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奖励孩子的方案(模板5篇)
为保证事情或工作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开展，常常需要
提前准备一份具体、详细、针对性强的方案，方案是书面计
划，是具体行动实施办法细则，步骤等。通过制定方案，我
们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问题的分析和解决，避免盲目行动和
无效努力。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方案应该怎么去写，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奖励孩子的方案篇一

甲方：，性别： ，民族：，出生年月：年月日身份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住址：

乙方：，性别，民族 ， 出生年月：年月日， 身份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住址：

见证人：，性别 ，民族：，出生年月：年月日， 身份证件
类型： ，证件号码：

住址：

经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就双方非婚生子女的抚养事宜自愿
达成如下协议，双方愿意共同遵照执行此非婚生子女抚养协
议：

一、双方一致同意(非婚生)的抚养权和监护权归乙方，

二、因甲乙双方自 年 月至 年 月共同生活期间，在北京开
店所得全部财产都在乙方名下。同时还有一辆轿车（牌子及



车牌号）也已转到乙方名下。甲方自愿净身出户。故自本协
议签订直至非婚生子女年满十八周岁，甲方无须向乙方支付
任何子女的抚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

三、甲、乙双方同意：对子女在未成年期间造成第三人人身
或财产损害的赔偿，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四、甲方对子女享有探望权，乙方无正当理由不可剥夺甲方
对孩子的探望权，也不得剥夺孩子对甲方的探望权。

五、甲方自本协议生效后跟乙方以及子女的抚养、教育、上
报户口等再无任何关系，也无须承担子女的任何费用，乙方
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要求甲方支付任何费用。若乙方违约，则
乙方终止对子女的抚养权，同时子女的抚养权和监护权归甲
方。

六、在乙方承担对孩子的抚养教育期间，对孩子的抚养及教
育等方面有不良影响或影响孩子身心健康的，甲方有权对孩
子进行抚养和教育，乙方必须支付甲方由此产生的孩子的抚
养费、医疗费、教育费等相关费用。

七、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本非婚生子女抚养协议一式二份，甲乙方各自留存一份。

甲方：(签名)

乙方：(签名)

见证人：（签名）

协议签订日期：



奖励孩子的方案篇二

法定代表人姓名:____________职务:______________

经营范围及方式:____________

工商核准登记号:____________

开户银行:__________________账号:______________

受赠单位名称:_______市慈善总会电话: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姓名:______________职务:______________

以上双方根据、有关规定，订立协议如下:

一、捐赠方义务

向受赠方捐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并提供合法的所有
权凭*。

二、捐赠方权利

与受赠方合议后，在不违反法律、法规，不危害公共利益前
提下，指定所捐_______用途、用法如下:_______________。

三、受赠方权利

接受捐赠并查验所有权凭*。

四、受赠方义务

接受捐赠款项或物品后，依照捐赠方指定的目标和方式支配
使用捐赠款物。



双方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签订协议，如有未尽事宜，以实现协
议为目的，自愿协商解决。

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奖励孩子的方案篇三

捐赠方：

联系方式：

地址：

受赠方：

联系方式：

地址：

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促进我国广大青年软实力的提升，
创建社会主义*社会，乙方发起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
益项目，*方自愿参与并支持该项公益项目。双方共同依照国
家和*的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诚信守法和公众受益
的基本原则，在友好协商并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签署以下捐
赠协议。

一、捐赠意愿：自愿向受赠方捐款。

二、捐款数额：___________元整（**）。

三、捐赠明确：捐赠款中的_______%，捐给受赠方作为社会
文化



奖励孩子的方案篇四

你对孩子进行过物质奖励吗？此刻的你是否正在为此头疼？
不知什么时候起孩子做某件事情变成是为了奖励，不奖励就
没有了动力。

什么时候我们该用奖励？

在探讨这个话题前，我们先看一个老人与熊孩子的故事。

这一天，老人正在午休，这群熊孩子又来了。在门口吵吵闹
闹，玩打仗游戏，踢易拉罐，真是不亦乐乎。我们的可怜的
老人家拄着拐棍，压下怒气，微抬嘴角拉扯出一个笑容走到
门外对熊孩子说：“孩子们，你们玩的很开心，让我也觉得
年轻了很多，谢谢你们。为了对你们表示感谢，我决定给你
们每人5块钱，请你们明天继续来玩。”熊孩子们答应了，开
开心心的接过钱走了。隔天同样的时间，吵闹声再次响起。
这次老人却不再愤怒，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他对孩子们表示由于他是退休老人，收入不高，只能给每个
孩子2元钱。孩子们虽有些失望，还是接受了。第三天，当老
人拿出1元钱的时候，熊孩子们愤怒了，他们大声喧嚷“你以
为我们每天在这里喊跳不累吗？才1元钱，我们不干了！”于
是老人又过上了安静的生活。

听到这个故事，你大概会为老人的机智赞叹。可你有没有想
过，日常与孩子的相处中，我们也在无意中做了同样的事情。

6岁的彤彤绘画很有天赋，经常一个人趴在桌上画。妈妈为了
提高她的积极性，每次画完一幅画就会用买零食、延长看电
视时间等方式奖励她。最初一段时间的确有效，彤彤绘画的
积极性提高了很多。可慢慢的妈妈发现彤彤有时画的画不再
像最初那么鲜活富有想象力了，而且彤彤对奖励的要求越来
越高。一盒薯片不够，看电视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不让看电
视就不画画。



我们不仅要问：是什么改变了孩子？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行为动机可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
当我们是因活动本身的兴趣、完成活动后的乐趣或活动对人
的挑战力而自发的从事某种活动时，我们的动机源于我们内
部。而为了某种外在结果而从事某种活动则是外部动机。

不管是第一个故事里的熊孩子还是彤彤，他们行为发生改变
的原因是外部动机的出现使内部动机被削弱。当我们用外部
奖励的方式去对待时，相当于是引导孩子把他们的行为与奖
励联系起来而不是自身的愿望。接着，他们自觉度下降并渐
渐对活动失去了兴趣。一旦外部奖励无法满足他们，他们将
停止此项活动。

那么，我们该如何提高孩子的内部动机呢？也许你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培养孩子的兴趣，让他们真正从中收获乐趣；

二、激发孩子的好奇心与探索欲望；

四、设置有适当难度的任务——太难或太简单都不利于内部
动机的培养。

看到这里，是不是有妈妈们会认为以后不用再给孩子奖励了。
那你大概会面对孩子的抗议和楚楚可怜的眼神。请记住：当
孩子们不需要物质激励也能出色完成某活动时，你没有必要
画蛇添足给他奖励。当你要鼓励孩子完成某项他并不是太喜
欢的活动时，还是给我们的孩子一句爱的鼓励或一点小奖励
吧，你没有必要在孩子眼里成为严苛的妈妈！

奖励孩子的方案篇五



“奖状!谢谢爸爸。”孩子接过奖状，显得很高兴的样子。

“你可以把奖状读给我听一下吗?”

“杨帆小朋友：你在2004年勤奋努力，发表了《雾像什么》
等5篇文章，特此向你表示祝贺。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更加认
真，力争取得更优异的成绩……2005年，你能超越自己吗?爱
你的爸爸妈妈。”孩子读得很自豪。

“这是送给你的新年礼物之一，你喜欢吗?”

“喜欢!我要是明年能多发表几篇文章就好了，还能得到稿费。
”

“是啊，祝你成功，同时也祝你各门功课都取得优异的成绩。
”

孩子离开时，一路都低着头看那张奖状。后来，他把奖状藏
在了资料盒里。他说，明年让我们再做一张，希望比今年的
更漂亮。

奖励孩子有多种形式。把属于孩子的成绩做个小结性的汇总，
并以奖状的形式给予展现，是一种好的'方法。孩子会从这一
张简单的奖状中看到过去的成绩，从而产生兴趣，增强信心，
产生超越自我的欲望。

关于奖励的问题，多数家庭比较随便，只要孩子能考得好，
几乎是有求必应。其实，这并非小事一桩，处理不好就可能
事与愿违。有的家长有这样的经历，孩子第一次考了100分，
回来就向家长要"说法"，还说其他考得好的同学都得到了父
母的奖励。关于奖励的问题，多数家庭比较随便，只要孩子
能考得好，几乎是有求必应。其实，这并非小事一桩，处理
不好就可能事与愿违。



所以，家长们也要讲究奖励的策略和原则。

适当时候、适当次数的奖励，就相当于给发动机加油，可以
起到很好的作用，但切不可太滥。奖的频率太高，其刺激作
用就会逐步下降，要想发挥其作用，就必须不断加码，以满
足孩子迅速扩张的胃口。而更为严重的是会引导孩子为了得
到奖励而学习，不能产生真正的动力。因此，在满足孩子必
需的学习用品和生活需要的前提下，要逐步减少奖励的次数，
最佳境界就是没有奖励。

大多数家长是以分数或者名次来设定奖项和决定是否奖励，
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根据孩子的学习态度进行奖励。因为从长
远看，态度和努力的程度比一两次的分数更重要。而且考试
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如卷子的内容对每个人的适应性，孩
子复习题目的"机遇"性等，所以并不能真正反映其学习的努
力程度和效果。用分数和名次作为奖励的标准，有可能出现
孩子已经非常努力，但因为一些偶然因素而没有达到设定的
奖励目标，结果反而会打击孩子的学习积极性。

如果和孩子有了约定，比如有的家长是定考多少分，有的家
长是定考到第几名，就一定要兑现。如果孩子达到了约定的
要求，就要坚决奖励，做父母的不兑现自己的承诺，就会严
重挫伤孩子的学习热情，更为严重的是给孩子树立了言而无
信的榜样。如果孩子没有达到设立的目标，也不可迁就，形
成讨价还价的习惯。与其怕影响孩子的情绪而改变初衷去迁
就他，还不如没有这样的约定。

奖励的价值不要太高，其价值和奖品要与孩子的年龄、取得
的成绩等等相适应。有些家庭由于形成了奖励并不断加码的
习惯，常常给孩子价值过高和不适当的奖励，那样反而会害
了孩子。比如有的家长因为孩子某次考试满分，就给孩子买
电脑买游戏机，结果孩子玩物丧志。

很多家长给孩子的奖励是以物质享受吃、穿、玩为主，这样



的弊端是将孩子的目标引导到享受方面。其实学习用品，特
别是书籍才是最好的奖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