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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基本信息  1

基本情况 
1.项⽬名称：野百合乡村⼉童冬、夏令营 

2.项⽬执⾏机构：福建省野百合助学公益服务中⼼ 

3.项⽬运⾏起⽌时间：2018.6.1——2019.1.31 

4.项⽬执⾏团队及⼈员分⼯（必要时请列表）： 



项⽬概述 
提⽰：从本项⽬设计的项⽬⽬标、服务⼈群、项⽬问题及具体需求分析、介⼊⽅式、主要项⽬活动等⽅⾯进⾏的简要总结。

项⽬周期概述：⾃2018年6⽉开始，截⽌2019年1⽉底，野百合助学公益服务中⼼共在福建省内四所乡村⼩学分别举办了⼀
期为期12天冬令营和⼀期为期15天夏令营活动，在厦门市举办慈善公益⾳乐会⼀场、志愿者培训2场，在福建省龙岩市建⽴
野百合永⽆岛⼉童成长活动中⼼⼀个，开展相关活动4场。共服务乡村⼉童1026⼈次，服务乡村⼩学8所，服务⼤学⽣志愿
者102⼈。 

项⽬⽬标： 
1、举办涵盖共500名乡村⼉童的冬、夏令营活动各⼀场 
2、开展共计300个课时的多元⽂化教育课程 
3、招募并培训课程志愿者共计100名 
4、开展四期共计8个课时的亲⼦课堂 

服务⼈群：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蛟洋镇华家村⼩学项⽬点当地约100名乡村⼉童及其家长。 
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庙前镇丰图村⼩学项⽬点当地约132名乡村⼉童及其家长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坪乡坪洲附⼩项⽬点当地约110名乡村⼉童及其家长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蓝⽥乡进德⼩学+乌⼟⼩学项⽬点当地约160名乡村⼉童及其家长 

项⽬问题及具体需求分析： 
本项⽬的开展主要回应以下⼏点问题： 
1、乡村⼉童所在地的图书资源缺乏、⽂化氛围缺失 
2、项⽬点乡村⼉童缺乏多元⽂化课程，课外知识单薄。 
3、当地家庭教育观念落后，乡村⼉童家庭教育⼏乎为零。 

具体需求分析： 
      来⾃国内外的研究均表明，⽗母外出打⼯对⼉童成长存在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留守⼉童脱离原
⽣家庭的保护，当负向影响发⽣时，更易陷⼊困境。在⼉童成长过程中，缺乏必要的陪伴与引导，
使其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为偏差，在乡村留守⼉童⾯临的各种困境中，缺乏良好的阅读环境和优
质的图书资源以及专业的陪伴引导显得尤为突出， 
      我们相信，阅读是每⼀个⼈通往⾃我学习、⾃我成长的必经之路。⼀本好书就犹如⼀粒⽕种，可以在
⼈⽣成长之路上不断激发和引导我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和探索。在⼉童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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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庭教育扮演着⾄关重要的⾓⾊，但在因经济条件限制及教育观念落后所主导的乡村教育环境中，乡
村⼉童的阅读环境较差，阅读能⼒较差，⽆书可读及⽆处可读导致的⽆阅读现象依旧普遍，此现象的影
响直接反馈在乡村⼉童整体偏低的⽂化素养上。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部分乡村家长对于孩⼦的阅读
能⼒的培养极度不够重视，忙于⽣计⽽极少能及时关⼼、关注孩⼦的学习和成长。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
县蛟洋镇华家村华家⼩学，该校共有教师13名，平均年龄45岁，全校⼀⾄六年级学⽣共138⼈，⽣源来⾃
华家村，⼤坪村，⽂都村，再兴村，邹坑村，中村村，坪上村，再嘉村，贵⽵村，丰年等⾏政村，⼤部
分是住宿⽣，留守⼉童占70％。双⽅家长在家的有42⼈，留守⼉童96⼈，学前班有学⽣113⼈，家长双⽅
在家的有47⼈，留守⼉童66⼈，学⽣总⼈数251⼈，其中留守⼉童162⼈，约占学⽣总⼈数的65%；学校现
有⼀间较⼩的图书室和阅览室，⼤部分书籍⽼旧破损，年代久远已不适合学⽣阅读。尽管学校相关⼈员
极⼒保证学校的教学环境及教育质量，但由于学校本⾝设施完善程度有限，师资⼒量不⾜，升学指标的
压⼒，学校在改善⼉童阅读和素质教育这⼀模块的投⼊及能⼒有限。虽然近年来政府逐渐重视乡村建设
这⼀领域，也有⼀些⾮政府组织开始关注乡村⼉童阅读推⼴这⼀问题，但对于⼉童阅读的系统性开发推
进依旧有限。⼀⽅⾯是学校缺乏对⼉童阅读推⼴的动⼒和意愿，没有深刻认识到阅读对于乡村⼉童成长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是社会组织在服务乡村⼉童青少年时往往从⾃⾝定位出发，与实际问题需
求脱钩，未能认识到阅读推⼴是⼀项长期系统⼯程，需要持续的改进与投⼊，“阅读扶贫”也往往成为了流
于形式的“样⼦⼯程”，同样也是造成阅读推⼴在乡村⼉童中难以持续的关键原因之⼀。 
       另外，由于⼤部分乡村⼉童家长⾃⾝⽂化⽔平限制，难以在家庭教育中培养孩⼦爱看书、坚持阅读的
良好习惯，导致孩⼦从⼩缺乏阅读的资源和氛围，逐渐失去阅读的乐趣和意愿，在成长的过程中缺失通
过书籍发现美、理解美、感受美的能⼒。⽽良好的阅读习惯对于⼉童及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
的重要性，对塑造⼉童青少年的⼈⽣观和世界观起着重要的影响作⽤。 
       ⼉童及青少年时期是⼀个充满变化的时期，⼤部分⼈的⾃我辨识及⼈格塑造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的。
在现实的乡村教育环境下，良好阅读氛围的缺失和阅读推⼴的缺位使得⼤部分⼉童在阅读能⼒和意愿上
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乡村⼉童对于良好阅读氛围的需求和对陪伴的渴望，促使我们需要寻找理念相同、
志同道合的伙伴和资源，⼀同去解决这⼀社会问题，共同促进⼉童的⾝⼼健康成长。 

介⼊⽅式： 
通过与项⽬点学校建⽴联系对接，在项⽬点学校建⽴“野百合永⽆岛⼉童成长活动中⼼”；开展“野百
合乡村⼉童冬、夏令营”活动，通过开展阅读活动+多元教育课程体系+项⽬点所在地深⼊调研、家访
等⽅式，为多元⽂化课程的开展及知识的传授提供平台，为乡村⼉童间的交流搭建桥梁，为乡村⼉
童与其家庭的沟通提供机会，为乡村⼉童与在地⽂化的传承培植⼟壤。 

主要项⽬活动： 
1:建⽴“野百合永⽆岛⼉童成长活动中⼼” 
2:开展“野百合乡村⼉童冬、夏令营” 
3:开展四期乡村⼉童亲⼦课堂 
4.招募并培训100名⼤学⽣志愿者  



⼀. 项⽬实施进度及完成情况 
(⼀) 活动开展情况 

1. 项⽬活动完成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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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5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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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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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借阅书籍1623册

（截⽌2019年1⽉31）



2. 项⽬活动开展情况 

野百合乡村⼉童冬令营： 
2018年11⽉启动了野百合乡村⼉童冬令营⼤学⽣志愿者全国招募，共接收有效报名表91份，通过教案
设计审核最终确定了50名课程志愿者（含4名领队和4名摄影志愿者）；2019年1⽉15-2⽉18⽇进⾏志
愿者培训；野百合乡村⼉童冬令营主要以课堂+户外拓展的形式开展授课，包含了5门课程（乡⼟美
学与环保、阅读与诗歌创作、科学探秘、美术与⼿⼯、⾳乐与舞蹈）共计150个课时，全程参与学⽣
⼈数共513⼈，⾄2019年1⽉31号结束。冬令营期间，通过每⽇晨读和绘本阅读⽐赛活动，逐渐培养起
乡村⼉童的阅读兴趣，促进其养成阅读习惯；通过每⽇家访调研，了解乡村⼉童的家庭背景，并有
针对性的开展与家长交流，改善乡村⼉童与监护⼈的家庭有效沟通；活动期间，通过野百合公众号
发布活动相关信息和宣传⽂章5篇，开展乡村⼉童亲⼦课堂⼀场。⾃活动开展以来，受到了当地村民
和政府的欢迎和重视，积极配合，志愿者⽼师严格按照既定计划，较好地完成了冬令营预期⽬标。 

2018年五⽉，野百合乡村⼉童夏令营志愿者招募开启，⾄⼋⽉底，顺利完成了福建省内4个项⽬点的
夏令营活动，在夏令营活动中，共有50名⼤学⽣志愿者接受了充分专业的培训，获得个⼈能⼒的成
长，因夏令营活动受益的学⽣⼈数共计达到约500名，夏令营获得收到当地乡政府、学校和村民和学
⽣的认可，在陪伴乡村⼉童的同时，给他们带去了有趣的知识，分享了欢乐，也收获了友谊和成长。

野百合永⽆岛⼉童成长活动中⼼ 
2018年初，野百合启动了项⽬产品的迭代更新，经过前期2年的探索和总结，在原来“乡村图书馆”和“乡
⼟美学项⽬”的基础上，正式确⽴了野百合3.0版本的项⽬产品——“野百合永⽆岛⼉童活动成长中⼼”。
永⽆岛将通过改造项⽬点学校原有的图书室，通过有设计感的装饰和布局，将原来杂乱的书籍陈列
变为有章有序的图书系统管理，并且在前期的筹备阶段通过积极引导当地⼒量参与进来，共建共享，
在图书前期上架时引导本地⾼年级学⽣深度参与，与项⽬驻点⼈员共同管理活动中⼼。 
野百合永⽆岛于2018年⼋⽉通过申报福建省兴业证券慈善基⾦会并获得通过，正式⽴项实施。2018年
11⽉完成建馆并开展为期⼀个⽉的试运营，2018年12⽉正式举⾏开馆仪式。永⽆岛⼉童活动成长中⼼
项⽬获得兴业证券慈善基⾦会资助8万元，机构⾃⾏筹款4万元，于2018年9⽉—11⽉筹满。 
永⽆岛开馆以来，登记在册书籍4227册，登记读者185⼈，累计借阅书籍1623册（截⽌2019.1.31） 

3. 活动计划变动说明 
1:冬令营活动时长由原定15天变更为12天，主要原因为受寒冬⾬雪天⽓影响，户外课程有所压缩调整，
课程课时由原定150个减少⾄130个。 
2:夏令营 
冬令营举办项⽬点学校由原来夏令营的4个项⽬点⼩学减少了⼀个项⽬举办地点，把安溪县蓝⽥乡进
德⼩学和乌⼟⼩学学⽣合并⼀起共同举办冬令营。 

招 募

并 培

训 1 0 0

名 志

愿者

在冬夏令营

期间招募并

培训100名志

愿者

2 100 100 100% 2 102 102 冬令营期间已完成招募

培训志愿者、夏令营期

间已完成招募培训志愿

者，并顺利完成冬、夏

令营活动。



(⼆) 财务⼯作总结 

项⽬预算总额（元） 应收⼊（元） 实际收⼊（元） 实际⽀出（元） 实际结余（元）

60000 60000 60000 58116 1884

费⽤类别
预算⾦额

（元）
实际花销

预算执
⾏⽐例

执⾏⽐例说明

项⽬前期调研⾛访、
项⽬后期回访

2000 2256 112.8%
机构员⼯2⼈冬、夏令营前项⽬

点调研⾛访及回访

野百合夏令营志愿者
培训

5000 4280 85.6%
夏令营志愿者培训场地及⾷宿

⽀出，50⼈3天2晚

夏令营志愿者保险 600 600 100%
志愿者保险（⼀个⽉综合意外

险12元/⼈X50⼈）

夏令营队服 3000 3000 100% 志愿者队服60元2件/⼈X50⼈

夏令营志愿者交通费
⽤

8000 7160 89.5%
50名志愿者厦门-四个项⽬点往

返车费，⼈均约143.2元

夏令营志愿者伙⾷费
⽤

11250 9360 83.2%
夏令营志愿者50⼈15天伙⾷⽀

出，⼈均每天12.48元

夏令营活动材料+教
学材料费⽤

2800 2890 103.2%
夏令营4所⼩学队旗、横幅、证
书、奖状、宣传物料等活动材
料和⽂具纸笔等教学材料费⽤

野百合冬令营志愿者
培训

4200 3910 93.1%
冬令营志愿者培训场地及⾷宿

⽀出，39⼈3天2晚

冬令营志愿者保险 456 456 100%
志愿者保险（⼀个⽉综合意外

险12元/⼈X38⼈）

冬令营胸章、明信⽚ 1000 800 80% 志愿者胸章500元明信⽚300元

冬令营志愿者交通费 6000 5396 89.9%
38名志愿者厦门-3个项⽬点往

返车费，⼈均约142元

冬令营志愿者伙⾷费 9120 6840 75%
冬令营志愿者38⼈12天伙⾷⽀

出，⼈均每天15元

冬令营活动材料+教
学材料费⽤

2100 2168 103.2%
冬令营3所⼩学队旗、横幅、证
书、奖状、宣传物料等活动材
料和⽂具纸笔等教学材料费⽤

⾏政经费+税费 4474 9000
按15%提

取
⾏政管理经费12%+税费3%提

取款项

合计 60000 58116 96.86% 正荣20000；机构⾃筹40000。



备注：以下费⽤类别根据项⽬预算表分类情况填写（截⾄2019.1.31，正荣公益基⾦会资助项⽬资⾦共
计60000元（正荣20000+机构⾃筹40000），⽤于⽀持机构开展4个项⽬点冬夏令营活动各⼀期，实际
到账60000元，所资助资⾦已全部拨付完成，野百合永⽆岛⼉童成长活动中⼼及其他活动款项均为另
外项⽬经费⽀持，其中含兴业证券慈善基⾦会资助的建设永⽆岛及相关活动经费80000元） 

⼆. 项⽬⽬前成效 
(⼀) 项⽬⽬标达成情况 

在项⽬开展之前，我们对项⽬实施地进⾏了前期的调研⾛访活动，发现项⽬点学校的孩⼦们较为普
遍存在以下⼀些问题： 
1、乡村⼉童所在地的⽂化氛围缺失 
2、当地家庭教育的观念落后。 
3、学校的缺乏多元教育资源，学习兴趣不⾼，甚⾄有些学校学⽣厌学情绪较重 
4、部分留守⼉童存在⾃卑情结，价值观偏差，孤独，抱团的倾向等⼼理状况普遍存在。 
5、缺乏优质的教育资源和适合学⽣阅读的图书 

针对以上这些问题，我们通过建⽴“野百合永⽆岛⼉童成长活动中⼼”，在项⽬点所在为孩⼦们建⽴了
⼀个开放的⽂化阅读平台，使孩⼦们能有喜欢的书可以看，然后在冬、夏令营期间通过每⽇晨读和
讲绘  本故事，能逐渐培养起孩⼦们的阅读兴趣和习惯；通过开展“野百合乡村⼉童冬、夏令营”活动，
我们设计并且完成了5门多元课程共计300个课时的教案，在共计27天的时间，通过⽣动有趣的课堂，
陪伴了513名乡村⼉童的学习和成长；通过每⽇调研和家访，有效改善了乡村⼉童的家庭教育环境，
帮助孩⼦们对⾃⼰的家乡建⽴起更加全⾯的认识和了解，增强⽂化⾃信和⽂化认同，提⾼了⾃信⼼。

围绕项⽬⽬标所展开的活动，能有效缓解了项⽬所针对的以上⼏点问题和需求，项⽬所开展的⼏个
活动（志愿者培训、开展冬、夏令营、乡⼟调研和家访、亲⼦课堂）均为项⽬⽬标的实现有所贡献。

(⼆) 项⽬效果 
1.服务对象受益情况 

通过开展“野百合乡村⼉童冬、夏令营”活动，为乡村孩⼦们带去了⼀场为期12天和15天的精彩的多元
⽂化教育的课程，较⼤的满⾜了乡村⼉童对于多元⽂化教育的需求，围绕实地调研开展的乡⼟美学
课程，带领乡村⼉童较为深⼊的了解和发现其所在故乡的美好，通过测试，孩⼦们对于所在地的乡
⼟⽂化知识的了解由活动前30%及格率提⾼到了72%的及格率，有效提升了孩⼦们对于乡村⽂化的认
同和理解。 
参与冬夏令营的孩⼦们从内向腼腆变得较为开朗活泼，有趣的课程可以激发起孩⼦们的好奇⼼，他
们对学习和知识的探索表现出了积极的兴趣，通过⿎励教育，孩⼦们的⾃信⼼也能得到明显提⾼。 

2.利益相关⽅反馈 

冬夏令营所开展的活动，均受到当地村民的欢迎和学⽣的喜爱，⽐如在龙岩华家⼩学，由于当地地
处⼭区，交通较为闭塞，⽣活物资采购不便，在冬令营活动中，当地村民都会⾃发地把⾃家的蔬菜



送到学校给志愿者们，当地村长及镇上领导在活动过程中都有抽空到项⽬点学校看望志愿者⽼师和
孩⼦们，关⼼⼤家的⽣活和授课，尽⼒帮忙解决在当地的困难。随着活动的持续开展，相信能有效
改善项⽬点所在地的⽂化氛围，改善家长对孩⼦们的受教育重视程度。 

3.社会影响 

冬令营活动的开展，得到了项⽬点所在地的村民和政府的认同，在活动结束时得到了当地村民和学
⽣的积极反馈，许多村民都表达了希望我们再去开展活动的期盼，活动也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镇
上领导和村长等都有亲⾃到学校关⼼看望志愿者们，表达感谢和⿎励。政府⾃媒体报道见链接http://
mp.weixin.qq.com/s/7m4hRAKnQSedvZT7zbsXwQ. 

4.申请机构或执⾏团队成长情况 
通过此次项⽬的开展，执⾏团队得到了⼀次很好的磨练，于机构来讲，在项⽬推进的过程中能够不
断磨砺团队的融合，⽆论是从⼀开始的项⽬准备，还是项⽬执⾏过程中的不断解决问题，团队⼈员                                                  
始终能分⼯较为明确、⽬标⼀致，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家解决问题的能⼒也能得到锻炼，
团队的执⾏⼒和效率得以检验，虽然⼤家负责各⾃的板块，但是能保持顺畅的沟通，团队向⼼⼒加
强，领队的个⼈能⼒得到明显提升；截⾄⽬前为⽌，项⽬已经过半，希望团队能够由始⾄终（从参
加项⽬申请到完成项⽬评估报告）不断去完成和完善这个项⽬的较为完整的流程，为机构和团队的
发展积累宝贵的经验。不⾜的地⽅是外部资源拓展和宣传⽅⾯较为薄弱，未能通过项⽬的推进得到
较为明显的改善。 

三. 下⼀步计划 

1.项⽬反思 
冬、夏令营： 
招募——宣传和传播⼒度不够，宣传⽂案亮点不突出，不够吸引⼈。 
培训——培训内容不够全⾯，培训重点不突出，不够深⼊，培训中需加⼊机构理念和公益情怀。 
课程——课程⼤纲有待完善，建⽴每个课程体系，保持衔接度。教案设计和审核要更加认真。 
财务——应明确限定资⾦使⽤范围和⽤途，制定更为全⾯与合理的预算。 
合作关系——这是机构短板，与当地政府、校⽅、村民等后期关系维护不⾜，后期联系不多。 
成效评估——未能建⽴有效评估机制，虽然活动期间有每⽇总结评估，但未能建⽴完善的评估体系 
永⽆岛活动中⼼：——永⽆岛建⽴完成后未能按计划每期开展相应活动。 
亲⼦课堂：——亲⼦课堂活动共举办了三期，效果未达预期。 

2.下⼀步⼯作计划 
1、深⼊思考以完善项⽬，明确团队更为细致的分⼯内容，尽快完善课程体系和项⽬评估体系，加⼤
机构成员专业化培训； 
2、在设计项⽬时需要考虑更加全⾯，对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作出预设并做好调整的预案。 
3、开展冬、夏令营总结⼯作。 
改进： 
1、加⼤与校⽅沟通⼒度，争取校⽅⽀持； 
2、加⼤野百合宣传，扩⼤知名度，争取当地政府⽀持； 
3、完善组织框架和管理流程，制定详细永⽆岛运营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