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关爱帮扶特殊学生记录内容 特殊
学生关爱帮扶事迹(精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
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关爱帮扶特殊学生记录内容篇一

小钧同志毕业于西华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化学教育专
业，20xx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汉源县第三中学学生资助办公
室主任。担任学校资助办公室主任以来，小钧同志始终以饱
满的工作热情，踏实的工作作风和认真的工作态度面对资助
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20xx年被雅安市教育局评为雅安市
资助工作先进个人。

汉源三中地处我县偏远山区，是一个农村单设初中，全校共
有学生668名，其中寄宿生635名，由于生源地地处偏远山区，
贫困面大，交通通信不发达，学生家长普遍文化水平低，对
党和政府的学生资助政策知晓度不高。为提高师生和家长对
学生资助政策的知晓度，小钧同志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学生资
助政策宣传工作，一是每一学期都会根据国家政策制作教育
扶贫政策宣传展板在校内显著并在校园内张贴展板；二是要
求班主任利用班会课再次进行宣传，并在宣传前制定方案，
收集班主任班会材料进行审核修改，宣传中深入班级指导，
宣传后深入学生了解知晓度，确保宣传效果；三是利用家长
会亲自对家长进行资助政策宣讲；四是亲自起草、印制并向
学生及家长发放政策宣传资料，通过一系列形式广泛、多种
多样的宣传，切实做到了让每一个学生都知晓资助政策。

为了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学，让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得
到实实在在的帮助，切实做好国家资助工作，让国家资助最



大限度充分发挥作用。小钧老师根据上级文件制定了《汉源
县第三中学家庭经济困难认定方案》征求意见稿，在校内征
求师生的意见，召开家长会征求家长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定
稿，并以此为据对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进行认定，在认
定过程中，小钧经常带领老师到贫困学生家庭进行家访，了
解家庭经济困难情况，掌握学生家庭贫困程度的第一手资料，
为实施国家资助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让获得资助的学生在获得资助金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感
恩意识，在全校范围内营造感恩氛围，小钧老师还在全校范
围内开展了很多感恩资助的活动。如感恩资助主题班会，感
恩教育黑板报，感恩资助国旗下的演讲，资助育人征文活动，
资助育人感恩调查表，同时，每学期举办一次感恩励志成才
的评选活动；每学期对获得资助的同学进行一次感恩资助调
查活动，切实让学生感受国家和学校的关心和关爱，通过一
系列的感恩资助活动，使育人内容与“立德树人”紧密结合，
充分发挥了资助的育人功能。

小钧同志自从从事资助工作以来，非常重视学生资助档案建
设，并认真学习相关档案建设知识，从20xx年起就摸索资助
档案标准化建设，比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出学生资助档案
标准化建设整整提前了三年，使得汉源县第三中学的学生资
助档案一直走在了全县资助档案整理的前列，多次得到县资
助中心领导的表扬。

因小钧同志的辛勤工作，汉源三中在20xx和20xx年连续两年
代表汉源县接受市级资助工作交叉检查均获得满分，并获得
了资助创新加分。他本人也被评为雅安市20xx年度学生资助
工作先进个人，面对所取得的成绩，他没有停下脚步，仍然
不断思考，不断总结，不断改进，为汉源县第三中学的学生
资助继续努力工作。



关爱帮扶特殊学生记录内容篇二

我是一名活泼开朗的小女孩。名叫小杰，家住河东区沧浪西
里，现在是一名即将升入初中的中学生。我们家xxx有5人，
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妈妈，由于无房只能跟姥姥他
们家挤在一起。姥爷有病，妈妈只能同姥姥一起照顾姥爷，。
我还有一个小姨，因工厂不景气，也失业在家，工作不稳定。
一家5口人的生活来源只能靠姥姥那微薄的退休金来维持生计。

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生活的困难却磨练了我
的意志。，因为贫穷，我很早就体味到生活的艰苦，但在社
区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依旧过的很幸福。很小的时候妈妈
就告诉我要好好学习，将来才有出息。我谨记妈妈的苦言，
在学习方面不敢怠慢，因为我深知在我身上寄予了妈妈太多
的希望，我不能让妈妈失望。所以我在小学升初中的各科考
试中成绩都是优良。

在学习之余，我还爱参加社区组织的各项活动，来充实自己
的课余生活。因为我知道是社会养育了我，我要无时无刻心
系祖国、心系社会。在这几年里，我参加了国庆60周年社区
青少年书画展、东新街道小记者团、帮助社区布置宣传栏等
活动，并得到了领导们的一致好评。

因为家境贫寒，所以我从不乱花钱。我会把每个月仅有的几
块零用钱积攒下来，等到了一定数目，用一半买书，再用另
一半捐给“红十字会”慈善机构，捐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小
朋友们，让他们也能像我一样能感受到社会带来的温暖。

回首逝去的岁月，纵然有苦、有累、有心酸也有快乐，但毕
竟心中是充实的。因为社会给了我一切。让我憧憬到了充实
而有意义的明天。使我在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

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社会对我大力帮助，社区阿姨们
在学习和生活中给我的支持与帮助。没有他们给予我的爱与



力量，我就不可能走到今天。在此，我想深深的道上一句谢
谢。今后我要更加严格的要求我自己，以求有更好的表现，
从而报答祖国与社会对我的养育之恩。

关爱帮扶特殊学生记录内容篇三

她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教育情怀，三年来默默陪伴、守
护、引导一个父母“失聪、失语”残疾家庭的孩子，在践行
资助育人、关爱特殊儿童、注重因材施教、助力幼儿健康成
长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

记得，那是幼儿园新生入园的第一天，你背着小书包，沐浴
着九月的朝阳，迈着蹒跚地步伐，懵懵懂懂地走进了幼儿园
大门。初次遇见，你的脸上尽是好奇和疑惑，看着你圆溜溜
的脑袋，大大的眼睛，忽闪忽闪的长睫毛，我想：这个像洋
娃娃般的小女孩真可爱！可是，仅几天的相处，我就发现了
你的“与众不同”，同样才上幼儿园，有的小朋友因分离焦
虑嚎嚎大哭，有的小朋友因接触新环境异常兴奋，有的小朋
友咿咿呀呀说个不停，只有你表现地格外特立独行、沉默不
语，即使我用最好玩的玩具和最有趣的游戏也无法搏你一笑。
凭着我多年的教学经验，你的这份 “漠然”不同寻常，我决
定通过家访一探究竟。

放学后，我们三位老师如约来到你家，正因这一次到访，我
了解到你特殊的家庭环境：你的爸爸妈妈因年幼患病导致失
聪、失语，是持有一级残疾证的聋哑人。你与父母、奶奶4口
人蜗居在棚户区近50平米的瓦房里，爷爷在老家照顾年近百
岁的高龄老人。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爸爸和年迈的奶奶
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成天忙碌在狭小的廉租擦鞋店里。当时
我就在想：你的父母无法与你进行正常的口语交流，只能用
手势来传情达意，在这样缺乏正常语境的环境当中，你的口
头表达和交往能力发展该是面对怎样的困难啊？这也让我彻
底明白，你在幼儿园为什么总是表现得那么沉默和特立独行，
因为你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远低于其他孩子。



那天家访结束已是天黑，一个多小时的交流让我心情异常沉
重，走在回家的路上，望着城市的万家灯火，我在思考：幼
儿园本是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乐园，在这稚嫩的年龄，你的
脸上应时常挂着灿烂的笑脸，也理应享受同伴之间嬉戏玩耍
的快乐，感受集体生活的多姿多彩，可能受家境环境影响，
你惯用沉默回应身边发生的一切，没有手语你很难理解同伴
和教师表达的内容，所以面对幼儿园这个全新的环境，你也
许会感到艰难和无助吧？身为教师的我又怎样才能帮助你呢？
我陷入了沉思，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作为一名教师的职责和使
命。回到幼儿园我暗自下定决心：在你成长的道路上，我一
定会呵护你幼小的心灵，尽一切可能帮助你成长。

那年九月，幼儿园里的桂花开得正盛，香气袭人。国家学前
教育资助工作进行地如火如荼，这真如一场及时雨!随着幼儿
园宣传申报工作的持续推进，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但却没有
等到你家的申报资料，这是怎么回事呢？带着疑问我们第二
次来到你家，利用这次家访我们再次向奶奶认真解读教育资
助细则，鼓励奶奶帮你申请资助名额，为如期顺利申请，我
主动和你姑姑取得联系，从如何填写申请表到怎样收集申报
材料，我事无巨细一一告知，并全程参与协助，最终使你顺
利享受国家资助政策。

三年来，资助政策的宣传、推进和落地落实，着实缓解了你
的家庭在入园就学上的经济压力，让你切身感受到了党和国
家给予的关怀和温暖，身为班主任我打心底地为你高兴。国
家资助政策的利好在物质层面上确实给予困难儿童帮助扶持，
但儿童精神世界和身心健康成长的呵护与关爱则是我们教师
义不容辞的责任。曾经听到有人这样描述公平，说公平是给
不同条件和资质的人不同高度的板凳，让他们都能够站在板
凳上，透过窗户看到满天繁星……而你，无疑是目前班级里
那个“个头儿”最矮的一个，于是，我决定把我最特别
的“爱”，献给特别的你。

还记得小班这一年，你每天都会尿裤子而且从不告诉老师，



大便拉到裤子里也不吱声；你不吃饭，即使老师使出浑身解
数也无济于事；午睡时，小朋友都进入了梦乡，你仍然坐在
椅子上抠弄手指甲或望着窗外静静发呆；起床时，小朋友都
在开始吃点心了，你依旧躺在床上大大的眼睛写满茫然，最
棘手的是自进入幼儿园你就一句话都没说过，学期过半你唯
一的改变就是不再哭鼻子了。说实话，你这样的孩子还是头
一次碰到，这让我十分的焦急和担忧，同时我也默默告诉自
己：别着急，静下心，每一朵花儿都会开放，只要不放弃，
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为解决如厕，我就不厌其烦地教你
说“我要上厕所” ，鼓励你大胆表达如厕意愿；为帮你正常
就餐，我与班里老师轮流换着“招式”逗你哄你劝你，给你
喂到嘴边，看着你一口一口下咽；你难以入睡，我就把你搂
在怀里轻轻地拍着哄你直到睡着；你不与其他同伴交流，我
用眼神鼓励你走近同伴，并拉着你与小伙伴们一起嬉戏玩耍；
你无法专注融入集体活动，我就耐心陪伴，寻找你感兴趣的
事情引导你参与活动。我坚信我的这份执着可以呵护你的那
份自尊，帮你建立同伴交往中的自信，让你变得跟他们一样
活泼可爱，脸上的笑容像春天的花儿一样芬芳。

那天清晨，迎着暖阳，你向我飞奔而来，我得到了一个温暖
的拥抱和一个甜甜的吻，你开心地说：“老师早上好！”一
声迟来的问候，让我心里顿时涌过一阵暖流，这是你第一次
开口说话，也是我们第一次热情相拥，心的距离更近了，这
个拥抱成为了我那天快乐的源泉，也更加让我坚信，教育就
像细雨，无声的滋润着孩子，我要继续努力和你一起取得更
大进步。小班这年你学会了如厕、就餐、午睡，这年结束，
奶奶看到你的改变激动地拉着我的手反复说着感谢，我也想
对你说：宝贝，感谢你愿意让我陪你共同成长和进步。

疫情结束，你升入中班，你在语言表达和理解能力上与同龄
孩子仍有较大差距，活动中基本不与同伴和老师交流互动，
经常独来独往，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人是社会性产物，离
不开社会xxx往，口头表达是社会交往中最基本的工具和途径，
提升幼儿社会xxx往的能力，表达欲望和表达能力尤为重要，



为此我将本学期班级教学工作重点放在语言领域。我知道，
这是一场持久战，也是一场爱的战役。你从出生就注定接受
父母沉默的爱，所有成长的快乐和烦恼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
得到父母的回应，我愿在这场持久战里成为你可以表达爱并
第一时间回应你的“老师妈妈”。

语言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所以我经常蹲下身来和
你说话，告诉你不要急慢慢说；其次，我经常鼓励你对其他
人的交流作出回应，当你回应对方时，我会为你竖起大拇指
告诉你表现的真棒；我常在班级开展听儿歌唱儿歌、听故事
讲故事的活动，鼓励你在同伴面前大胆展示自己。这一坚持
就是两年，班级里每天一个小故事，与你一对一交流从未间
断。开始时你只是睁着大大的眼睛，皱着眉头疑惑不解的盯
着我，只字不提一言不发，这样的情况持续了许久，一次偶
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你喜人的`变化。

那是一次户外活动，我和班级里的几个孩子正在玩抛接球，
你孤零零地看着我们。我对你说：“想玩吗？过来我们一起
玩啊”，可你听到我的邀请却跑远了。我尊重你选择游戏的
意愿和权利，没有执意继续邀请。当我们再次开始游戏时，
我的余光发现你站在操场另一头远远地看着我们，眼神始终
追随我们从未离开，我想你的内心是渴望参与其中的吧。游
戏中，我有意“失手”将球扔偏，球落到地面滚到你脚边，
大家和我的眼神同时聚焦到你身上，多么好的教育契机呀！
我大声喊道：“朵朵（化名）你能帮我把球送过来吗？”，
只见你歪着头皱着眉，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看我又看看球，看
你犹豫不决的样子，我乘胜追击：“朵朵请你帮我把球送来
好吗？”，这次你小心翼翼地抱起球走向了我们，拿到球我
轻声对你说：“朵朵，谢谢你！”，让我惊讶的是你竟开口
说出“不用谢”。随后，你与伙伴们玩起了抛接球，虽表现
腼腆但也和小伙伴们玩成了一片，灿烂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
整个上午，我的心里被甜蜜所填充。生活中，我虽常与你交
流，却极少得到你的回应，偶尔一两次也只是点头或摇头，
这次小插曲让我意识到我们在努力帮助你改变，你也在努力



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这让我信心倍增，双向奔赴的努力一
定会收获更多。

在此之后，你开始和同伴老师尝试对话，虽然表述内容单一
匮乏，但已经可以进行简单的日常交流。为了更好帮助你，
三年里我们多次走访你家，用纸和笔搭建我们沟通的桥梁，
常通过微信、幼儿成长手册等方式，向妈妈反馈在园情况，
及时的沟通让家人感受到你在幼儿园成长中的点滴变化。现
在你再也不独来独往了，你和妈妈的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笑容，
妈妈还常常在微信中表达对我们的感激。

关爱帮扶特殊学生记录内容篇四

20日上午11点，莒南县筵宾镇略庄村一家土屋前，38岁的村
民梁辛培站在门口等着老母亲挑水回来。梁辛培是个孝顺儿
子，可他没有能力帮助母亲干重活。在梁辛培刚满月时，母
亲怕冻着儿子，就用火烤毯子，没想到，一个火苗崩到了毯
子里，将梁辛培右半边身子烧伤致残。从此以后，梁辛培的
右手小拇指和右腿就废掉了。

虽然身体残疾，可梁辛培从未沮丧，因为33年来，一直有一
位恩人关心和帮助着他。她叫王萍，是济南人，当年响应上
山下乡的号召来莒南支教，是梁辛培的小学老师。因为多年
来的照顾，梁辛培早已将她当成了自己的“娘”。也因为这个
“娘”，才让梁辛培找到了生活的勇气和希望。

梁辛培有三个兄弟姐妹，父母靠种地为生。1987年，梁辛培
在筵宾镇略庄小学上四年级，这一年，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
的王萍老师。因为需要拄着双拐走路，从家到学校的三里路，
梁辛培得走半个多小时，为了不耽误上课，他只能带着饭到
学校里吃。“上学的时候，我最常吃的是煎饼卷咸菜。”梁
辛培说，没多久，教语文的王萍老师中午开始给他送饭吃，
有时是面条，有时是饺子，有时是炒鸡蛋。这让梁辛培感受
到了从没有过的温暖。



王萍老师给梁辛培的不仅仅是可口的饭菜，还有对人生的自
信。因为身体残疾，梁辛培经常受到小伙伴的嘲笑，王萍老
师只要遇到，就会批评教育那些欺负梁辛培的孩子，并安慰
梁辛培一定要树立信心，好好学习。

后来，梁辛培有什么心事总爱找王萍诉说，而王萍到梁辛培
家做客，看到他家艰苦的生活条件后，对他更热心了。梁辛
培回忆说：“我那时穿的衣服都是补丁，冬天也没办法御寒，
王老师给我买来衣服，还塞给我钱，让我带回家添补家
用。”

在四年级、五年级两年里，在王萍的照顾下，梁辛培慢慢变
得自信、开朗，身体也好了很多。

关爱帮扶特殊学生记录内容篇五

段殊，女，群众，1984年8月出生，利川市特殊教育学校一级
教师。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她已经从事特殊教育工
作16年，长期担任班主任。自参加工作以来，她辛勤地耕耘
在特教岗位上，热爱特教事业，关爱残疾学生，爱岗敬业，
任劳任怨，严谨治学，精心施教，勇挑重担，乐于奉献，在
思想政治、道德品质、师德表现上堪称师生表率。

因为只有热爱学生才能教好学生，尤其对那些平时所说的学
困生、贫困生，她更是加倍爱护。作为一名班主任，时刻把
学生放在心上，有的学生没吃饭，她会给他钱让他买饭吃，
下雨天，有的学生忘带雨具，家长没时间来接，她会把他们
送回家。有学生没有学习用具，她就主动给他买回来，学生
有什么困难，都愿意跟她说，段老师成了学生的知心朋友。
当她了解到学校有名智障孩子，父母双亡，随时可能辍学，
她便主动把他接到家中，与自己的孩子同吃同住。正是因为
她的无悔的付出，多次被学校评为优秀班主任。面对参差不
齐的聋哑、智障学生，这些学生有着同龄孩子的纯真与可爱，
却无法感受到世界的全部。为了帮助聋生走出无声的世界，



为使智残儿童的缺陷得到最大程度的补偿，她付出了比普通
老师更多的耐心、细心和爱心。

残疾学生，是被上帝不小心咬了一口的苹果！在工作中，她
渐渐发现这些残缺花朵的可爱！虽然特殊教育事业是艰辛的，
但她逐渐爱上了这份职业。她每天面对的是一些智力障碍、
听力残疾、身心发育不健全的孩子，他们有的是先天愚型，
有的是脑瘫，有的是孤独症，这些孩子大多数是多重障碍，
集各种病症于一身。面对这些孩子，在教育教学工作中，会
遇到许多令人措手不及的事情，会遇到常人想象不到的困难。
有的患有孤独症的孩子，没有语言交流；有的智力障碍的孩
子，老师教的知识可能成百上千遍之后，他还是记不住；一
些精神障碍的孩子，在课堂上根本就不可能稳稳地坐上几分
钟。面对这群孩子，她首先了解掌握他们的病情及家庭的.病
史，对每位学生的生理状况做到心中有数。从而从根本上防
微杜渐，防止各种意外情况的发生。其次了解他们的家庭生
活环境，从而从情感方面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关心与爱护。再
次，针对每个残疾学生的不同特点，采用不同的教育教学方
式，以求最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她十几年来默默无闻地辛勤工作，不仅班主任工作取得有目
共睹的成绩，她还积极参加教研教改，教育教学工作也取得
了丰硕成果。2022年5月，她的《常见的水果—水果的吃法》
在恩施州生活适应展评课中获三等奖；撰写的论文《聋校语
文生动教学与能力掌握的研究》《教育改革与线上教育》先
后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2019年、2020年撰写的论文《爱与
责任》《后疫情时代教学思考与改进》在省特教年会论文评
比中均获三等奖。

她一贯谦虚和蔼、尽职尽责、任劳任怨，忠诚特教事业。她
时时以一个优秀班主任的标准要求自己，怀着对党的教育事
业的无限忠诚和满腔热情，用教师的神圣责任和母亲的博大
胸怀，在聋哑孩子无声的世界里，撑起了一片爱的天空。在
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深受学生、家长、同事、



领导的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