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特融合项目总结报告

一、项目背景资料

（一）项目名称：山东省乐安慈孝公益基金会普特融合项目

（二）项目目的：通过模拟真实的社交场景，提高特殊儿童的语

言、沟通、社交能力，并且志愿者代替父母陪这些孩子上课，让家长

得到片刻的休息，让这些家庭感受社会对他们的接纳，等他们长大，

走出校园后，能更好的融入社会。

（三）项目目标： 搭建心智障碍者群体全生命周期的社会服务

体系和社会支持体系，让心智障碍者及家庭能够融入社会，有尊严的

面对生活。

（四）项目内容：

1.项目实施计划

（1）普特融合项目之“家长喘息日”实施计划

自项目实施之日起，每月两次活动，由成年志愿者进校园，陪伴

博兴县特殊教育学校的特殊儿童一起上课、做游戏，给特殊儿童的家

长提供片刻的喘息时间。

（2）普特融合项目之“我想和你做朋友”实施计划

自项目实施之日起，每月隔周周五下午与博兴县启音儿童培育中

心的自闭症儿童进行普特融合公益课程，招募中小学生志愿者陪伴自

闭症儿童一起上课，协助他们完成课堂任务，与他们一起交流互动，



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

2.项目实施流程

（1）乐安慈孝基金会提前一周招募志愿者；

（2）乐安慈孝基金会提前一天通知志愿者，告知志愿者活动相

关事宜；

（3）活动当天，由乐安慈孝基金会组织志愿者到达活动现场，

分发志愿者马甲并组织活动培训；

（4）志愿者陪伴受助对象进行普特融合活动；

（5）活动结束后，由乐安慈孝基金会工作人员组织志愿者分享；

（6）乐安慈孝基金会为学生志愿者颁发爱心证书，合影留念。

（五）项目实施范围

山东省内心智障碍儿童

（六）项目执行周期

2019 年 4 月—至今

（七）项目资金来源

山东省乐安慈孝公益基金会出资

二、项目开展情况介绍

自2019年4月份项目启动至今，乐安慈孝志愿者参与普特融合项

目累计人次达1000余人，累计服务时长达2840小时，累计服务对象达

500余人。

附：志愿者活动台账

2019年普特融合项目活动台账



2020年普特融合项目活动台账

2021年1-5月普特融合项目活动台账



三、项目成果体现/目标实现情况

（一）项目参与者的情况

普特融合项目自启动之日起至今，为博兴县特殊教育学校和博兴

县启音儿童培育中心的特殊儿童及家长提供专项志愿服务，越来越多

的志愿者加入到普特融合项目中来。由最初的活动需求招募变成现在

的志愿者主动要求参加，志愿活动变成了一项“秒杀”福利。志愿者

由最初的陌生、抗拒到满满的理解、接纳，再到现在的用心陪伴、感

恩惜福都是一次心灵的历练与救赎。与其说这是一次帮助特殊儿童的

志愿服务，不如说这是一次双向奔赴的心灵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志

愿者明白了渡人亦渡己的真正含义，学会了审视自我，珍惜当下。

附：志愿者活动感言（见附件1）

（二）项目受益人的情况



普特融合项目最初面对的是自闭症的儿童，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世

界里，封闭、孤寂，不与人交流，宛若星星的孩子。志愿者刚开始的

介入并没有很顺利，自闭症儿童对陌生人的到来十分抗拒，情绪不稳

定。随着志愿者耐心的陪伴、每次活动前精心的准备，每周一次两个

小时的互动，让受助者紧闭的心门满满打开，不再抗拒和冰冷，脸上

开始露出笑容，与志愿者的互动多了起来，会用小手拉志愿者的手，

捧着志愿者的脸亲亲，要抱抱，现在每次来到特殊教育学校，远远地

看见就会用他们独特的方式打招呼，跑过来拥抱。也许他们的语言并

不清晰，但是“咿咿呀呀”的话语里掩饰不住对志愿者的渴盼与依恋。

他们已经逐渐将志愿者当成了自己的朋友，一件件暖心“橙”变成了

他们眼中温暖又亲切的颜色，驱逐了灰暗与单调。特殊儿童的家长也

变得乐观开朗起来，眉头开始舒展了。志愿者的到来让他们获得了片

刻的喘息时间，可以与其他家长聊聊天，在操场上散散步，呼吸一下

外面的新鲜空气，不像之前那样时时刻刻守护着孩子，紧绷的心得以

放松了，志愿者的爱心陪伴也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善意与温暖，

他们并没有被放弃，更没有被遗忘。爱心的传递正在给予他们向前、

向上的力量与希望。

（三）带动可持续情况

普特融合项目自启动之日起至今，实施“我想和你做朋友”共计

25期，每个月隔周周五下午进行，参与志愿服务的志愿者累计达227

人，累计服务时长达564.5小时，服务对象达238人。“家长喘息日”

共计44期，每周周四下午进行，参与志愿服务的志愿者累计达510人，



累计服务时长达1281.5小时，服务对象达988人。随着参与项目人数

和活动频次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及爱心企业开始关注这些特

殊的群体，用包容的心态接纳他们，呼吁更多的人去尊重这些特殊的

生命。

四、 经验与学习

（一）项目实施的成功事项

普特融合项目实施的成功事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根据受助者群体的特点设定子项目：“我想和你做朋友”“家

长喘息日”活动，针对性强；

2.针对子项目的运营需要，面向特定的人群招募，实施效果

好，如“我想和你做朋友”，受助者群体年龄较小，招募小学生

志愿者，年龄跨度小，更有利于交流互动，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3.项目运营时间固定，对志愿者和受助者而言形成常态，方

便记忆与传播；

4.项目流程清晰明了，方便运营，由最初的基金会组织运营

到现如今初步自运营模式；

5.项目运营以精神陪伴为主，在特定节点会加入物资关爱，

如助残日关爱走访与特定活动实施。

（二）项目实施改善点

普特融合项目实施整理运营两年来，运营模式逐渐规范，但仍有

待完善之处，现总结如下：

1.受益人档案信息需完善，目前只有受益人的基础信息，应完善



受益人通过此项目所发生的改观情况，实施受益人档案管理；

2.项目实施过程签到表需要留存凭证，现如今是以志愿者管理系

统发布活动为准，为方便留存，可以同时进行现场人员签到；

3.项目参与者的活动感言及反馈资料实时保存，按照活动日期留

存，方便查询；

4.出具项目操作手册，推进项目规范化运营，可复制，持续化运

营。

五、 财务报告

（一）2020年助残日-送教上门活动经费支出

另附活动方案及受助人名单，详见附件2

（二）2021年助残日-送爱到家、送爱到学校、送爱到医院活动经费

活动日期 活 动 名

称

活 动 物

资

单价（元） 数量（份） 金额（元）

2020 年 5 月 16-17

日

送 教 上

门

爱心包 100 145 14，500

2020 年 5 月 16-17

日

送 教 上

门

爱心贴 3 145 435

2020 年 5 月 16-17

日

送 教 上

门

活 动 条

幅

35 5 175

合计 138 15，110



另附活动方案，详见附件3

六、 下一步实施建议

（一）基于此项目运营的初步成效，建议此项目长期推进，形成

可复制的运营模式；

（二）进行志愿者专业技能培训，提高志愿者的专业素质及应对

技巧；

（三）制定项目运营操作手册，积极推广项目运营模式；

（四）加大项目宣传力度，呼吁更多人关注心智障碍者，助力心

智障碍者的康复之路。

活动日期 活动名称 活 动 物

资

单价（元） 数 量

（份）

金额（元）

2021年5月6日 送爱到家 爱心包 150 65 9,750

2021年5月12日 送爱到学

校

爱心包 150 88 13,200

2021年5月13日 送爱到医

院

爱心包 150 22 3,300

2021年5月6日-13

日

爱心贴 1 366 366

2021年5月6日-13

日

条幅 67 2 134

合计 26，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