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去福利院看望老人的心得体会 感恩
节看望老人的心得体会(模板5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那
么我们写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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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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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是一个让我们向家人、朋友和社会表达感激之情的节
日。然而，我们应该怀着感恩的心去看望那些年长者，因为
他们给予了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宝贵经验和爱。在今年的感恩
节，我决定去一家当地的养老院看望老人，并且我从这次经
历中学到了许多。以下是我关于“感恩节看望老人的心得体
会”的五段式文章。

首先，看望老人让我意识到时间的宝贵。年老的人们清楚地
知道时间的重要性，他们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尤其是在养
老院，我看到了那些坐在轮椅上、孤独地凝视远方的老人们。
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失去了记忆力，无法回忆起他们的亲人和
过去的经历。这让我深刻地明白，时间是我们人类最宝贵的
财富。我们应该珍惜每分每秒，并将更多的时间花在我们所
爱的人身上。

其次，看望老人教会我适应变化。年老的人们常常面临身体
和认知上的限制，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生活的乐趣。相
反，他们乐观地面对挑战，并努力适应自己的新生活。在养
老院里，我见到了一位受到病痛折磨的老婆婆。虽然她需要
他人帮助才能完成日常事务，但她一直保持着微笑和乐观的
态度。这让我明白到，面对变化和困难，我们应该学会适应，
保持积极的心态，并且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



第三，看望老人给我带来了对传统价值观的思考。与年富力
强的人相比，老年人经历了更多的社会变革和精神启示。他
们有着独特的价值观，对生活有着更深入的理解。在养老院
里，我和一位退休教师聊起了教育的变革。她告诉我，尽管
技术和教学方法不断发展，但教育的最重要的东西仍然是对
知识的热爱和对学生的关心。这让我反思现代社会的价值观，
认识到我们不应该追逐时尚和物质，而是要重视传统的、人
文的价值观。

第四，看望老人教会我珍惜生命中的每个人。许多老人在养
老院度过余下的时光，与他们的亲人难以团聚。我看到了一
位老人的儿女给他寄来了一封感恩信。他亲切地读了信，眼
中充满了感激之情。这让我意识到，我们应该对亲人和朋友
表达感激之情，因为有些人可能不再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不
应该把时间浪费在争吵和冲突上，而是要珍惜每一次相聚，
传递爱和关怀。

最后，看望老人让我明白到幸福源于给予。在养老院，我看
到了工作人员无私地投入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老人。工
作人员们给予老人温暖和关怀，同时老人们也回报着工作人
员们的付出。这让我明白到，真正的幸福不是从我们得到什
么，而是从我们给予什么开始。我们应该学会关心他人，付
出爱和关怀，因为这将让我们自己感到更加满足和幸福。

通过这次感恩节看望老人的经历，我深刻地明白到时间的珍
贵，适应变化的重要性，传统价值观的可贵，珍惜生命中的
每个人和给予的意义。这次经历不仅让我认识到年老的人们
的价值，也让我反思了自己的生活态度。我希望将这些体会
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并在未来的感恩节继续去看望那些年
长者，给他们带去快乐和温暖。因为在感恩节这个特殊的时
刻，我们应该向那些付出了爱与关怀的人表达我们最真挚的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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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福利院看望老人300字作文

，

走出

小学生作文大全

我们又向他们唱了许多首歌，该回校园了，我们再一次向老
爷爷敬了个礼，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敬老院。

在回校园的路上，我们都很高兴，因为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
的事情。尊敬老人、爱护老人是我们全社会每个公民的责任，
我们要从小做起，让世界充满爱！

指导教师：田老师

[推荐给朋友][显示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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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是一个传统的节日，人们会与亲朋好友聚在一起，表
达对生活的感激之情。但是，我们是否忽略了身边那些无私
奉献的老人？在感恩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决定去看望老
人，感受他们的智慧和爱。这次活动给了我很多启示和体会。

第二段：关于老人的珍贵智慧

在我看望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位年届八旬的老人。他的眼
神透露出一种沧桑和智慧，他告诉我关于生活的故事和人生
的价值观。他说，在他的一生中，他经历了许多起伏和困难，
但是他从不抱怨。相反，他把每一个挑战都看作是成长的机



会，他坚信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老人的经历让我感到震撼
和敬佩，他们的智慧是那样的宝贵。

第三段：关于老人的孤独和温情

许多老人因为疾病或失去亲人的离世而感到孤独。在我拜访
的几个老人中，有一位是独居的。他告诉我，他的家人都已
经去世，孤独成为他生活的常态。但儿女们每适数年都会给
他打电话，为他寄些生活用品，他说这些孩子们的关心让他
感到温暖。在面对老人的孤独时，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需要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他们，给他们温暖和关爱，让他们感受到
自己的重要性。

第四段：关于老人的无私奉献

在我拜访的老人中，有一位已经年过九旬的老人。他告诉我
他在医院做义工已经十多年了，每天都去照顾病人，和他们
聊天，给他们送去温暖和关怀。老人告诉我他从没有觉得累，
他觉得为别人做点事情是自己的责任，也是让自己开心的事
情。这位老人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我，他的无私奉献和心态让
我学习到了很多。

第五段：我的感恩之心与行动

在拜访老人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老人的智慧、孤独和
无私奉献。这次经历让我更加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和每一
天。我决定回家后，多陪伴我的祖父母，给他们沟通的机会，
听取他们的故事和智慧。我还决定以我的行动去帮助那些需
要帮助的老人，为他们送去温暖和关怀。我相信，感恩节不
仅仅是一天的庆祝，而是我们应该时刻怀有感恩之心，并用
我们的行动去传递爱和人间温情。

总结：



通过这次与老人相处的经历，我深深认识到老人的珍贵智慧、
孤独和无私奉献。他们在逆境中坚持和挑战自己，以及无私
地为他人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感恩节不仅应该是家庭
团聚的时间，更应该是我们向老人表达敬意和感激的时刻。
通过陪伴老人和为他们提供温暖和关怀，我们不仅能够感受
到由衷的喜悦，也能够让老人感受到他们的重要性。让我们
用心去感恩，用行动去传递爱，让感恩节的意义更加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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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大学生去养老院活动心得体会1

在决定去养老院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些忐忑的，毕竟之前我
是没有参加过这一类的，而且也是不懂得如何的去和打交道，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不过经过了尝试，自己也是很好的
把这次活动给做好了，我是分配了和老人聊天的，开始我还
是挺担心的，渐渐的和老人聊起来，我也是找到了一些话题，
而且老人也是愿意和我说话，后来活动快结束的时候，老人
说感谢我们去看他们，有人陪着说说话真的很好，我也是感
到有些心酸，很多老人都是失去了子女，或者是直接没有子
女的，所以晚年的生活都是过得不是很好，在养老院虽然物
质方面是不缺什么的`，但是精神生活却并不是那么的如意，
而且能一起说话的也是不多，虽然老人们自己也可以聊天，
但是长久的相处，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好聊的，而我们
的到来，却是给他们的精神生活添加了色彩。

在这次活动之中，我也是看到其他的志愿者是非常热情的，
不是抱着完成活动的心态在做事情，而是很好的去把工作给
做好了，而且也是我在了解之中知道，很多人是多次的来到
养老院做这个志愿的活动，作为大学生，其实我也是要多做
一些，为去做多一些贡献，并且我也是在这次活动之中感受
到帮助他人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虽然自己没有什么太大
的收获，但是付出了，自己的心灵却是收获很大，更加的充
实，更加的懂得这个社会的温暖，以前的时候我觉得要去社



会真的不容易，毕竟我也是去做过兼职，知道社会的艰辛，
但是多做一些温暖的事情，自己也是可以感觉到，挺不一样
的，并且我也是通过这次的养老院活动，让自己明白，做志
愿的活动，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活动虽然是结束了，不过下次我依旧还是会来参加，会多去
陪陪老人，多去帮助在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们，让温暖继续
的传递下去，让自己的精神生活更加的充实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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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一直有过一种想去敬老院看看那里的老人们的想法，但
由于学习的繁忙和自己的懒惰，所以这个想法一直不曾实现，
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深处。但这个暑假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我们的团队帮我实现了许久以来的想法。在这个暑假，我终
于与我的所有队友们一起踏入了敬老院这个我一直想去的地
方。

这个假期的天气虽然十分炎热但在7月16号到20号这四天我却
感觉不到天气炎热，因为我心里是十分凉快的，将太阳给我
的酷热冲得一干二净。为了去看老人，为帮老人们做社会调
查，从我心里最深处流淌出了一股深深的凉意，它足以融化
一切的炎热与酷暑。

在临近放假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找到了我。问我是否愿意
加入他们的团队而进行暑期社会实践。当时我犹豫了一下，
因为我本打算在这个假期去做兼职的。但当那个朋友说是去
敬老院看望老人以及做一些相关的社会调查时。我便立即答
应了他的盛情邀请。因为去敬老院和老人们交谈是我一直想
做而没有做成的事，做社会调查也是我的处子秀。有这么好
个机会既满足我许久的想法又给我一次挑战自我的机会，我
岂能轻易的放过它。经过短暂的思考过后我便决定了加入我
们的团队。



进入这个团队以后，我感觉是十分荣幸的，我的决定是十分
正确的。在这里面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和加深了与一些老朋友
的友谊。在经过几次的会议之后，我们的团队进行了分工。
而我如愿以偿的分配到了调查组这一块。负责设计暑期调查
问卷和进行社会与敬老院的调查。在调查组里，我们一起努
力。精心设计问卷，共同探索，进行社会调查，完成了队长
交予的任务的同时也使自身得到了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