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下乡心得感想 三下乡心得体会(精选8
篇)

"军训心得是对参加军训期间所获得的经历、收获和感悟进行
总结和概括的一种书面材料，它对我们的成长和发展起着重
要的促进作用。"要想写出一篇出色的工作心得，不妨先参考
一些范文，看看优秀的心得是如何写作和组织结构的。

三下乡心得感想篇一

20xx年xx月xx日，那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我和第二临床医
学院xx级七年制的师弟师妹背着行李，带着满腔热情，乘
坐24小时的火车、2小时的汽车，来到了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
流长乡进行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这次的三下乡之旅，让我
真正的从实践中学习到知识，也把我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
践中。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这次重返农村，再次体
会和大城市不一样的文化，让我感触良多。在下乡的日子里，
我收获到很多，如与师弟师妹的真挚友谊，对农民生活的深
刻感悟，对留守儿童处境的充分理解，而更多的则是对生活
的感恩！

本次三下乡共分为义诊、义教、义农等内容。在义诊过程中，
我充分地体会到乡亲们的热情。趁着乡亲们赶集日，我们在
乡政府门口拉开横幅，摆上义诊器械，来咨询或治疗的乡亲
络绎不绝，场面一度混乱失去控制，还造成交通堵塞！很多
阿婆阿公做完治疗都不愿意走，总要求再多一次艾灸。火罐。
推拿！虽然义诊的劳累让队员们大呼吃不消，整一天都被乡
亲们围住，连喝水都没机会，语言不通加之老人家耳背，把
我们都弄到声嘶力竭嗓子冒烟！不过听到他们说谢谢，大家
心里都很满足很有成就感；第二次的义诊我们来到某村庄，
经过村支书的广播宣传，许多村民也放下手中的锄头来咨询
治疗，虽然这次参与的乡亲人数没第一次惊人，竟也被我们
找到几例典型病例，如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房颤、化脓性扁



桃体炎等，同样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成就感！

义农的活动同样精彩。我们的任务是下到农田给玉米松土。
流长乡漫山遍野都长着绿油油的玉米苗，间中可见到盛开的
向日葵，景象甚是好看！虽说是义农，其实作为手无缚鸡之
力的文弱书生，尽管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拔草松土，不过
带领我们过去的村支书还是默默地进行翻工。挥动着锄头，
深觉农民的不易。我们经常抱怨辛苦劳累压力大，其实有哪
项工作是轻松舒适的呢？我们真的应该学会珍惜和感恩，珍
惜感恩生活带来的一切......

每个活动都让我有所感悟，其中，感受最深的，是在义教时
与留守儿童的交流。那天上午，我们在流长乡中学迎来了
约xx年纪就想着为父母分忧；他们又是可怜的，或许还未经
历过社会竞争的残酷，并不知道知识的重要性。我们准备得
很充分，为他们讲解物理、英语、青春期保健等知识，还有
队友准备了魔术及许多小游戏。临近中午时，我们体谅他们
路途遥远，恳请中午一起吃饭，他们一副小大人口气：“我
们要回去给爷爷奶奶做饭，还要喂猪及鸡鸭鹅呢。”

三下乡活动圆满结束，我们从农村再度回归到大城市，与大
城市的繁华相比，农村带给我们的是截然不同的感受，而这
种感受已经深深的留在我们每个队员的'心里。忘不了每个夜
晚师弟们的守夜，忘不了每天活动完队友们的交流，忘不了
临走时乡政府的款待，忘不了参观息烽集中营时县团支书为
我们守着行李的场景，忘不了在花溪刘爸刘妈的热情招待，
忘不了黄果树瀑布队友们留下的欢乐背影，忘不了火车上的
有趣经历…忘不了的人与事太多太多！这样的经历，以前从
未有过，以后将也不会再有！我只知道，这将成为我人生中
美好的回忆！

三下乡心得感想篇二

“三下乡”是指大学生到农村支教、支农、支医，作为志愿



者帮助农村地区发展。作为一名大学生，我有幸参加了三下
乡志愿者的活动，并取得了很多收获和体验。在这篇文章中，
我将为大家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准备工作

在我参加三下乡活动之前，我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首先，
我自己阅读了很多有关农村的书籍，和别人交流，理解农村
的状况和困难。其次，我也熟悉了自己的任务和计划，为了
具体参与项目，我还学习了一些诸如英语、教学等专业技能。

第三段：参与实践

我参加的是一项小学英语辅导计划，我和我的志愿者小组前
往农村小学，给孩子们上英语课。这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
因为我要面对一个我以前从未接触过的文化和环境。但是，
在实践中，我发现孩子们非常聪明、好学，而且非常友善和
有礼貌。在这个环境下，我非常快速的学会了应对欣赏和交
流问题，我也发现自己真正喜欢上了这份工作。

第四段：与当地人交流

三下乡程序的另外一部分涉及到与当地居民交流，他们有丰
富的生活体验和文化背景。在与他们交流过程中，让我感到
非常兴奋。我学到了许多当地的风俗和文化；了解了农村居
民面临的一些难题和挑战。这使我领悟到，在不同的文化背
景下，我们生活的方式和价值观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但也让
我更深刻地了解了自己的文化和人类经验。

第五段：总结

三下乡是一次美妙的体验，它不仅增强了我的个人能力，并
且打破了我的桎梏，给了我一个更真实、更广阔的世界观。
通过参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并与他们交流，我体会到了农村



地区的独特性，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这次三下乡志愿
工作让我明白了教育非常重要，并且教育不仅在书本里，也
在实践中。我也领悟到人文活动让人们好学、聚集和拥抱其
他文化。三下乡活动是一次良好的机会，我将将这些体验和
收获带回到我的生活中，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并影响他
人。

三下乡心得感想篇三

作为高校学生，我有幸成为了全国“三下乡做志愿者”活动
的一员。这是一项为期三个月的志愿活动，旨在将城市的热
情和力量带到农村、乡镇，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在这三个
月的时间里，我深入农村，了解了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状况，
也深刻感受到了自己作为志愿者的责任和使命。今天，我要
和大家分享我的“三下乡做志愿者”的心得体会。

一、认识到乡村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二、志愿服务让我感知到了生命的价值

作为一位志愿者，我的工作内容是帮助当地的老人、病人、
儿童等群体等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包括日常护理、学业
辅导、心理疏导等。通过与这些人互动交流，我真正感受到
了生命的价值。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年迈，但仍然对生活保
持着乐观的态度；他们中的一些孩子来自贫困家庭，但他们
的心中充满希望和梦想。他们都在努力地活着，寻找生命的
意义。作为一名志愿者，我认识到自己的服务可以让他们感
到关怀、温暖，我也感到自己的人生意义得到了实现。

三、提升了自我能力和认识

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我的自我能力和认识得到了极大的提
升。遇到困难时，我学会了怎样去排除困难，找到解决问题
的方法。与人交流的过程中，我也锻炼了自己的沟通能力和



应对能力。在志愿服务中，我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和生命价值，我相信未来的自己会更加成熟和自信。

四、乡村之旅也是自我成长之旅

“三下乡做志愿者”不仅仅是一次乡村之旅，更是一次自我
成长之旅。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认识到乡村发展存在的问
题，还提升了自我能力和认识，并且在服务中锻炼了自己的
组织能力。这些经历对于我的未来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五、加强主动反思和议论

参加“三下乡做志愿者”，也可以说是一次主动反思和议论
的过程。在与其他志愿者的交流中，我了解了不同志愿者对
乡村发展的理解和观点，也听到了不少意见和建议。通过这
些交流和探讨，我们共同探讨和思考如何更好地推进乡村发
展，实现真正的共赢。

在“三下乡做志愿者”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了自己所在的城
市与乡村是相互依存的，只有当两者和谐发展时，我们才能
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发展。做为一名志愿者，我深深体会到了
自己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我相信，在未来的工作中，
我也会不断地关注和为乡村的发展出力，将自己的心愿融入
到城乡统筹和发展中。

三下乡心得感想篇四

昔日的“三下乡”欢笑和努力，都历历在目。20xx年x月号，
我参加了管理工程学院暑假三下乡活动，为期十天的“三下
乡”，让我感受很多，受益匪浅。

这次“三下乡”活动，在我的设想之中完全达到了我的意愿。
虽然时间很短，但在队长的带领之下，我们队员每个人都过
得充实而又有意义。在每项活动中都能体现出我们大学生的



做事风格。我参加的是“传承中华美德，关注弱势群体”的
调研，我们队员通过派发调研表、零距离的采访、拉横幅、
拍照片、录音、录像等形式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
意义有影响的暑假活动。每项活动都能做到有准备、有目的
的进行。

自上大学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调研活动。刚开始还
有些胆怯，怕自己不敢张口与群众互动，但在克服了开始的
胆怯之后，我慢慢地融入到活动之中。但，并不是一切都是
一帆风顺的。在发调查问卷期间，会接触到许多不同的人，
年龄不同，性格不同，学历不同，对事物的观点看法不同。
他们有的人心存戒备，心理很强，而有的人又恨随和。通过
这次活动我深深的认识到人要想立足于社会，首先要融入社
会。

这次活动使我意识到“服务社会实现自我”是人生的一件乐
事。社会是需要我的，社会培养了我，然而我也应该为社会
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应该为人民干实事，做事要贴切
于人民。虽然自己的力量很小，但可以让温暖的花朵灿烂绽
放！

要让事物改变，先改变自己！要让事情变得更好，先让自己
变得更好。这是我在这次“三下乡”活动中感悟得到的。在
调研队里，虽然很辛苦，但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使我意识到我
们只能去适应环境，而不能让环境来适应我们。那忙碌的十天
“三下乡”的实践活动，总有辛酸与欢笑，随时间而过，使
我深深的体会到了弱势群体的生活。作为一名大学生的我们
以一个大学生的具体行动证明了我们的一切。

这次“三下乡”活动里，我们每个队员都能相互的关心着对
方。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有人鼓励我去战胜它，我们每一
个人心里想的是：我们是一个团队，一个也不能少，谁也不
能倒下来。这次活动让我们相信：也许人生只有一次，我们
每一个人都很珍惜着着短短的十天时间，每天我都觉得自己



过得非常的充实，非常的快乐。总有一家的气息缠绕在我的
身边温暖着我，给我动力让我前进。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这
么长时间的集体活动，感觉也是最有意义一次，它让我学习
到我缺少的东西，锻炼了我，成熟了我，给予了我人生回忆
中美好的金色的一段！

三下乡心得感想篇五

6天前，我们最后到达我们此次三下乡的目的地——登楼村。
对于我们调研组来说，我们的职责不在教书育人，而在调查
民情，仅有5个人的队伍要每一天出门去和村民做交流沟通和
问卷调查，也使我们得到很多。

这几天来，从一开始吃了很多闭门羹，一天只做了10张，到
此刻已经能够一天20张，这都是我们队员5个人群众的努力成
果。很多次很多村民都以为我们是政府派下来调查村民的生
活，不怎样敢与我们交流，到此刻村民明白我们整支三下乡
队伍，明白我们有同伴是老师，明白我们是普普通通的大学
生，我们也逐渐能够和他们做访谈交流，自然也使得每一天
的进程快了很多。

这些天的努力，我们在登楼村走街串户，我们与登楼的基层
干部做交流，会很留意很累。一是村民对我们有所了解，但
也对我们有所顾忌，很少有村民能坦荡大方的与我们侃侃而
谈。更多的村民是内敛怕生的，以至于出于问卷和访谈的质
量思考，我们没有拍照录音，只是单纯的用笔和纸写下我们
每一天访谈的资料，记录下我们收集到的数据资料。二是这
条村很大，有8个小的下辖村，以至于村内的领导层之间存在
些许的矛盾。但我们夹在这两者之间更需要留意翼翼，凡是
需要到当地干部帮忙的我们都会三思而后行。

在这些天的努力下，队员们都很累了，每一天访谈的资料和
问卷所堆砌成的模型也开始成型。有的队员开始想要去教书，
他们期望难得一次三下乡能够得到提高自我教师基础技能的



机会。这我也是能理解的，所以作为队长的我逐渐放松对他
们的要求，放他们点时光去做自我想做的事，期望他们能在
大学可能只有一次的三下乡中获得金秋般的收获。

说到教学，本来以为万事备齐的队友能够面面俱到，但每次
回来都会听到又有学生不听话，又有课堂控制不了，又有学
生被赶出校门，我就会很心疼。于是昨晚我特地看了一下老
师们备课的教案，看完之后觉得到此刻，虽然我高中只教过
短短的十几天小学和初中，但觉得老师们的备课远远不够。
身为半个老师，连一半的教案都没能完成，已经能够看出在
课堂上已经是看着知识点来说问题。短短十天，拿着没有关
于自我班级学生的心理层次分析，没有教学方法和过程，没
有课堂应对方法的教案，只是单单的在几张薄薄的纸上写下
浅浅的知识点和题目，怎样承受得住课堂上孩子的好奇和顽
皮。

但这几天，从同伴们的脸上虽然看到疲倦，但还是看到了他
们对孩子的感情。尽管教课我们只是大一的新生，但起码我
们的感情是真的在负职责；尽管没有完备的教案，但我相信
真心的他们总能够弥补。

三下乡也快接近尾声，调研也开始转入确定论文框架的阶段，
期望在余下几天里，像这天的天气一样，豁然开朗，任凭翱
翔。

三下乡心得感想篇六

山里的温度湿度和氧气含量真的让人起不来床啊。早上七点，
大家如约来到了集合地点，天还下着雨还没出发就都淋透了，
可这也丝毫阻挡不了大家晨练的热情，我们就在乡卫生院的
大院里打上了太极和八段锦。没想到，张老师居然是师承陈
启礼的专业太极高手呢，举手投足之间都透着练家子的范儿，
张老师耐心的指导着大家的一招一式并告诉我们欲学中医就
要先学习我们的国学和传统文化，这样才能领悟到中医的真



正内涵，身心兼修。

今天我们要攻克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悬挂我们的宣传横幅和校
旗。从悬挂地址，悬挂方式到具体实施，大家群策群力，着
实费了一番功夫。搬桌子摆椅子拿诊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专家也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的义诊正式开始了。此刻，看
着眼前的河南中医学院校旗，我真正意识到了自己此行的意
义，重重的责任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我们的工作分为两组，一部分同学跟随辅导员老师去石板岩
乡下辖的村庄宣传我们的.义诊工作并进行健康知识宣讲，余
下的同学跟随专家在乡卫生院义诊并在附近进行宣传工作。
经过挨家挨户的走访宣传，前来义诊的老乡们渐渐多了起来，
老师们在细致耐心的为患者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不忘为同学
们传递知识，张老师时不时的抛出的问题，总能引起同学们
的讨论，大家彼此分享着各自的观点，最后老师再为大家做
出详细的解答，通过老师的提问，我发现自己还存在着太多
的不足，自己的知识储存量还太少，这更加督促我要端正学
习态度，努力学好文化课才是临床的基础。陈老师是一位极
其认真负责的老师，他对待患者那种严谨的态度，真是让我
钦佩，他对每位患者的诊断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陈老师
总是充满耐心的细细询问患者的各方面情况再加以详细的推
断才会得出结论。更让人钦佩的是陈老师知之为知之的精神，
即便是义诊，对于自己不擅长或不确定的状况，陈老师都会
直言说出，并且，他还会明确告诉患者疾病的愈后，他会直
言，这种病，自己不能治好，只能延缓。就如他本身所说，
做医生就要实事求是，要谦虚，世界上有4000余中疾病，而
我们能治愈的不过百分之十，能包治百病的都是庸医。通过
今天上午的义诊，我不仅在学术专业上有所提高，更是从医
德方面向两位老师学习了很多。

下午的行程是大家期盼已久的，爬山！可是这次的爬山，是
非比寻常的，首先我们的任务是看望当地一位80余岁还在坚
持行医的老中医，其次，我们不是走盘山公路，而是靠着自



己的11号走未开发的山路，第一次当驴友的我心情当然十分
激动。山路崎岖蜿蜒，再加上淅淅沥沥的小雨，大家一脚深
一脚浅的向上努力攀登着，不同于以往见识的未开发的山间
处女地美得不像话，山泉，小溪，绿植，峭壁一应俱全，大
家兴致高涨，期间还来了首校歌大合唱，振奋精神，一鼓作
气爬了20余里到了山顶。脑补出的老中医是须发皆白仙风道
骨的，没想到老人家完全不像80多岁的样子，头发不甚白，
精气神十足，身手矫健，让人不禁想一探其养生之道。和刘
老交流了一下午，大家纷纷提出了自己在学习中医方面遇到
的各种问题，从医德和医术方面刘老跟大家分享了自己行医
六十载的感悟和经验，并对我们报以了殷切的希望，希望我
们能继承并发扬我们的传统中医精神，做一名合格的中医大
夫。从刘老身上我才真正读懂了大医精诚这段话，行医60余
载，每天走40余里山路去为患者解除病痛，不辞辛劳，而拿
到的却是微薄的报酬。而他却依然乐观的坚持继续行医，生
命不停，行医不止！正如他所说，正因为年轻时自己和家人
承受过患病无医之痛，所以他一定不能再让其他病患体会这
份痛苦。

上山容易下山难，我想这不仅是对今天我们所走过山路的描
述，更是对我们学医之路的准确概括，一旦我们选择了行医
之路，便不能回头，只能愈来愈坚定，愈来愈执着的走下去，
因为我们是健康所系，生命相托。

三下乡心得感想篇七

三下乡做志愿者，是一种广为流传的公益活动，它通过志愿
者的自愿参与，深入农村、社区、城乡结合部等地区，为当
地的发展和群众的生活提供帮助和服务。在参加这项活动的
过程中，我收获了很多，这其中既有改变自己的成长，也有
让我更深刻地了解社会现实的体验。下面我将分享我在三下
乡做志愿者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身为志愿者的责任和担当



做为一名志愿者，我们的工作是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促
进社会和人文发展。在三下乡做志愿者的过程中，我们要清
楚自己的角色，坚定为民服务的信念，付出努力去支持当地
发展和正在困苦中的人们。我参加过的三下乡志愿服务项目，
包括给农村学校授课、组织志愿服务、开展文化演出、发放
物资等方面，这些为农村发展尽微薄之力得工作深深地触动
了我。

第三段：体验当地生活和理解社会现实

通过一段时间的三下乡志愿服务，我们除了能够服务当地民
众外，还能够详尽察觉当地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特色。一
些灾区、贫困地区的困苦状况让我非常触动。这些艰难和困
境让我对生活充满了感激与更深刻的理解。身临其境地了解
当地民众的文化、习俗、传统，使我对城乡结合部的现状有
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第四段：共建和共享的价值

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仅是为自己付出，同时也帮
助了他人，形成了分享和真实的价值观。在三下乡项目中，
我看到了很多志愿者积极参与、共同推动这个公益活动，依
照自己的能力和专业，为当地农村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志
愿服务不仅帮助困难群体，更加让我们感受到了在共同努力
下的夫妻和向上的精神动力。在此次活动中，我和当地民众
一同亲近，体验到社会底层的人民的勇气、拼搏和真诚，感
受他们们对这个社会的无限爱和奉献。

第五段：结尾

参加三下乡做志愿者服务的活动，为我带来了很多收获。通
过这些努力，我不仅仅是深刻了解了当地的社会、文化和生
活，既完善了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更为让我感受到了无偿奉
献的内涵和坚持。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志愿服务的



大家庭中，为这个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下乡心得感想篇八

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不断的完善，
然而在一些偏远或者贫困地区，医疗资源仍然十分匮乏。这
时就需要像“三下乡”这样的行动，让医护人员走入乡村，
为农民朋友们献上所知所能，这样不仅能够让乡村人民获得
更多的健康服务，而且也能够增加医护人员的实践经验。作
为一名志愿者，我参与了“三下乡医路同行”，在此分享我
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认识乡村需要转变

参与活动前，我对于农村的医疗状况只是听说过，没有真正
了解过。在活动中，发现乡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生活环境和条
件存在巨大的区别，乡村人民对于医疗的需求非常迫切。但
因为与城市的巨大差距，乡村人民对于疾病的认知水平低，
治疗方式和方法也比较单一，因此许多常见病在刚开始就会
选择错误的用药方式。此时，我们就需要有意识地改变自己
的认识，尽可能为农村人民送去正确的治疗方式和方法。

第三段：加强服务意识和技巧

在走进乡村后，我发现即便是最普通的病例，也要进行充分
的病史了解和检查，因为他们可能存在着第一次就看好、治
疗后反复，长期没有解决的困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准确的
了解病史信息和提出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必须同时保持一种谦和和耐心的态度，给予患者足够的信
任和尊重，同时向他们传递健康科普的知识。

第四段：心力激荡收获满满

在乡村的临床实践和服务中，我们的心态、专业水平都得以



进一步提升。在考虑接下来方案时自己对于疾病、治疗方案、
医学服务的理解也更加深入，看到病人恢复健康很有成就感，
许多朋友更是舍不得离开农村，决定继续支持农村疾病防治
工作，这是一种快乐的投入和分享的精神。

第五段：总结

“三下乡医路同行”活动无疑为卫生事业的发展和普及化奠
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医护人员带来了更多的实践机会，拓宽
了医疗服务的范围，它让我们更加坚定地立志于无私奉献医
护事业。此次活动中次第扩展对于自己医学服务技能水平，
更让我们获得了友情和尊重，自己也更加成熟了，在此感
谢“三下乡”为我们提供了这样高质量、高影响力的医学实
践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