依靠人工操
作，种植户期待能研发出针对性强，方便实用的播种机，解
决人工播种不均匀、人力、物力耗费大等问题。随后，我们
还特别向技术人员询问了太阳能电池板的使用情况。他表示，
他们一直都有引进大阳能电池板的想法，但是考虑到太阳能
电池在阴天时的转换效率低，不能达到温室的供热需求，所
以依旧采用锅炉加热的传统方式给大棚供暖。

7月13日下午，实践团来到陕西天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冬枣制
品车间，参观冬枣的贮存、加工流程。在车间中，分体式微
电脑控制器、电热恒温干燥箱、一体化智能加工炉等自动化
仪器已广泛应用，这是高新技术助力新农业发展的最真实体
现。



7月15日，实践团赴荔民农资连锁有限公司及其下属连锁店座
谈、调研。我们了解到，荔民公司著名的大荔模式是典型的
农业、科技双向推动的新型模式。大荔模式的农村信息化建
设应用了商业流通软件、物联网、电子商务等信息技术，为
农民提供了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的农业科技服务。目前，
荔民公司正在着手建设智能化大棚，棚内配置温度、湿度、
光强度等各类传感器及摄像头，采集农作物相关数据，通过
无线网络上传数据库，供专家研究分析。

7月16日，实践团赴大荔县科技产业园重点企业参观、学习，
深入调研了农村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现状。我们先后来到陕
西宝优电子制造有限公司和陕西长石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分别参观了贴片电感器、电路板材制作的整个生产流程。我
们了解到高新科技公司的引入，提高了劳动就业率，提升农
村的科技水平，带动农村信息化的建设和发展。企业领导均
表示非常欢迎和支持高校研究生今后能来到企业多交流、多
实践，期待搭建一个双方共赢的合作交流平台，能依托企业
的资金、资源和生产设备，将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
在的市场效益，同时增加学生实践、就业的机会。

在对这些厂矿企业的深入调研中，特别要提到的是，几位企
业负责人纷纷向我们表示，他们急需一些具有相关专业背景
的高新技术人才来公司工作，但是很多高校毕业生、特别是
像我们西北大学这类重点院校的毕业生大都选择了去大、中
城市发展，而不愿来到县区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工作。
希望高校能协助企业共同宣传，引导更多的大学生投入到县
区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中，破解企业高学历人才稀缺的难题。

7月17日下午，实践团来到大荔县东府广场等地进行高新技术
（太阳能电池、自动化技术、物联网）应用发展情况的调研。
调研组分成三个小分队，深入广场街头发放调查问卷，展开
调研工作。在调研过程中，队员们积极主动与大荔县的人民
进行互动交谈，仔细讲解调查问卷上的问题。善良勤朴的民
众也给予热情配合，认真细致地填写每一份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广场上活动的人群以中老年、妇女人群居多，职业多
是自由职业或是退休职工，他们对于太阳能电池、自动化技
术的认识并不多，仅限于听说过，但他们乐于学习、接受这
样的高新技术。此外，对于物联网，大多数人则表示这是一
个全新的概念，完全没有了解。一些学生或公务员群体则对
太阳能电池、自动化技术、物联网了解程度较深，希望这样
的技术能运用到生活中更多的地方。

本次调研采用问卷调查、数据统计、个案访谈、典型挖掘等
多种形式，共发放调查问卷500份，收回有效调查问卷485份，
基本上真实反映了当前农村信息化的发展程度和存在的主要
问题。调研结果显示，资金技术、专业人才、宣传推广这三
大主要问题制约了太阳能、自动化控制、物联网等技术在农
村的发展和应用。但值得期待的是，基于政府的支持和补贴，
农村信息化建设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重视，相关科技项目正
陆续开展。作为高校研究生，我们希望发挥自身专业特长，
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科技农业的发展中贡献绵
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