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学生敬老院社会实践心得体
会(精选5篇)

心得体会是对一段经历、学习或思考的总结和感悟。大家想
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中学生敬老院社会实践心得体会篇一

既然老人们无子女，那么政府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呢?当问
到有没向政府反映要求增加补贴时，爷爷说肯定是有的啦，
但是反映没有用啊，还是这样，本站为大家提供了寒假敬老
院社会实践报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晨曦行动的策划书中并没有计划到老人院慰问老人的。但
是，没办法，志愿者嘛，所到之地少不了敬老院啊，孤儿院
的，所以十九号上午九点在正副队长的领导下，除了上课六
个人外，我们九个人加上带路的青梅一共十个人向敬老院出
发。经过“坟墓路”度过“奈何桥”越过木头加工厂来到了
神秘的带有点阴深深的老人院。

敬老院大门上写着上帅福利院，大门是紧锁的，喊了几声没
人回应我们，以为没有人在。叫青梅帮我们拍了几张照片，
原以为可以不用做事拍了几张照片就说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校
大学生志愿者暑期社会实践到上帅敬老院慰问老人的。在我
们转身即将离去时，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爷爷拿着扫把扫地。
青梅打过招呼后，我们进了老人院。首先大伙分工合作，扫
地、拖地、擦窗等。我想在这说说刚进门的感觉。刚进门，
映入眼帘的是桌上盆里的剩饭，似乎放了好几天，放上面一
群苍蝇在群魔乱舞，旁边是一张粘满苍蝇的苍蝇贴，再旁边
是一个不满灰尘的懒电饭煲，地面很脏很潮湿。整个房间散
发出一种潮湿的霉味，尿味和吸了几十年的烟的烟酸味，有



点呛鼻，但我们不能退缩，工作依旧进行。

清洁结束后，大伙和老人们聊了起来。在聊天中得知，这个
老人院一共有七个人，都是没有子女的孤寡老人，而且都是
男性。最年轻的是57，最老的是84岁。年纪最大的老爷爷走
路时颤抖着的，迷惑的看着我们，他的眼神告诉我们，他不
开心，他很孤独很寂寞，很想和我们聊聊天，只可惜他已经
完全听不到我们的声音，所以他一直坐在门口看着我们和另
外一位老爷爷聊天。最年轻的哪位，我想我不应该叫他爷爷，
因为他也就比我的父母大几岁，我应该叫他大伯吧。五十七
岁的那位大伯很少和我们说话，期间就一直坐在楼梯间看着
我们说话，傻傻的笑着，那所剩无几的大黄牙配上凌乱的头
发和那笑声，有点恐怖，我不敢与他对视，但我心中更多的
是同情，我想和他多说说话，但是你会觉得不知道说些什么。
所以基本上我们整个过程都是和那没七十四岁的了老爷爷聊
的。一位七十三岁的老爷爷坐在角落看着我们，无神的眼睛
里透露着忧郁，他渴望和我们说说话，似乎几十年没看过这
么多人在自己的面前，似乎几十年没有人和他静静地坐在一
起说说话啦!在怜悯之心的驱使下，我坐到他旁边，看着他吸
一口自己卷的烟草，看着他吐出的白烟在空中缓缓散去，我
问了他的年纪，可惜老人家太老了，耳聋啦，听不见我说什
么，只是呆呆的看着我，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回答着他听不懂
听不到的问题。那位七十四爷爷告诉我们，这位爷爷七十三
岁，已经在这住了十八年啦，耳聋啦，听不到啦!天啊，很难
想象在这里这十八年是怎样度过来的。

和七十四岁爷爷的聊天中，我们了解到了他们大概的生活状
况。他们一天有三块钱的伙食费，一个月有十块钱的生活费
用于购买洗衣粉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当然我们知道这十块钱
是远远不够的，那么不够怎么办呢，没有怎么办，就那样咯，
没油就不用油咯，没盐那么做菜就不用盐咯。政府会派写米
给她们，菜的话就自己种。爷爷告诉我们，他们是每个人自
己种菜自己煮自己吃的。前面一大块空地就是他们的菜园，
那块油麦菜就是七十四岁爷爷的。也就是说七十四岁爷爷每



天的菜都是油麦菜，至于有没有放油盐就不知道啦。当我问
他为什么不七个人一起仲裁一起住一起吃，那样菜式就多啦，
爷爷说刚开始是这样的，但是有人不做事啊，后来就分开啦，
各自种各自吃啦，懒的人没菜吃就吃酱油饭咯。有人问到过
节有没有加菜，个人觉得这是个没意义的问题，平时的温饱
问题都解决不了，何来的加菜呢。政府一年回来两次，那就
是过年和中秋，每两年会有一套冬装的衣服，但是没有夏装
的，那么他们的衣服哪里来的呢?有没有的穿都是个问题!

他们每个人一个房间，在二楼有一个公共电视，顺便说下，
楼梯间没有灯。若是房间里的灯坏了也要自己买自己装，天
啊，七八十岁的老人自己装灯，万一摔了下来呢，后果难以
想象啊!我们在菜园的角落发现有人搭了一个棚，爷爷说，那
是个私人厕所，因为没有肥料施肥，所以就搭了个厕所。

既然老人们无子女，那么政府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呢?当问
到有没向政府反映要求增加补贴时，爷爷说肯定是有的啦，
但是反映没有用啊，还是这样。

也许你们会问老人家们平时吃完放是不是下下棋听听收音机
啊的，错了，上面说了只有一个公共电视，除此外没有其他
的任何娱乐工具，老人们的生活是极其单调孤独的，平时八
九点睡觉，早上六七点起来，吃完饭就在街上慢慢地移动着，
也就是所谓的散步，从街头移动到街尾再移回家，就这样过
了一天。

虽然我们大家都很伤感都想为老人们做点什么，有人说给他
们钱，但是，我们给的这一点钱也不能有什么用，我们不能
长期供应他们，后天我们就离开这，他们的生活还是那样的。
我想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建议中小学每个月组织一次活动到老
人院慰问老人，建议政府提高补助等，只可惜这一切我们都
没能做到。最后我想到的是，这一代，下一代，男女比例如
此失调，能够找到自己的另一半的，那么就好好珍惜好好相
处好好生活，不管怎样，至少到老的时候，有人相伴，有子



女孝敬，不至于孤孤单单一个人在老人院孤独寂寞的生活。

通过这次，让我们感到亲情可贵，当感触最深刻的是看望孤
寡老人，让我深深地感到他们需要关怀需要爱，也他们脾气
有点坏，也他们对我爱理不理，也他们头脑不清醒，也他们
耳朵不好使，我便耐心地和他们慢慢地说，关切地问他们的
生活状况，亲切地叫他们一声“爷爷、”，长时间的孤独让
他们有一些封闭，要融化这层隔阂需要时间，我们给他们单
调的生活送去一份欢笑、一点暖。

中学生敬老院社会实践心得体会篇二

如果说我们是流星，至少我们闪烁过；如果说我们是尘埃，
至少我们存在过；如果说我们是火焰，至少我们燃烧过；今
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72周年。关于这次缔造了历史的远征，
早已不再是教科书上的简单记述，越来越多的史料被发掘、
整理，从各个层面丰富着我们对这支军队的认识，那些光荣
的前辈，也带着温热的呼吸，走到我们面前。当历史不再是
已知的答案，而是回到一个创造的过程，就显得格外迷人。
走上前人的'脚步，追溯前人的梦想。那些老革命老前辈留下
的那些点滴，留给我们深深的感慨。长征已然不能重复，那
个是时代那个环境那个时候的人造就了奇迹――长征。但我
们依旧踏着长征那精神的脚步，去追寻我们自己的长征。高
中生，天之骄子也。可现在的高中生早已不能体会当年长征
的旅途和艰辛。可以说，我们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幸运于
出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时代下，不幸于不能体会到过去
人们创造这一传奇历史的艰辛。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在某个夜
晚仰望天空，看着那被历史刻上的漫天繁星。校园是一座象
牙塔，可我们需要走出象牙塔，要像红军一样去追求某种精
神。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高中生的此种思想道德教育建设，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
的传统美德，努力营造社会和谐的良好氛围，让高中生们以
实际行动为老人家送温暖、献爱心，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



献青春力量。今年2月的社会实践活动我班组织了大家前去献
血宣传，和去敬老院慰问两件大事，高中生寒假社会实践活
动历来是强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在校高中生接触社会、
锻炼自我、树立理想，培养和提高当代高中生社会实践综合
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我们选择爱馨敬老院，主要有两个
原因：一是关心老人还是应该从身边做起，我们身边就有老
人。二是我们以为敬老院里可能会有过去参加红军的老党员，
想去采访他们，这一点引起大多数同学的兴趣。在许多人眼
里，敬老院是孤寡老人的栖息之所。而现在，许多子女成群
的老人主动走进了敬老院。他们有的以前是教师、工程师、
干部，也有艺术工作者。选择敬老院，因为子女工作忙、家
里楼层高、没人陪自己聊天；更因为在这里与同龄人朝夕相
伴，共同的兴趣爱好，相近的人生观念，让他们更能感到夕
阳无限好。20xx年2月13日我们到爱馨敬老院，门外硕大的牌
子上写着爱馨敬老院几个大字，走进大门一位热心的阿姨接
待了我们，还一边给我们讲解敬老院的概况：阿姨向我们讲
解到：敬老院里其中50%以上的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多数患有
神经官能症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给护理工作带来极大的困
难，而且交通不是非常方便。同学们分成了四个小组，前往
不同的房间慰问不同的代养老人。起初在有些老人面前大家
还显得很拘谨，但个别活跃性格开朗外向的学生十分热情带
动了大家。有些老人患有老年痴呆症等等，同学们也耐着心
和他们聊天，帮老人整理衣物，擦拭家具，听老人讲自己的
过去，也与老人分享自己的校园生活。还为老人们表演了小
节目，让这些在孤独中生活着的老人又一次露出了开心的笑
容。平时娇生惯养的我们，走出校园来到社会，走进老人。
把老人当作朋友一样聊天，听老人们的事迹是如此的着迷，
更让人感到高心的是，居然有的同学主动跑到外面小卖部买
东西给老人。

我们来的时候已经准备了点水果，点心，还有月饼。可远远
不够，那些学生用自己平时的零花钱给老人们买吃的。这一
幕深深印在我心里。我们一行人从早上到中午12点，走了部
分老人房间。慰问了老人们。到了老人吃饭的时间，大家就



跟着负责分饭的管理员一起一边慰问一边帮助老人们进行就
餐。有的老人就餐很不方便，一定需要一边喂才行。这时大
家早已没有先前的拘谨同学们都争着给老人喂饭，虽然动作
显的笨拙。可一见到老人的笑脸大家就笑的很开心。感觉像
一家人似的其乐融融。下午1点多，等我们吃完饭，一般这时
老人们都出来散步和锻炼身体了。敬老院有个很大的院子，
里面有很多锻炼身体用的运动器械。有相当多的老人们在散
步和锻炼身体，看见我们来了。就和我们一起玩些小游戏。
通过聊天，我们了解了老人们日常的生活。老人们有些是在
家呆不住，子女工作繁忙，有些是被子女送过来的。虽然有
的刚刚不太习惯，不过时间长了逐渐习惯起来。老人家在这
里都过得很开心，他们有时间的时候会在楼下的树阴或者是
楼上先房字里看一下电视或玩一下麻将，也有是到楼下做一
些简单的锻炼的。因此，老人在这里也可算是可以晚年安康。
通过这次跟老人家的聊天，是我们明白的很多，明白到他们
过去的经历，明白他们的辛劳，明白他们对他们儿女的记盼，
更明白他们对我们的希望……敬老院的1楼住的老人大多是行
动较为不便的。2楼的老人有相当部分是刚住进来没一年的。
我们上了2楼，发现有些老人在和他们的子女聊天，有的老人
在下像棋。我们慰问到一个老婆婆，她居然哭了出来。很是
伤心难过。我们耐心的和她聊天，听她说她把她的退休养老
金都给了她的子女，她子女不管她就把她送到这里来，而且
很少来看望她。有一位同学和阿婆说“我们都是您的子
女。”并给阿婆表演节目，阿婆才破涕为笑，我们才依依不
舍的离开。到下午3点了，我们依旧不忘初来的目的，寻访老
红军。我们去门访找到了那位阿姨，问了她敬老院里是否有
老红军。很可惜，没有。我们顿时感到有点失望。可阿姨告
诉我们有一位过百岁的党员。大家兴致一下子高了起来想去
访问下那位百岁老人。我们来到那位老人住的蓬屋顶房，我
们等候在门口阿姨进去和老人说了声，我们健步迎上去，用
双手搀扶着老人，跟他做介绍：“我们是河南油田高级中学
高二的学生’，今天我们来看看您！”，百岁高龄的他，慈
眉善目，显得十分和蔼可亲。他笑着说“好！好！”我们一
一做了自我介绍。他一一点头表示欢迎。这是一个几米大的



房子，地是水泥地，旁边有个写字台和几个水杯。墙壁上挂
着一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行书字。字体显的各
位苍劲有力道，落款有点模糊不清了。我马上发现一张靠近
门口的旧藤椅，估计这是老人平常坐的椅子，于是大家将老
人扶到藤椅上坐下，同时我们将水果根据老人的意思放在旁
屋的地上。听老人跟我们讲他过去的事情。当我们说起长征
的事，老人眼里泛出的了光芒。他说道：“虽然他没实际性
参加过长征，可对长征十分了解。老人说到：”过去的长征
很艰苦的！现在的年轻人还没有经历过艰苦的锻炼。“老人
很为自己是党员而感到骄傲，他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现在的中国，没有可以让老人们安度晚年的家“。我们一
边慰问老人的日常生活一边有的同学帮老人整理了下房间。
老人家说完，我们不禁从心里充满了敬佩！后来我们问
他：”您做为中国共产党员认为当年长征最重要是什
么？“时，使我惊讶的是，老人家居然头头是道地说了四条：
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官兵团结，关心群众。一个百岁的老
人思维还那么清晰这不得不叫人尊敬和佩服！我们和老人在
一起侃侃而谈，和我们讲述着他当党员和长征的故事，相处
的非常融洽，不知不觉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临走我们部分同
学和老人一起合影留念。照完相以后，老人对我们说：”你
们照片洗出来后能不能给我一张？上面写上你们的名
字。“”好的，好的，没问题。我们过两天洗好后给您送来！
“我们争着答道。就这样，我们以这样一个结尾，告别了老
党员，告别了敬老院，告别了这里曾几何时拥有和我们一样
梦想的老人们。我们回去的时候和来的时候拥有着两种别样
的心境。或许我们慰问敬老院，已经不是单纯的来敬老院看
望老人。而是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访问亘古时代老一辈革命家
老一辈人梦想的深邃。我想那个时候已成我人生中重要的回
忆，那些可爱老人的笑脸。我们拍了一叠照片回来，每次翻
开相册一幕幕感人的现象：一位老人拉住了我们志愿者的手，
在志愿者亲自给他们喂饭穿衣时的喜悦，说出的那句话：不
是”儿女胜似儿女"。我心中有点酸酸的，老人们毕竟还是孤
独的，他们需要人关心，爱护，敬老院的设施好并不是最主
要的，而是更加需要社会上的一些关注。因为正是那些老人



造就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他们是历史的功臣。而他们现
在仅仅需要我们的关爱，仅此而已。老人们平日里很孤独，
儿女大多不在身边，有的甚至没有儿女，他们要的也许不再
是简单的金钱所能代替的，在生活的温饱要求之上，有人在
身边那是最最开心的了。常回家看看里歌词写得好，老人要
的是有人陪他们聊聊天交流一下心声。

中学生敬老院社会实践心得体会篇三

xx年2月日，我们又一次来到了安镇敬老院，开始了我们送温
暖的活动，今年的活动，同样秉承着去年的主题和目的——
让敬老院的老人们感受年的气息，家的温暖。

去年。我们在家一共包了50只饺子，送到敬老院和老人么一
块分享，今年在敬老院院长的建议下把包饺子的场地搬至敬
老院的厨房，自是为了加强年的气息。

这一天的天气不是很好，早上便下起了蒙蒙细雨，但雨息不
灭我们的热情，我们带着事先准备好的材料来到了敬老院。
我们之前准备好了白菜和青菜两种口味的饺子，又考虑到敬
老院的老人大都年纪大了，味觉也退化了，便多加了点盐和
味精，谁知，敬老院的阿姨们还是觉得太淡。

等人到齐后，我们便开始了浩荡的包饺子工程，包饺子看似
很简单，却有很多注意点，拿出一张饺子皮，用食指在周围
涂上一层水，用筷子加上肉馅，轻轻对折，边缘对齐，再用
手把边缘压实，按上五个手印，一个饺子才算完工，其中水
的多少，肉馅的多少，对折时的力度可都是有讲究的，所以
当我们完成250多个饺子的制作时，已是中午12点半的饭点了。

敬老院的阿姨们煮着饺子，我们自然也没闲着，把之前准备
好的零食拿出来分发给老人，并和老人们聊天，拍照留念。
之前我们请书法爱好者为我们写了三对春联，分别是“上联：
福如东海长流水，下联：寿比南山不老松。”“上联;天下高



龄皆父母,下联：人间晚辈尽儿孙”“上联：时盛世昌春不老，
下联：丰衣足食寿弥高”准备送给敬老院，正好可以亲自为
敬老院贴上，有几个同学找来了废报纸，开始擦起了玻璃，
打扫卫生，与老人和谐相处其乐融融。闲暇时，我们研究了
一下敬老院的菜单，据说是一个老爷爷写的，潇洒的字迹首
先让人眼前一亮，细细研究，却发现，敬老院的菜谱荤素营
养搭配的非常科学合理。听老人们说，他们的菜谱是综合了
他们的喜好而定的，我们也放心了，至少他们在物质上并不
贫乏。他们缺的不是衣食住行，而是心灵上的关爱。我们的
饺子，很普通，却是我们用心包成，他们自然可以感受到其
中的暖意。

敬老院的院长说，每次有小孩来，那些老人总是特别高兴，
哪怕有些人来只是做做样子，拜拜姿态，但老人最喜欢的便
是热闹，最害怕的便是冷清寂寞的孤独，这是怎样的沉痛和
幸福者的悲哀。

我总觉得我们能做的很少，但我们能做什么便会拼尽全力，
绝不会故作姿态，社会实践是社会实践，但绝不是一种形式，
其中自然有我们心血的投入，我们将始终用一颗赤子之心来
面对社会。我们同时也希望可以用我们的行动来唤醒这个社
会，能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中来，让温暖遍布整个人间。

xx年痴呆症等疾病，给护理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而且交通
不是非常方便。

有些老人患有老年痴呆症，同学们也耐着心和他们聊天，帮
老人整理衣物，擦拭家具，听老人讲自己的过去，也与老人
分享自己的校园生活。还为老人们表演了小节目，让这些在
孤独中生活着的老人又一次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老人家在这里都过得很开心，他们有时间的时候会在楼下的
树阴或者是楼上先房子里看一下电视或玩一下麻将，也有时
到楼下做一些简单的锻炼的。因此，老人在这里也算是可以



晚年安康。

我们慰问到一个老婆婆，她居然哭了出来，很是伤心难过。
我们耐心的'和她聊天，听老婆婆说她把她的退休养老金都给
了她的子女，她子女不管她就把她送到这里来，而且很少来
看望她。有一位同学和她说“我们都是您的子女。”并给她
表演节目，直到老婆婆破涕为笑，我们才依依不舍的离开。

我心中有点酸酸的，老人们毕竟还是孤独的，他们的儿女大
多不在身边,有的甚至没有儿女,他们要的也许不再是简单的
金钱所能代替的,在生活的温饱要求之上,有人在身边那是最
开心的了.他们需要关心，爱护，敬老院的设施好并不是最主
要的，而是更加需要社会上的一些关注。

一次敬老院的慰问，使我们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访问了那
些老人年轻时的点点滴滴。我想那就是生命所创造的财富，
异常珍贵。

当我们老的时候，是否可能这些老人，是否又能过的比他们
幸福呢?这一切都是问号，自己的人生由自己来把握。那个时
候或许我们也成为历史的功臣，成为新中国历史长流中璀璨
的一个颗心。

中学生敬老院社会实践心得体会篇四

初中生寒假敬老院社会实践报告xx年2月 日，我们又一次来
到了安镇敬老院，开始了我们送温暖的活动，今年的活动，
同样秉承着去年的主题和目的——让敬老院的老人们感受年
的气息，家的温暖。

去年。我们在家一共包了 50只饺子，送到敬老院和老人么一
块分享，今年在敬老院院长的建议下把包饺子的场地搬至敬
老院的厨房，自是为了加强年的气息。



这一天的天气不是很好，早上便下起了蒙蒙细雨，但雨息不
灭我们的热情，我们带着事先准备好的材料来到了敬老院。
我们之前准备好了白菜和青菜两种口味的饺子，又考虑到敬
老院的老人大都年纪大了，味觉也退化了，便多加了点盐和
味精，谁知，敬老院的阿姨们还是觉得太淡。

等人到齐后，我们便开始了浩荡的包饺子工程，包饺子看似
很简单，却有很多注意点，拿出一张饺子皮，用食指在周围
涂上一层水，用筷子加上肉馅，轻轻对折，边缘对齐，再用
手把边缘压实，按上五个手印，一个饺子才算完工，其中水
的多少，肉馅的多少，对折时的力度可都是有讲究的，所以
当我们完成250多个饺子的制作时，已是中午 点半的饭点了。

敬老院的阿姨们煮着饺子，我们自然也没闲着，把之前准备
好的零食拿出来分发给老人，并和老人们聊天，拍照留念。
之前我们请书法爱好者为我们写了三对春联，分别是“上联：
福如东海长流水，下联：寿比南山不老松。”“上联;天下高
龄皆父母,下联：人间晚辈尽儿孙”“ 上联：时盛世昌春不
老，下联：丰衣足食寿弥高”准备送给敬老院，正好可以亲
自为敬老院贴上，有几个同学找来了废报纸，开始擦起了玻
璃，打扫卫生，与老人和谐相处其乐融融。闲暇时，我们研
究了一下敬老院的菜单，据说是一个老爷爷写的，潇洒的字
迹首先让人眼前一亮，细细研究，却发现，敬老院的菜谱荤
素营养搭配的非常科学合理。听老人们说，他们的菜谱是综
合了他们的喜好而定的，我们也放心了，至少他们在物质上
并不贫乏。他们缺的不是衣食住行，而是心灵上的关爱。我
们的饺子，很普通，却是我们用心包成，他们自然可以感受
到其中的.暖意。

敬老院的院长说，每次有小孩来，那些老人总是特别高兴，
哪怕有些人来只是做做样子，拜拜姿态，但老人最喜欢的便
是热闹，最害怕的便是冷清寂寞的孤独，这是怎样的沉痛和
幸福者的悲哀。



我总觉得我们能做的很少，但我们能做什么便会拼尽全力，
绝不会故作姿态，社会实践是社会实践，但绝不是一种形式，
其中自然有我们心血的投入，我们将始终用一颗赤子之心来
面对社会。我们同时也希望可以用我们的行动来唤醒这个社
会，能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中来，让温暖遍布整个人间。

初中生寒假敬老院社会实践报告xx年痴呆症等疾病，给护理
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而且交通不是非常方便。

有些老人患有老年痴呆症，同学们也耐着心和他们聊天，帮
老人整理衣物，擦拭家具，听老人讲自己的过去，也与老人
分享自己的校园生活。还为老人们表演了小节目，让这些在
孤独中生活着的老人又一次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老人家在这里都过得很开心，他们有时间的时候会在楼下的
树阴或者是楼上先房子里看一下电视或玩一下麻将，也有时
到楼下做一些简单的锻炼的。因此，老人在这里也算是可以
晚年安康。

我们慰问到一个老婆婆，她居然哭了出来，很是伤心难过。
我们耐心的和她聊天，听老婆婆说她把她的退休养老金都给
了她的子女，她子女不管她就把她送到这里来，而且很少来
看望她。有一位同学和她说“我们都是您的子女。”并给她
表演节目，直到老婆婆破涕为笑，我们才依依不舍的离开。

我心中有点酸酸的，老人们毕竟还是孤独的，他们的儿女大
多不在身边,有的甚至没有儿女,他们要的也许不再是简单的
金钱所能代替的,在生活的温饱要求之上,有人在身边那是最
开心的了.他们需要关心，爱护，敬老院的设施好并不是最主
要的，而是更加需要社会上的一些关注。

一次敬老院的慰问，使我们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访问了那
些老人年轻时的点点滴滴。我想那就是生命所创造的财富，
异常珍贵。



当我们老的时候，是否可能这些老人，是否又能过的比他们
幸福呢?这一切都是问号，自己的人生由自己来把握。那个时
候或许我们也成为历史的功臣，成为新中国历史长流中璀璨
的一个颗心。

中学生敬老院社会实践心得体会篇五

寒假，我回到了我的家乡四川省乐山市，在马牧池敬老院进
行了为期7天的个人社会实践活动，在和敬老院的老人们进行
交流和帮助后，我意识到这群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正迫切期
待社会的更多关怀。在志愿服务同时，我实际调查了邻近乡
镇养老院的情况，引发了我对中国农村敬老院老人养老问题
的思考，并为相关部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完成此次社会实践，我特地找到了几名有相关实
践主题的初中同学协助，为了让这次志愿服务真正帮助到急
需帮助的群体，我们把实践的地点选在了我们乡的马牧池敬
老院。

马牧池敬老院是我们马牧池乡唯一的一所敬老院，接纳全乡
十几个村子的孤寡老人。在实践之前，我们先是找到了敬老
院的院长了解老人的情况。我们说明来意之后，院长对我们
几个人的敬老院志愿服务之行给予了肯定，并把老人的情况
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说明。马牧池敬老院现共有老人23位，全
为男性。大部分老人来敬老院是因为孤寡原因，少数几位因
为儿女外出打工无人照料来此。

为了更好地了解敬老院中老人的生活情况，我们利用这7天时
间依次到老人寝室看望了他们，通过这7天的志愿活动，我们
发现虽然敬老院给那些孤寡老人提供了安身之地，可是他们
在此的生活并不如我们之前想象的那般美好。虽然我们预想
到了农村资源的短缺所带来的同大城市敬老院的种种差距，
但是我们也万万没想到农村敬老院的生活是如此这般清苦甚
至悲惨。



农村敬老院由于人力物力等方面的不足，存在很多问题。以
下是我们发现的敬老院的几个主要问题：

1、老人们的饮食情况令人堪忧。老人们每天只吃2顿饭，而
且时间并不固定。早餐：大约在八九点钟，馒头和大米
饭，“大米饭稀的就和喝水似的”；午餐：没有，听老人们
说，如果怕中午饿，早上就多拿几个馒头，晚餐：吃地瓜或
者馒头，提供的菜多是白菜萝卜，“很少有油花"、老人们反
映，即便在过年他们的饭菜依旧如此，没有改善。

饮水问题也十分严重。敬老院的水源是附近的汶河，他们都
是从这条河抽的水。有时老人会自己拿着壶自己去提水，然
后烧开喝。我们到河边看过，河水很脏，岸边还有一个垃圾
堆。老人们喝得就是这样的水！

老人的营养如何保证？辛苦奋斗了大半辈子的老人们，要吃
这样的饭菜，要喝这样的水？

既然老人们无子女，那么政府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呢？当
问到有没向政府反映要求增加补贴时，爷爷说肯定是有的啦，
但是反映没有用啊，还是这样，范文大全为......

2篇在学习、工作生活中，报告的使用频率呈上升趋势，我们
在写报告的时候要注意逻辑的合理性。相信许多人会觉得报
告很难写吧，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