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优质5篇)
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
容同样也是不同的。优秀的报告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
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初中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篇一

这个暑假我做了一个社会调查报告，报告名是《西部农民生
活状况》，在这个调查中，我主要采取了询问的方法，走访
了十几户人家。

通过点查发现，农村人口的收入是十分微薄的，他们的主要
经济来源是靠打麻和打谷子，虽然麻的价值十分可观，但是
你可曾知道农民要为此付出多少的劳动。

调查时，正处于酷暑时期，农村每家每户都在打麻，我的大
伯蒋贵民，他们打麻时每天早上2点钟起床剥麻，大约六七点
中，他们又将剥好的麻背回家，用农具麻刀，把青麻上面的
皮去掉，为此他们都十分疲惫，一年到头也只打了七八百斤
麻，每斤青麻市场价格为4元。一年打的麻也就卖了三四千元。
加上一年打谷子3000斤，每斤7毛钱。全家一年吃1000斤，剩
下的大约能卖1500元。两者相加也就5000来元。如果家里的
孩子考上了大学，那么他们将有两种选择：1、家中的人就外
出打工2、孩子辍学。很多农民因为在家乡闲不住，认为当农
民的收入太少了，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外出打工。使孩子从
小缺少父母的关心，形成孤僻的性格。

我的表哥李仁鹏今年考入了我们石河中学，但他没有来读，
因为他算了一笔帐，他只算了三年的学期，每学期读8个月，
三年24个月，一周50元，算下来，就要4800元，平均每年光
生活费就要花去家里近半年的收入，所以他没来条件相对较



好的石河中学。而去了双桥中学。对他来说是多么可惜啊。

通过调查我发现农民的生存条件并不乐观。只有像华北地区
一样要高科技农业才能改变西部农村落后的面貌。如今联合
收割机已经开进了农村，我相信不久以后，农民的日子将会
逐渐的好起来。

初中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篇二

1、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现状

2、当前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特点

3、当前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成因及对策

1、问卷调查 。学生问卷，内容涵盖教育价值观、学习态度、
学习需求和学习目的四个方面。问卷调查在我校初中部进行，
共发问卷650份，回收有效问卷600份，接近理想的高效样本
数。

2、座谈会及个案调查

整个调查共召开了两次教师座谈会，四次学生座谈会。这些
座谈会，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生动的典型材料，而且为理
性分析提供了基础。

对学生问卷调查分析，以及多次教师、学生座谈结果显示，
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村初中生具有较为明确的教育价值
观。74％的学生认为学习的作用是提高自身素质，10％的学
生认为学习的作用是为了考大学，16％的初中生没有考虑。
调查还显示，农村初中生的教育价值观带有显著的经济社会
特征。他们认为，农村青年的经济收入与受教育程度成正比，



其中65％的学生认为高中毕业生挣钱多，25％的学生认为初
中毕业生挣钱多，8％的学生认为小学毕业生挣钱多，只有2％
的学生认为文盲能获得较高收入。

生对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实用性强的语文、数学、物理、化
学、劳技学习热情较高，而对学术性较强的历史、地理、生
物、英语不感兴趣。在学生讨厌的课程中，英语是初中的核
心课程之一，有57％的学生认为“英语对于我们以后的生活
几乎没有用处”。

当前，“特长”是师生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许多教育工作
者甚至把“特长”看做是“素质教育”的代名词对于这一认
识的争议性，不属本文讨论的范畴。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大
部分学生对“特长”有正确的认识，其中，92％的学生有自
己感兴趣的目标，且有52％的学生希望得到教师的指导。同
时，78％的学生希望在劳技课、活动课上学到较多的、实用
的农业科技知识，使之能对他们以后的工作有所帮助。 在对
调查结果的整理中，我们得到了一组令教师们震惊的数
据，52％的学生认为“学校老师能满足自己的学习需
求”，48％的学生认为“学校老师能力有限，希望得到名师
指点”。对于这一结果，也许我们对信息的有效度产生怀疑，
或者强调它的地域性特点，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教师行
为滞后”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生的认同，并越来越严重地
影响着他们的学习。

调查结果表明，对于初中毕业后的打算，55％的学生选择读
高中或中专，18％的学生选择就业，27％的学生还没有考虑。
有读大学愿望的占37％。 初中学生对于“务农”的态度是我
们调查的重要目标之一。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初中生大部分
不愿意务农，其比例随年级变化，且该心态呈现出一种特殊
的波动，其波动特点为：初一为69％，初二为58％，初三
为72％。

调查显示，当前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与以往农村的初中生



的学习心理相比，有明显不同。

自己跳出“农门”，走向城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认识
到了教育的重要价值在于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使
他们掌握生存、生活所需的基本的文化科学知识，以增强自
己在未来社会的竞争能力。在此基础上，部分家庭经济条件
较好且成绩优秀的学生则致力于追求大学教育。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村初中生由于个人的学习基础、教育
价值观和对未来的期望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的学习需求具
有纵向多层次和横向多目标的特点。学习需求的纵向多层次
是指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深度要求不一。初中毕业后准备就业
的学生，只要求掌握基础知识；准备考中专的学生，要求课
程教学难易适度、学业成绩达中等水平；追求大学教育的学
生，则要求最大容量地掌握所学知识，学业成绩达上等水平。
学习需求的横向多目标是指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广度要求宽泛。
他们既要求学好学术性较强的课程知识，又要求充分培养自
己的特长，还要求掌握更多的实用技术。

初中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篇三

随机调查

上午9：00到下午3：00

各大超市、商场、居民社区等

xxx

人们对大多数的公共设施采取满意的态度，比如高女士对海
港公园的娱乐健身的设施比较满意。“不但让我们锻炼了身
体，而且健身设施的质量过关，不会发生在运动时因设施不
完善而造成的事件。”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对公共设施不满意，一位先生认为路旁边
的公用电话应该拆除，他的理由是现在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人
手一部手机，甚至有的时候看到许多小孩子都有手机，公用
电话在现在这种科技迅速发展的时期已经落伍了。

一位老爷爷说他经常看见许多公共设施被破坏，建议政府应
该加大力度整治这些破坏设施的人。笔者也曾在纪念路超市
旁边的小花园里发现原本是类似于“过桥”的健身器材竟然
被一些人改成了秋千，本来应该有两个的脚踏器变成了一个！

我们都认为破坏公共设施是不齿的行为，可是为什么没有人
来管这件事情呢？李先生说在公司门前的路上原本有一个公
用电话亭，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公用电话竟然被人拆除了，
他原以为是政府派人把它给拆除掉的，可是询问了几个人，
都没有听说政府发布了这样的公告，他才意识到有人把电话
给拆除了。

在调查人群中建议加大公共设施的管理力度占近60%。有一位
孕妇建议公共设施在建设时应该多多关照一下像孕妇、残疾
人等特殊人群。她还建议在马路旁边的红绿灯上安装一种设
备，让看东西有障碍的人知道现在是红灯还是绿灯。笔者认
为这个建议很好。

林爷爷和这位孕妇的意见和建议基本上保持相同，他说前些
天xx为了争取在全国文明城市中胜出，在检查团来临之际，
让各个单位在门前的台阶上建造供走路有障碍人上去的无障
碍通道。可是这些无障碍通道纯粹是为了应付差事，根本不
管残疾人的实际情况。其中有些无障碍通道很陡，健康人要
走上去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坐着轮椅的残疾人。林爷爷建议
既然是建了无障碍通道，就应该建好，不管xx有没有评选上
全国文明城市，都应该考虑残疾人的情况，不能只在那里摆
摆样子，给领导看。我想林爷爷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
点。



一位带着小狗出来散步的女士建议，现在很多人都养了小宠
物，最好建设一些可以供小宠物活动的公共设施。笔者认为
这个建议也算可以。毕竟现在xx的宠物也不在少数，如果真
建设了一些让宠物活动的公共设施的话，说不定很多人对公
共设施的满意度会上升。

总结：在所有的调查人群中，对xx的公共设施满意的人占大
多数。可见xx的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但是还是有不尽人意
的地方。建议政府应该加大检查xx的公共设施的破坏的力度，
尽量避免公共设施再遭人损害。在无障碍通道方面，既然做
了，就要做好，建议重新修整通道，保障残疾人能够通过。

初中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篇四

（一）、具体目标：

1.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现状。

2.当前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特点。

3.当前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成因及对策。

（二）、调查方法：

1.问卷调查。学生问卷，内容涵盖教育价值观、学习态度、
学习需求和学习目的四个方面。问卷调查在我校初中部进行，
共发问卷650份，回收有效问卷600份，接近理想的高效样本
数。

2.座谈会及个案调查。整个调查共召开了两次教师座谈会，
四次学生座谈会。这些座谈会，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生动
的典型材料，而且为理性分析提供了基础。

对学生问卷调查分析，以及多次教师、学生座谈结果显示，



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一）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现状分析。

1.教育价值观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村初中生具有较为明确的
教育价值观。74％的学生认为学习的作用是提高自身素
质，10％的学生认为学习的作用是为了考大学，16％的初中
生没有考虑。调查还显示，农村初中生的教育价值观带有显
著的经济社会特征。他们认为，农村青年的经济收入与受教
育程度成正比，其中65％的学生认为高中毕业生挣钱多，25％
的学生认为初中毕业生挣钱多，8％的学生认为小学毕业生挣
钱多，只有2％的学生认为文盲能获得较高收入。

2.学习态度。调查结果表明，67％的学生对学习的热情较高，
24％的学生对学习的热情中等，9％的学生害怕学习。这与他们
“考大学”意识淡化是相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害怕学习
的学生数占相当份额。而且，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90％的
学生都有自己“最讨厌的课程”。学生害怕学习或讨厌某些
课程的根本原因，一是与教师的教学方法紧密相关；二是与
该课程的实用价值紧密相关。调查结果显示，86％的学生对
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实用性强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
劳技学习热情较高，而对学术性较强的历史、地理、生物、
英语不感兴趣。在学生讨厌的课程中，英语是初中的核心课
程之一，有57％的学生认为“英语对于我们以后的生活几乎
没有用处”。

3.学习需求。当前，“特长”是师生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
许多教育工作者甚至把“特长”看做是“素质教育”的代名
词对于这一认识的争议性，不属本文讨论的范畴。在调查中
我们发现，大部分学生对“特长”有正确的认识，其中，92％
的学生有自己感兴趣的目标，且有52％的学生希望得到教师
的指导。同时，78％的学生希望在劳技课、活动课上学到较
多的、实用的农业科技知识，使之能对他们以后的工作有所
帮助。在对调查结果的整理中，我们得到了一组令教师们震



惊的数据，52％的学生认为“学校老师能满足自己的学习需
求”，48％的学生认为“学校老师能力有限，希望得到名师
指点”。对于这一结果，也许我们对信息的有效度产生怀疑，
或者强调它的地域性特点，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教师行
为滞后”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生的认同，并越来越严重地
影响着他们的.学习。

4.学习目的。调查结果表明，对于初中毕业后的打算，55％
的学生选择读高中或中专，18％的学生选择就业，27％的学
生还没有考虑。有读大学愿望的占37％。初中学生对于“务
农”的态度是我们调查的重要目标之一。调查结果表明，农
村初中生大部分不愿意务农，其比例随年级变化，且该心态
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波动，其波动特点为：初一为69％，初二
为58％，初三为72％。

（二）当前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特点：调查显示，当前农
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与以往农村的初中生的学习心理相比，
有明显不同。

1、教育价值趋向多元化、务实化、功利化。自己跳出“农
门”，走向城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认识到了教育的重
要价值在于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使他们掌握生存、
生活所需的基本的文化科学知识，以增强自己在未来社会的
竞争能力。在此基础上，部分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且成绩优秀
的学生则致力于追求大学教育。

2、学习需求的纵向多层次和横向多目标。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农村初中生由于个人的学习基础、教育价值观和对未来的期
望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的学习需求具有纵向多层次和横向
多目标的特点。学习需求的纵向多层次是指学生对所学知识
的深度要求不一。初中毕业后准备就业的学生，只要求掌握
基础知识；准备考中专的学生，要求课程教学难易适度、学
业成绩达中等水平；追求大学教育的学生，则要求最大容量
地掌握所学知识，学业成绩达上等水平。学习需求的横向多



目标是指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广度要求宽泛。他们既要求学好
学术性较强的课程知识，又要求充分培养自己的特长，还要
求掌握更多的实用技术。

初中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篇五

寒假学校布置了对亲戚好友进行调查的活动，在大年初三，
我带着调查表来到了在中国建设银行上班的姐姐家里。

当我一项项地调查后，我仔细地看完了调查表，感受颇深。
姐姐是成都大学本科毕业生，在毕业后，面对如今人才辈出，
激烈竞争的社会，她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这份工作，
据调查表上所说，姐姐每天的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下，而且工
资在1200—1800元。

可见，要想将来能在社会上立足，就必须下一番苦功夫，如
今的我们正是学习的好时机，在这重要的时期，我们一定要
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应当时刻想着我们的学习，
想着我们的未来，想着如今的社会。

经过这次的调查，我认为在学习上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凡
是都是先苦后甜，我们要坚信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
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
吞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