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社会实践周记(模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
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社会实践周记篇一

假期来临了，这段时间的工作，忙的都快找不到北了。每天
一开始上班，基本是手不停脚的就开始，很少得到休息的时
间。每天人山人海，这就是购物的疯狂。

每天所要接待的客人不低于几百人。这些顾客当中，有很多
的顾客，让你哭笑不得。他们的问题，态度。有时间让你抓
狂。有些顾客你觉得很无理取闹，他的要求让你有杀人的冲
动。但是，只能忍着，因为，顾客是上帝，这句名言是公司
的制度。所有的员工必须微笑的接待顾客，解决顾客难题时，
不能心存抱怨。真的感受了几天“打落了牙往肚里咽”的感
觉。

这段时间真的让我感受很深，以前。每次去买东西，提出的
问题和要求都是觉得理所当然的，因为我是开钱的。但是，
经历了这个星期以后，人生真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微笑，
真诚，热心是用钱买不到的，只有用心去对待他人，不管是
谁。你才能获得他同等价值的回报。

付出是收获的前提，想要收获多少，首先，你要付出同等价
值的东西，否则，收获的'将是一场空。



社会实践周记篇二

实习第一个礼拜，算是适应期。主要了解的背景、产品、发
展方向等。另外，尝试更同事多沟通，从交谈中也能够学到
不少东西。同事们都很热心，很照顾我，经常在我碰到困难
的时候便主动伸出援助之手，令我非常感动。

几天之后开始在同时的帮带下，做一些业务相关的活，主要
是在一旁协助处理一下简单的事情。也就是打基础。可别小
看了这些活，虽说简单，但都是疏忽不得的，每件事情都至
关重要，因为它们都是环环相扣的。为了保证最后能够成功，
前面的每一步基础都要打好。

为了能够真正的学到知识，我很严格的要求自己去做好每一
件事情，即使再简单的事情我都会认真考虑几遍，因此，虽
然做得不算快，但能够保证让同事们满意。同事通常也不催
促，都把任务安排好，然后便交给我自己去处理，同时还不
时提供一些帮助。等慢慢熟悉起来，做起事情也越来越顺手
了。

第一个礼拜的实习，我可以简单的总结为几个字，那就是：
多看，多问，多观察，多思考！

一方面要发扬自主思考问题的能力，在碰到问题的事情，自
觉努力去独立解决，这样对问题便能够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当解决的时候也会获益良多。

另一方面，要发扬团队精神。公司是一个整体，公司产品是
团队的结晶，每个人都需要跟其他人更好的沟通和交流，互
相帮助，合力完成共同的目标，团结众人的智慧才能够发挥
最大的效能。



社会实践周记篇三

今天，妈妈上午回家对我说：“楼下一位伯伯在修剪景观树
枝，你去跟伯伯学学吧。”我满口答应，飞奔下楼。

楼下老伯伯正在用一把超大剪刀飞速的捡着。地下变成了树
枝的天堂。我说：“伯伯，我来帮你把地下的树枝清理一下
吧。”“伯伯说：好啊，你真乖。你上几年了?”“我上四年
级。”。聊着聊着，地下的树枝被我清理干净了。看着伯伯
剪得很轻松，我就想也试试。就对伯伯说：“你能教我剪
吗?”伯伯同意了我的请求。我双手拿起沉甸甸的剪子，学者
伯伯的样子，开始慢慢地“咔嚓咔嚓剪起来。”可是我剪得
很慢，有些枝条怎么也听话，就是剪不下来。伯伯说：“你
要一只手拿靠前拿着，一只手靠后拿着，让枝条卡进去，用
劲剪。”按照伯伯教的方法，果然比刚才剪得顺手多了。我
剪了一条又一条，不久，地下一会儿堆满了青青的树枝。看
着这满地的树枝，在看看刚才那些被我剪掉多余枝杈的景观
球形树，显露出又远又整齐，心里十分高兴。这时伯伯笑着
说：“瞧你满脸的汗，休息一下吧。”这时，我才感觉到又
累又热，蚊子军团已把我团团围住，咬的满身乱痒。伯伯说：
“快回家凉快去吧，劳动有的是机会。”我向伯伯道谢，感
谢他给了我这次实践的机会。

回到家中，看到满身的包，想起伯伯为了防蚊子咬，穿的厚
厚的，该多热啊，院子里有这么多的绿化树要剪，一定很辛
苦，我应该再去帮帮伯伯。

社会实践周记篇四

一个月的暑期生活就这样匆匆结束了，还有我的这次社会实
践。让整日呆在象牙塔的我，尝到了生活的现实和不易。或
许，这种真切的体会，才是最宝贵的收获。

别了，我所生活了一个月的厂，别了，我所熟悉的人，别了，



给我帮助的林组长，别了，我所熟悉的一切!

八月三十号，短暂的实践生活就这样结束了，除了收获，还
有很多值得我思考的问题……

社会实践周记篇五

暑期社会实践周记

下午调查的时候，在结束与几位老村民的谈话，走着来到几
堆盖房子的砖瓦旁边，绕过视线所及，我们深入进去，几个
孩子在里面打牌，手里拿着几张似乎是钱的东西。聊了一会，
得知孩子们的家长都在北京打工，暑假刚放假就带孩子去北
京玩了一个月。回到家中只有爷爷奶奶照顾，每天晚上打游
戏到12点，第二天连早饭都顾不得吃。偶尔几个孩子还去水
库游泳，没有大人的陪同，勇气？？？这是拿自己的生命冒
险。

走在路上，被一阿姨拦住，问我们做什么。详细介绍了我们
的来意，阿姨向我们诉了她的苦衷，孩子被带在身边在城里
上学，以为没有后顾之忧，没想到的是，孩子在学校里被城
里的孩子歧视，久而久之，父母不让其与城里的孩子交往。
孩子在学校几乎没有多少朋友。而孩子久而久之，开始羡慕
城里人的穿着。很难想象孩子的内心每天要受多少煎熬。李
华村比较大，有一千多户，是一个较为贫穷的村子。李华村
小学里也有两百多名学生。在村长的带领下我们逐步拜访了
几户人家，探访调查了几个留守儿童及其现在的抚养人（监
护人）。有几个孩子比较小，7--8岁，小学二三年级，父母
不在身边，由爷爷奶奶照顾，不过已经有几个孩子被爸爸妈
妈接到了工作地。他们的学习成绩还不错，有两个还是班机
上的前几名，其中女孩子都还比较乖巧，平时还是比较听话
的，但是也有不听话、比较倔的时候，主要表现在零花钱上，
这个时候爷爷奶奶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只有听之任之。这几



个孩子给我们感觉是年龄比较小，问题不太凸显。但是从爷
爷奶奶的语气中，我们感受到了无奈和担心。有一个普遍的.
问题是等到年龄大了，他们也力不从心了，我们也是很担心。

但是有一个稍微大些的男孩给我们留下了很盛的印象。他现
在小学六年级，马上要升初一，13岁了却比同龄人矮了一些。
当时他骑着自行车，我们伸手拦下他，在公路边上开始了调
查问答！我观察了一下这个孩子，发现他的脖子上有很多污
垢，像是积累了很长时间，我感到很奇怪。然后得知他的妈
妈外出打工，爸爸在家里务农，学习成绩比较差，爸爸因为
他学习的事情，常打骂他。他经常帮着家里做家务和农活，
时常自己做饭。母亲不在身边，他也少了那些温暖的关怀和
亲情。他对我们说，对学习还是有兴趣的，但是一直对英语
很感冒，成绩总是提不上去。在我们的“注意安全”的祝福
中，他骑着车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