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儿童福利院调查报告 儿童福利院实
习报告(大全5篇)

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报告具有
语言陈述性的特点。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
的报告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报告范文，希望大家能够
喜欢!

儿童福利院调查报告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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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实习的目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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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儿童福利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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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肤并视听障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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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的实习中，我把他们的特点主要归纳为以下三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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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孩子对哈尔滨还是很熟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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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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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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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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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实习报告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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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我的实习工作总结，通过这次实习，我明白了，我们
的儿童需要更多的关怀和帮助，我们不能够这样下去了，即
使是残疾儿童，也是需要更多的关爱才能够让他们快乐的生
活下去。我已经是这样了，我可以自己做的更好了，在不断
的发展中得到更好的进步。这次实习给我的触动很大，我相
信我会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记住这一次实习，在我毕业后为
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儿童福利院调查报告篇二

本年暑假已经竣事了，我又回到了校园，在暑假中，我利用
业余时间参加到了练习中，在不绝地练习中得到了更好的进
步。本年暑假我练习的地方是儿童福利院，这是一个不被存
眷的地方，很多的实际环境导致我们不停以来对他们的存在
不实非常的体贴，但是他们是必要社会的资助的，我应该去
资助他们！以下是我的小我私家练习陈诉总结：

一、练习目标

社会事变专业是指社会（当局或社会团体）以物质精力和办
事等方法对那些因外部、自身和布局性缘故起因不能依靠本
身的力气进入正常的社会生存的小我私家与群体提供资助，
使他们复兴社会生存本领，和谐社会互动干系，进步社会生
存质量，加强社会福祉的专业要领。社会事变是一门实践性
很强的专业，以是深入社会，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成为本专
业的紧张课程之一。本次练习的目标有：

.相识儿童福利院的构造布局

2.深入学龄儿童中相识他们的生存状态

3.牢固理论知识,熬炼实际事变本领,加强了社会事变的爱好
和热情



二、练习单位先容

哈尔滨儿童福利院2001年建院，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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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采取了
很多失依儿童，赐与他们生存以及教诲资助。如今，此中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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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8-17岁为学龄儿
童，3个高中生，十几个初中生，别的的为小门生。我的事变
重要是在教诲科室，针对小学和初中的门生举行学习领导，
修正作业，与他们谈天等，偶尔会打仗学前儿童，别的时间
便是整理图书。本文的陈诉重要围绕与孩子们的事变睁开。

三、 练习内容与小我私家事变总结陈诉

我本来是带着迷惑与好奇来到儿童福利院的，由于我们履历
了一系列的步伐才如愿以偿地进入这个“秘密”的地方。体
检，门卫的诘责，登记，集会会议室的等待，乃至是在真正
开始事变时才遇见院里的孩子，这让我不由得对传说中的福
利院心起迷惑。我也本来以为那些儿童会有我想像中独特。

当是，我所履历的，却颠覆了我的统统。福利院事恋职员给
我们一些简单的要求，不要探询他们的出身，为院里的事变
保密。他们之中有一些是天赋残疾的孩子。有肢残、侏儒、
皮肤并视听停滞、发音不请，智力发育不全等缘故起因，幼
时被怙恃遗弃，大概失去监护的失依儿童，生命以这种情势
出现，让我们去相识这个非正常社会化的孩子群体的生存状
态与精力生存。我开始打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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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
在十天的练习中，我把他们的特点重要归纳为以下三点：

1. 院里的孤单与空想

由于孩子很多，院方的管理职员每每没有可以或许叫出他们
各自的名字，特别是对付那些内向而不肯来往的孩子。我不



想他们成为无名氏，以是我见他们的第一天，在课程过后，
我先报告他们我的姓名，电话号码，然后让他们在一张纸上
写下本身的名字，第二天我就可以或许记取他们了，我想这
是对他们品德的恭敬吧！也是和他们进一步打仗的方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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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遇打仗表面的天下。他们在福利院，一样平常环境下是
断然禁绝出去的？我问过他们，他们说偶尔有机遇带他们出
去玩，大一点的孩子对哈尔滨还是很认识的。我们发明他们
的抱负也是缤纷美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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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报告
他们学习之改变本身的'很好的出路。固然芳华期的反叛与烦
恼，来不及让他们想太多以后的事变。

2. 他们大部分热情而脆弱

学前的儿童有专门的幼儿老师，上午和下战书都由那些受到
专业练习的老师领导做活动，唱歌，舞蹈，学诗等等，她们
都是年轻的而有活力的女孩子，以是这个院里的活力，很大
一部分来自于她们，这是院方的明智之处。中午由老师领导
着就餐，别的时间由生存老师领导，在寝室苏息。碰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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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为冲动是，他们都及其盼望他们的拥抱，哪
怕是牵手，也可以让他们开心。每每，他们会莫名其妙地哭
起来，仅仅只是引起别人的留意罢了。老师的轻微的品评，
他们也会放在内心。着实，简单地说，就是必要他人的存眷，
我们知道，福利院固然体例职员浩繁，乃至正式体例员工是
孩子人数的一样平常，但是真正与孩子打仗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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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不难懂白，他们的热情来自于对他人存眷的渴
望。这也让我认识到在儿童生长时期，来自怙恃等亲人的肢
体交换的紧张性。生理学上讲，那些与怙恃有康健肢体交换
的孩子，生理上比那些缺乏身材交换的人更康健，在以后的
人际来往中也会越发顺遂、坦然。着实，成年人又何尝不是？



偶然间，一个暖和的拥抱，很多痛楚，忧郁，委曲就可以释
怀。

儿童福利院调查报告篇三

《儿童福利院社会实践报告》由为您提供，欢迎阅读!

今年寒假已经结束了，我又回到了校园，在寒假中，我利用
业余时间参加到了实习中，在不断地实习中得到了更好的进
步。今年寒假我实习的地方是儿童福利院，这是一个不被关
注的地方，很多的现实情况导致我们一直以来对他们的存在
不实十分的关心，可是他们是需要社会的帮助的，我应该去
帮助他们!以下是我的个人实习报告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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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实习的目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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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院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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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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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天的实习中，我把他们的特点主要归纳为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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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对城市还是很熟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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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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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及其希望我们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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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人数的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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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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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会有心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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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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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实习报告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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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我的实习工作总结，通过这次实习，我明白了，我们
的儿童需要更多的关怀和帮助，我们不能够这样下去了，即
使是残疾儿童，也是需要更多的关爱才能够让他们快乐的生
活下去。我已经是这样了，我可以自己做的更好了，在不断
的发展中得到更好的进步。这次实习给我的触动很大，我相
信我会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记住这一次实习，在我毕业后为
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儿童福利院调查报告篇四

儿童福利院作为国家收养孤儿的主要机构之一,主要在基本的
衣食住行方面给予院里儿童照顾,在生活上有了基本的保障。
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xx儿童福利院社会实践报告，
欢迎阅读。

实践时间：20xx年6月8日-----20xx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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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对象：儿童福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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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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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福利院调查报告篇五

今天，我们一行6人第一天走进s福利院。记得在填写实习志



愿的时候，我三个都选的是福利院。最主要的原因是自己从
来都没有接触过专门的养老机构，大部分都是在社区做些活
动，在专门养老机构中老人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社工又是
如何介入的?希望50天的实习能够让我通过亲身的经历找到答
案。

福利院院长亲自接待了我们，一开始大家还有些拘谨，但一
聊到“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实务”的话题，大家都打开了
话匣子，坦诚且友好的分享拉近了我们和福利院的距离。院
长给我们介绍了以后具体的实习内容，福利院现在有三个项
目要开展：第一，机构提供服务方面，针对高危老人的干预
项目;第二，文化方面，“阳光自由行”项目，计划开展针对
机构内的老年人康乐活动;第三，公益创投中标项目“护老者
之家”。“父母在哪，家就在哪”这一句标语是福利院带给
我的第一次触动。福利院的主要任务照顾老人，人人都有年
老时，让福利院充满家的温馨，让老人在这里安享晚年。有
爸妈就有家，当一位位老爸老妈年迈苍苍的时候，聚集在一
起时，我无法想象这情景呈现在我眼前时将会有怎样的心情。

当院长问我们有什么问题时，我提出担心我们6个都不会说且
听不懂上海话，在和老年人沟通时会不会存在障碍。院长说：
“其实和老年人沟通重要不是靠语言而是靠肢体动作和微笑。
”当王老师带我们参观福利院时，我才真正理解王院长的意
思。福利院内都是高龄的老人，他们大部分活动不便。园中
的座椅上的灰尘证明了这一点，在装潢奢华的老年住宿楼里
走了一圈，偶尔看到坐在沙发上休息的老人，你能真切的感
受到苍老的无情。由于年龄较高，老人们都闭着眼睛，仿佛
在打盹。王老师告诉我们这是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最直接的
表现。当跟着王老师进入宿舍去探访老人时，我只能向院长
告诉我们的那样去主动握住老人的手，拍拍老人的肩膀，真
诚的微笑伴着现场学的几句上海话来和老人打招呼。

印象深刻是下午参加老年人的“绘画课堂”，与其说是绘画
还不如说是涂画，我坐在一位老人身边和她一起涂颜色，工



作人员告诉我这位老人已经93岁了，双耳已经完全失聪，想
对她说话可以写在纸上。看着老奶奶涂的认真的样子，并且
还时不时的问我衣服应该涂什么颜色，我拿起合适的蜡笔给
她，她就很信任的认真涂颜色。老奶奶是如此的依赖身边的
我们，她曾经历经艰难，克服种种生活抛来的坎坷挑战，但
在衰老面前，她无力反抗仿佛回到了孩提时候，仰仗周围的
人。老人需要的是陪伴，无需大雨倾盆，丝丝细雨，如无无
声。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暑期福利院实习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