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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心益计划作为日慈公益基金会的主要项目之一，从 2016 年至今，通过为大学生提

供必要的资金以及课程培训，支持大学生利用寒暑假时间前往乡村开展“心智素养主

题营”（即冬夏令营），填补乡村儿童心理教育的空白。 

截止 2020年 11月，心益计划已经支持 1199 名大学生开展“心智素养主题营”，

服务了 14883 名乡村儿童。在这个过程中，心益计划也在不断优化，希望可以与大学

生共同为乡村儿童带去更丰富、更专业、更适合乡村的心理课程。 

2021 年心益计划冬令营于 2020年 9月启动招募，2020 年 3月顺利结项。共有 2

支团队，23 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受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响，原计划 30支团

队仅 2支顺利完成冬令营活动）。冬令营期间，大学生志愿者为乡村儿童带去 6节

“心智素养主题课程”，内容涉及自我认知、人际关系，共服务 74名乡村儿童。 

 

一、项目背景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共同发布的《2015 年中国儿

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报告，我国农村地区 0—17 岁儿童共有 1.38 亿，占全国

儿童总数的 50.9%。其中农村留守儿童约 4051 万，占农村儿童总数的 29.4%，贫困农村

地区（包括扶贫重点县和贫困片区县）常住儿童规模粗略推算约为 4420 万，占农村儿

童总数的 32.0%。在当前社会经济转型、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

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对较差，文化教育水平也落后于城市地区，农村地区儿童的

发展也可能因此受到负面影响（曾满超，丁延庆，2005）。罗仁福等（2010）调查了贫

困地区农村儿童的能力发展状况，他们发现农村儿童在认知能力、社会交往能力、语言

能力和精细运动能力等方面都落后于城市儿童。教育设施不完善、教学条件差、师资力

量薄弱、家庭教育方法不良等因素使得乡村儿童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他们的生存和发

展尤其值得关注与支持。 

日慈公益基金会一直致力于探寻和推广最有效的心智素养教育模式，最终达到改善

青少年儿童成长的整体社会环境与让每个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幸福生活的目的。 

为解决上述问题，日慈从 2016 年开始开展心益计划项目，结合“积极心理学”、

“社会情感学习”等理论基础，自主研发心智素养主题课程，支持大学生在乡村开展主

题冬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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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介绍 

心益计划招募有公益心、能力强的大学生志愿者，通过提供课程包及培训等方式，

让志愿者具备基础的儿童发展和心理学知识以及开展心理活动课的各种实践技能，支持

志愿者在乡村开展心智素养主题冬、夏令营，帮助乡村儿童提升心理抗逆力，填补乡村

地区心理教育的空白。 

2020 年，心益计划冬令营支持 2个大学生团队 23名志愿者开展相关活动，利用日

慈自主研发的心智素养课程为 74名乡村儿童带去 6节心理课程。 

          

2021 冬令营使用课程包 

 

三、项目流程 

心益计划 2021 冬令营项目于 2020 年 9 月正式启动，2021 年 3 月结束。项目从招

募到结项，一直按照既定流程稳步进行，如遇到突发情况也会及时调整方案，具体工作

内容如下： 

时间 任务 

2020 年 9 月 
1、冬令营项目规划； 

2、冬令营团队招募； 

2020 年 10 月 
1、冬令营团队审核； 

2、冬令营合作名单确认； 

2020 年 11 月 
1、冬令营线上培训框架及内容准备； 

2、冬令营线上培训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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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1、冬令营线上培训持续进行； 

2、冬令营物料准备； 

2021 年 1 月 
1、冬令营课程包发放； 

2、冬令营实施&工作人员课程督导； 

2021 年 2 月 
1、团队提交冬令营反馈资料； 

2、冬令营反馈材料审核整理； 

2021 年 3 月 

1、冬令营财务核算； 

2、冬令营结项；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响，心益计划 2021 冬令营原计划支持 30个大学生团队开展

冬令营活动，仅 2个团队顺利完成，其中四川农业大学米团公益童然冬令营队前往四川

简阳开展冬令营，成都中医药大学蜜蜂的家守蕴支教小队在线上为四川泸州的学生开展了冬

令营活动。 

此次冬令营项目沿用往届冬令营模式，为大学生团队提供“心智素养主题课程包”，

并提供相应的线上培训，帮助大学生志愿者全面了解课程理念及重难点，更好地开展课

程。同时，日慈为大学生团队提供 6000 元的活动经费，用于支付冬令营期间产生的交

通、物料、餐饮等费用。 

冬令营开展期间，工作人员主动询问团队开展情况，并得到了积极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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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团队在活动开展期间会及时记录冬令营情况，在结营后整理发送给日慈公益基金会，

项目人员也认真整理相关材料，及时做好项目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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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农业大学米团公益童然冬令营 志愿者学生合照 

 

成都中医药大学蜜蜂的家守蕴支教小队 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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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成果 

1．项目产出 

心益计划 2021冬令营共支持 2支队伍，共计服务 74 名乡村儿童，具体产出如下表

所示： 

名称 数量 

团队数量 2 

志愿者人数 23 

志愿者服务时长（h） 1920 

线上培训次数 8 

线上培训累计参与人数 1012 

受益儿童人数 74 

服务儿童人次 444 

2021 年冬令营，心益计划仍沿用以往的运营模式，为团队提供课程包并配套线上培

训课程，同时给予 6000 元的资金支持，用于团队因冬令营产生的交通、物料餐饮等花

销。 

2021 年冬令营线上培训多达 8次，不仅向志愿者传达“心智素养主题课程包”相关

理念，同时也为志愿者提供如何与孩子相处、如何管理课堂纪律等专业技能，帮助志愿

者掌握儿童心理特点，快速调整应对方式。另外，利用线上培训的时间，日慈还针对冬

令营中不同职能，如传播、财务等，专门组织相关培训，帮助志愿者更好地完成冬令营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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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中医药大学蜜蜂的家守蕴支教小队 学生作品 

 

四川农业大学米团公益童然冬令营 师生互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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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效果 

由于 2021 年冬令营受益学生较少，数据分析结果不具有代表性，故没有撰写专业

评估报告。但我们仍然收集了学生的前后测问卷，从学生的主观题中可以看到，大部分

学生对课程较为满意，在课程中学到了相关知识。 

 

人际关系之建立友谊学生问卷 

 

自我认知学生问卷 

3．志愿者感悟 

冬令营结束后，每个志愿者都梳理了整个冬令营过程，抒发了自己的感想，总结

经验，以便更好地准备下一次营会。以下精选部分志愿者总结感悟。 

对于国防村的孩子们来说，我们来自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能够将村子外的精彩

带入孩子们的视野，从而激发孩子们对新鲜事物的求知欲望，开启他们的眼界和心灵

的窗户，并且我们还能够改善他们的薄弱环节，教给他们一些新的并且有效的学习方

法，培养出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在支教过程中我们也会给以孩子们关爱和引导。引导

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端正他们对学习的态度，引导他们从被动到主动学

习。同时我们也会给他们树立良好的榜样，交给他们一种能力，一种认知自我的能

力，一种认识世界的能力，一种关爱自己更关爱他人的能力。 

——四川农业大学米团公益童然冬令营 朱嘉俊 

我一共给小朋友上了四节课，分别讲的是规则、自我认知、人之不完美、“我



 

 

让孩子智慧有爱，乐享人生 9 

的七巧板”。这些课程都是通过游戏、视频、故事等方式来慢慢引导出我们的主

题。我希望在这几天中，我不仅带着小朋友放松和玩耍，还能够带给他们有意义

的东西，所以采取了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我不能确定是否所有人都能感悟到我

课程里的深意，但我已经尽我所能去带给小朋友们启发。我最大的愿望便是在小

朋友们之后的生活中能想起并用好课上的哲理。 

——四川农业大学米团公益童然冬令营 胡佳雨 

线上授课，明显收集不到线下授课那么丰富的素材，尤其是无法深入了解孩

子们经历的故事。那么在课堂上就要尽可能多地鼓励孩子们展示自己的作品，以

作为部分素材。 

——成都中医药大学蜜蜂的家守蕴支教小队 线上冬令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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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心益计划各项标准 

一、心益计划团队招募筛选标准 

心益计划团队团队筛选确定共有两轮，第一轮为项目书审核，主要考察项目

书填写是否完整认真、团队能力和优势体现、夏令营项目点情况、对日慈的了解、

夏令营设计思路、风险应对措施是否完善等。等级评定分为 3 级，通过、待定、

不通过，分别用 ABC 表示。 

第二轮为课程负责人课程试讲，时间为 15 分钟，其中 10 分钟为试讲时间，

5 分钟为问答时间。团队根据提前下发的要求准备试讲内容，面试官根据试讲情

况做补充性提问。等级评定分为 3 级，通过、待定、不通过，分别用 ABC 表示。 

具体评定标准如下： 

评定等级 第一轮项目书审核 第二轮课程负责人课程试讲 

通过 

1、项目书内容完善，每项

内容均认真填写，逻辑清

晰，思路完整； 

2、能够展现出团队的优

势、对夏令营有初步规划。 

1、试讲人准备充分，能清晰讲解活

动规则； 

2、试讲人充分考虑学生感受，以学

生为中心； 

3、通过自制道具辅助展示课堂，则

可加分。 

待定 

1、项目书内容不完善，一

些部分信息不全面，如团队

风险预案缺失等； 

2、未能从项目书中看出团

队优势，夏令营规划不符合

实际情况或过于简单。 

1、试讲人能比较清晰地讲解活动

规则，但有时需要澄清； 

2、试讲人较多考虑学生感受，但有

时候会出现说教； 

不通过 

1、项目书敷衍了事，未能

展现团队信息及对夏令营

的规划； 

2、团队服务学校不是乡村

小学、团队不属于大学生团

体； 

1、试讲人无法清晰地讲解活动规

则； 

2、试讲人不考虑学生感受，只做单

纯地知识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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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益计划结项标准 

1. 团队顺利出队并提交总结材料，如遇特殊情况需另外说明； 

2. 工作人员完成全部资料整理，确保过程性资料齐全，提交财务决算表及结项

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