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调查报告四年级(模板5篇)
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报告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报告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调查报告四年级篇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汽车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交通的重要工具。汽车在给我
们带来众多交通便捷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痛苦。道路交
通事故已成为造成人们意外伤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
们在城市街头做了一次关于交通安全的调查。

我们对一些路上的行人进行了调查。很多人对交通规则和一
些交通知识并不陌生。但通过我们的明察暗访，发现很多人
都不遵守交通规则。不论是行人还是司机，都自由的在马路
上穿行，对眼前的车辆或行人全是视而无睹。其实，这就是
交通事故的来源。

其实小学生的交通安全知识普及也非常重要，因为现在社会
发展的越来越快，机动车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了。大部分的事
故都是在不懂交通规则的小学生身上的。而且，通过我们的
调查，在我们上饶县，小学生也有很多不遵守交通规则的现
象。要让他们知道交通规则是必须遵守的.，最好的办法就是
学校和家长一起对小学生进行交通安全教育，告诉他们一些
重要的交通规则和交通知识就可以了。

小学生四年级社会调查报告4 我调查的是街道的环境。街道
上白色污染最严重。花花绿绿的包装纸，满街都是。还有许
多人在发传单，有的人不需要也把传单，有的人不需要也把
传单接去有马上随手一扔，地上全是传单。 调查完了街道我
又去去调查小区。 小区的大门前有垃圾桶。为什么地上有零



零碎碎的小垃圾呢?因为有许多人不爱护环境。就不愿意走到
垃圾桶旁去扔。有些人总是在也深人静，车流量减少，行人
稀疏的时候从窗户里边将垃圾扔出去了。尤其是在下雨天，
扫路的叔叔阿姨们不好扫地，时不时要弯腰去捡。 我要为环
保去分力。我能做到的是：别人再发传单是要给你一份，你
不要，说一声我我不要。不从窗户里扔垃圾。

我调查的是街道的环境。街道上白色污染最严重。花花绿绿
的包装纸，满街都是。还有许多人在发传单，有的人不需要
也把传单，有的人不需要也把传单接去有马上随手一扔，地
上全是传单。

调查完了街道我又去去调查小区。

小区的大门前有垃圾桶。为什么地上有零零碎碎的小垃圾呢?
因为有许多人不爱护环境。就不愿意走到垃圾桶旁去扔。有
些人总是在也深人静，车流量减少，行人稀疏的时候从窗户
里边将垃圾扔出去了。尤其是在下雨天，扫路的叔叔阿姨们
不好扫地，时不时要弯腰去捡。

我要为环保去分力。我能做到的是：别人再发传单是要给你
一份，你不要，说一声我我不要。不从窗户里扔垃圾。

调查报告四年级篇二

一、实施调查背景。

现在，随着科技发展，家家户户都开上了车，住上了楼房，
可是环境却越来越糟糕了。

二、调查过程。

1、在我们的小区里，有二十八个垃圾桶，每个垃圾桶旁都堆
散着很多垃圾，而垃圾桶里只有稀少的一些垃圾。只要轻轻



一抬手，垃圾就会进垃圾桶，这样，清洁工也方便收拾，也
可以保护环境。

3、现在是冬季，草坪里没有花花草草，只有一些土，可是要
用锄头翻一翻土，土下大量的垃圾就会暴露出来。如果不在
草坪里扔那些垃圾，夏天时，草坪里要种花也容易多了。

4、有时候，人们在楼下走着，忽然上面飘来一个包装袋、塑
料袋。这是很不尊重别人的行为，如果楼上的人图方便，丢
弃一些有分量的东西，砸到人，后果不堪设想。

三、调查结果。

调查后，我发现许多人为了一己之利，不顾他人的安危，做
出一些荒唐的事情。

四、我的建议。

1、尽量少开车，不保护环境还不利于身体健康。骑自行车是
最佳选择。

2、在马路上，看到垃圾主动捡起。

3、看见乱扔垃圾的公民，要提醒。

调查人：杨xx

调查报告四年级篇三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汽车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交通的重要工具。汽车在给我
们带来众多交通便捷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痛苦。道路交
通事故已成为造成人们意外伤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
们在城市街头做了一次关于交通安全的调查。



我们对一些路上的行人进行了查看。很多人对交通法则和一
些交关照识其实不陌生。但经过议定我们的明察暗访，发觉
很多人都不服从交通法则。不论是行人还是司机，都解放的
在马路上穿行，对面前目今的车辆或行人满是视而无睹。本
来，这便是交通变乱的来历。

本来小门生的交通安定知识遍及也特别紧张，因为如今社会
成长的愈来愈快，灵活车的数量也愈来愈多了。大部分的变
乱都是在不懂交通法则的小门生身上的。并且，经过议定我
们的查看，在我们上饶县，小门生也有很多不服从交通法则
的现象。要让他们知道交通法则是必须服从的，最好的方法
便是黉舍和家长一路对小门生进行交通安定教诲，报告他们
一些紧张的交通法则和交关照识便可以了。

调查报告四年级篇四

我家在学生路焦煤集团家属院。以前，这里是一个相对独立
的院子，院内有两幢居民楼，还有几家是两层小楼，带个小
院，虽然为不算高档，但也很安静，院内有花有草，非常安
全。

可是，前几年，这里进行了重新规划，新建成了商业步行街，
又将原来的医院进行重建，现在成了一幢16层的中央医院，
我们的院子没有了以往的安静：

医院有两个大门，小区内四通八达，哪天一下楼就会冷不
防“杀”出来辆出租车，还有各种车辆停放的横七竖八，影
响大家出行。

门口有卖饼的，卖水果的，小商小贩乱扔垃圾，院内又脏又
乱。还有，楼下有个琴行，教吉他和架子鼓，天天吵得人无
法安宁。

我多么希望我们的小院回到以前的样子呀，没有噪声，没有



汽车尾气，没有垃圾，那样我会很高兴的!

调查报告四年级篇五

【关键词小学语文口语交际调查报告

一、调查背景

口语交际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识字写字
教学、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和综合性学习共同组成整个小学
语文教学。《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口语交际是一种必备
的能力，应培养学生学会倾听、表达和应对的能力，使学生
具有进行文明和谐地交流的素养。”语文教学中应重视口语
交际教学，这已成为语文教学改革的趋势。提高公民口语交
际能力，必须从小学生抓起。为了具体了解中年级学生口头
交际情况，便于下阶段开展研究，探索提高学生口头交际能
力的对策做准备，20xx年4月，我们的园丁工程口语交际教学
课题组对小学四年级口语交际教学实施情况展开了调查。

二、调查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选取本校四年级共三个班的172名学生，发出问
卷172份，实际收回172份，问卷回收率达100%。

（二）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使用自编的问卷，即《明秀
二区小学四年级口语交际调查问卷》，问卷包括10个问题。
问卷涉及学生口语交际的现状、学生口语交际存在困难的原
因、学生的口语交际学习方式等。在问卷编制过程中，因考
虑到中段小学生的语言特点和理解水平，对问题的全面性和
可答性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调节，如个别学生对学生问卷存



在理解上的问题，则此问卷可采用个别谈话方式进行提问。

三、调查结果及分析

（二）口语交际教学现状分析

从学生问卷调查的情况来看，学生喜欢口语交际的占57%，不
喜欢的占9.3%，其他33.7%则无所谓。可见学生还是比较喜欢
我们的口语交际课的。而学生缺乏兴趣的原因中，教师讲课
不吸引人占25%，课堂中学生少参与占69.2%，话题不贴近生
活占5.8%，因此教师口语交际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提高学
生对口语交际课的兴趣，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艺术，话
题要贴近学生生活；学生对口语课的形式喜欢模拟生活场景
的口语实践的占30.8%，以讲故事、说见闻为主的占57%，以
朗读、复述为主的占5.2%，以讨论、交流为主的占7%；在上
口语交际课时，能经常大胆与同学交流的占29.1%，有时能的
占68.5%，不能的占6.4%，而学生不敢与人交流原因，语言不
流畅的占26.7%，胆小，怕老师、同学笑话的占44.2%，不知
道要表达什么，怎么表达的占29.1%，由此可见，学生缺乏勇
气是是口语交际课沉闷的重要因素；在最让你感兴趣的口语
交际环节中，喜欢与老师、同学一起互动的占94.2%，喜欢别
人对自己的发言进行评价的占2.3%，喜欢中别人发表见解的
占3.5，可以见得，师生互动是课堂活跃的法宝。

四、口语交际教学存在的问题

课堂上很多学生不敢大胆与他人交流，有紧张心理。部分学
生当众说话神情紧张，说话时羞涩，不敢正视对方，声音颤
抖，手足不自然，心里有话说不出来。交流时表达不是很清
楚，口语不够规范、流畅。部分学生对口语交际课的目的不
明确，对口语交际课提不起兴趣，口语交际自然也得不到重
视。

（1）学生不愿交际，不敢交际。



有些学生表现出胆子小，怕说错话，口语交际时，东张西望，
目光闪烁，脸涨得通红，不知所云，这些都是学生不敢交际
的表现。还有些学生本来口语功底挺不错的，但是一旦在大
庭广众的场合就难以启齿了。这些学生缺乏的就是勇气，面
前总有一道难以跨越的坎儿，不能正视自己的能力，不敢交
际。

（2）学生的语言贫乏，不规范。

在口语交际中，学生由于生活经验贫乏，积累的词汇不够丰
富，在说话时还常常受方言影响，将不规范的方言词掺杂其
中，这就造成了语言表达上的障碍。交际时有的结结巴巴，
有的无话可说，有的人云亦云，使原本能体现个性和创造性
的口语交际变得枯燥无味。口语交际课堂往往成了尖子生展
示自我的舞台，更多的学生则是陪坐。

（3）学生不善于倾听。

课堂上我们经常发现孩子们犯这样的错误：在课堂上以自我
为中心，当自己说的时候，情绪高涨，热情投入。但是当别
的同学在说的时候，往往是不注意仔细听的。甚至因为急于
表达自己的想法，而随意打断别人的讲话。

（4）目的不明确。

部分学生认为考核语文成绩主要考字、词、句、篇的掌握情
况，又不考口语交际，因而说不说无所谓，训不训没关系。

（5）兴趣不浓厚。

理由是：口语交际课的内容贫乏，不新鲜，都是我们生活实
践中，经常遇到的，不需要训练都会，更不需要老师指导。
再者，题材老套，形式单一，不是和老师你问我答，就是与
同桌一问一答，或者是小组讨论，真是没兴趣。



（6）态度不端正。

五、提高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策略

1、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口语交际教学的保障

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亲师”是指良好的师生关系，
是学生接受老师教育的前提，只有有了这个前提，教师才能
树立真正的威信，才能使学生乐于接受你的教育。因此，课
堂上要建立平等、信任、和谐的师生关系，保护好学生的自
尊心和自信心。

首先，教师要认识并尊重学生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权利、尊
严、个性特长、思维与说话方式，要给学生一种感觉：口语
交际课是我们自己的，是轻松的、自主的。同时，教师还要
认识到：学生是处于发展中的人，是一个正在成长的人。要
理解学生身上存在的不足，着眼学生发展的可能和潜力。在
课堂教学中要少一些批评，多一些表扬，把“相信人人能成
功”这种口语交际的期望传达给每个学生。教师还要放
下“师道尊严”的架子，可以作为一个听众、朋友而不是一
个威严的法官，与学生一起聊天、讨论，进行没有心灵距离
的开放式的交流。教师要理解和尊重学生思维与语言的表达，
与学生一起学习一起探究教材中的语言材料，引导学生展开
想象的翅膀，大胆地进行口语交际，学生只有对口语交际产
生兴趣和情感，才能自主地提高口语交际的能力。

教学过程是平等对话的过程，是师生双方共同发生转变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是真理的化身，而每个学生和老
师都有被理解的权力。所以教师不应该以绝对权威的姿态出
现在学生面前，不能只是教师讲，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应
该以参与者的身份与学生一起开展具有相互作用的对话，要
给学生创设“敢言”“乐言”之境。

“人的内心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总感到自己是一个发



现者、研究者、探究者，在儿童的心理世界，这种需求特别
强烈。”苏霍姆林斯基这种相信孩子、尊重孩子，用心灵去
塑造心灵的思想是教育思想宝库中的瑰宝，教师要带着赏识
的眼光，保护学生自我肯定的心理需求。哪怕他们的语言是
幼稚的，片面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教师都要给予热情的
肯定。教师不应该给学生加条条框框，不应以自己的好恶引
导学生。对学生的发言，教师要给予鼓励，夸奖他们，
如“你说的真好”，“你很爱动脑筋”，“你真有礼
貌”，“这个词用得真棒”等激励的评价，满足学生自我肯
定的心理需求，引起他们愉快的情绪体验，使其能充满自信
地进行语言表达。在宽松愉悦的氛围中，学生言语表现欲望
自然会变得越来越强烈，口语交际能力也会得到发展和提高。

2、营造宽松的交际氛围，激发学生的口语表达兴趣

情境教学是激发学生兴趣最有效的方法，“只有心理产生需
要时，学生才能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课堂教学，兴趣是学习
的最佳动力。”可是课上有些教师只是按口语交际的要求让
大家说一说、讨论讨论这一固定的模式去上每一节的口语课，
课上只是个别活跃的学生滔滔不绝，成了课上的主角，部分
学生好像自己是局外人，和自己无关，在一旁看热闹或开小
差，缺少交流和互动。教师应该认真和学生共同创设口语交
际的情境，使学生上每一节都有一种全新的感觉，对每次口
语交际都产生浓厚的兴趣。

孔子说：“知之者莫如好之者，好之者莫如乐之者。”好之、
乐之即是有喜好、有兴趣，可见兴趣是推动学习的直接动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教师要充分认识到每一位学生身上存在的发展潜力，发现学
生在表达过程中的闪光之处，在学生说话后要有鼓励性的评
价，发现学生有微小的进步，也要给予表扬，让学生获得成
功的体验，增强他们当众说话的勇气和信心。对于不足之处，
教师要善意地指正，以使其把握自己今后的努力方向，并要



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按照说话训练整体规划，从学生
和教材的实际出发，有步骤、分阶段地对学生进行系统训练；
要善于设计适合不同程度、不同年龄学生感兴趣的说话题目，
因势利导，采取灵活多变的教法，触动学生说话的兴奋点，
使学生有内容可说，逐渐从不愿说到争着说。训练中还要不
断变换形式，以竞争来调动学生积极性，可指名说、串说、
小组选代表说、自由争议等，增强他们的表达欲和争辩意识。
这样使学生把长期的、严格的口头表达能力训练，转化为自
觉自愿的、富有情趣的情景对话活动，在“寓教于乐”中获
得口语水平的提高。

3、规范交际语言和得体的举止谈吐

作为一所民办学校，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占了大多数，因此，
各地方言的使用给学生的交际带来极大的阻碍。学生口头语
言普遍存在着缺陷，有的语态不雅，说话粗俗；有的拖泥带
水，夹带方言土语；有的用词重复，说话没有条理等等。教
师应注意用书面语言来规范学生的口头语言。要求学生在校
内不仅要坚持讲普通话，而且力求讲好普通话，并逐步养成
说普通话的习惯。学生口语表达时，教师要随时纠正其语病，
提高其用词的准确性，并提醒他们表达完整的意思。逐步使
学生树立“动口即是练说”的观念，从而自觉地随时随地培
养自己的口语交际能力。

语文课程标准口语交际的目标中指出：“与别人交谈，态度
自然大方，有礼貌”。有礼貌不仅是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一
个重要方面，而且直接关系到口语交际的实效性。俗话
说：“问路不施礼，多走二十里”。因此，教师要指导学生
注意说话的仪态和用语，恰当使用称谓，对别人多用敬语，
对自己多用谦词，对不便直说的事情多用委婉语，并配合恰
当的表情、手势等形体语言，做到言之有礼，说话得体。

对学生口语交际的举止应提出严格要求：姿态自然，举止大
方。站，自然站正，微收下巴，不颤腿，不绞衣角；坐，自



然挺胸，全身放松。说话时，眼神不游离，不闪躲，不目中
无人，面带微笑，不伸舌头、不做鬼脸；用语恰当，礼貌待
人。能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场合及不同的谈话内容，说
恰当、得体的话。还能根据表达的需要，正确使用礼貌用语，
并辅以表情和手势等体态语，加强口语的表达效果。倾听过
程中，礼貌待人，目光平视，不和同学交流，不随意打断别
人的讲话，思考领会别人话语的`意思，记住要点。

4、延伸课外，增加阅读

课堂教学不可能把口语交际变成简单的公式或提纲，只是展
现其一些特点。学校活动只为学生提供口语交际的训练机会，
而更多是学生离开学校后可能面对社会的语言和环境之间关
系的。把口语交际延伸到课外口语交际能力的形成不是一个
短期行为，它具有长效性。短短的35分钟只为学生交际提供
一个平台，生活才是交际的大舞台。因此，鼓励学生与家长、
朋友、社会上的人进行互动，进行交际，在生活中与人交往。
根据不同的场合的需要，恰当机敏地进行口语交际，如礼貌
用语、日常用语、日常会话、打电话、问路、购物等，让孩
子在实践中去领会自己的语言是否得体，使用的语言是否与
交谈的情景相协调，是否可以为大多数人接受，什么时候该
说，什么时候不该说，对谁说，怎样说。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阅读大量的书籍，能丰富
一个人的知识。而在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口语交际能力
也将随之提高。古语“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能吟”
说得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的扩大
学生的阅读面，让学生在课外阅读中积累一些好的词汇、句
子以及表达方式，从而避免学生在说话时出现不知如何表达
的现象。

5、关注过程、积极评价

“口语交际”是一个多向互动的过程中，在互动中不仅要发



展学生的表达能力，能阐明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还要求学生
具有良好的倾听能力和应对能力。既要专心致志地听人发言，
并对稍纵即逝的语言内容做出快速反应，明白对方说话的意
图，捕捉说话者的观点，并经过加工形成自己的观点，又要
表达自己的看法，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需要老师时刻关注
过程、引导、激励，使交际活动顺序进行。

小学生在口语交际训练中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他们有极大
的争强好胜心理。二是他们很想把客观事物看懂看透，把话
说对说好，但要受现有知识水平和认识表达能力等因素的制
约。这种“双重性”，给评价工作提出了特殊要求——评价
要突出激励性，对学生的点滴进步和成绩，都应该以充分的
肯定，以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同时，在肯定成绩和进步的
基础上鼓励学生坚定信心，不怕困难，改正不足，再接再厉。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不仅可以评价学生的交际，还可以
评价教师。这就需要教师创设宽松、民主、愉悦的课堂氛围，
把微笑、爱抚、激励、信任带进课堂，使学生在平等、和谐
的气氛中，打破评价的束缚，展现自我，塑造新型人格，增
强学习的创新意识。

口语交际教师的评价应以肯定和表扬为主，以自己宽大的胸
怀去呵护学生在交际中的细微进步。“你你耳朵真
灵”、“你说得真棒”、“你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这样
激励的语言，使学生感受到被赏识，看到自身在交际中的价
值，增强交际的信心。在交际中常有些同学沉默不语，有些
同学词不达意。针对这种情况，要唤醒他们的自信心，并在
交际中注意观察，有意识地提供机会，多加鼓励，树立交际
的信心。

教师的讲解式评价要积极、亲切，做好学生的表率。对于学
生的评价，既要善于发现不足，及时予以点拨纠正，对于观
点有异的学生，要精心保护，激发他们积极思考、敢想敢说
的创新精神。要注重学生的讨论式评价。课堂上让学生充分



发表意见，有意营造讨论氛围，让其在讨论中碰撞出创新思
想的火花。对于学生的评价我们不要求全责备，关键在于激
发他们的参与兴趣。

在课堂上，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在评价表达能力较
差的学生的发言时，多数学生会把他批评得一无是处。这样
不但不利于其改正缺点，反而会伤害他的自尊心。这时候，
尤其需要教师及时给予引导，使学生懂得如何去评价别人，
如何善意地与他们进行交流。

总之，对于口语交际这种崭新的课型，每位教师只要与时俱
进，更新教育理念，准确把握教材，合理利用教材，创建民
主、宽松的教学环境，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平等地对待全
体学生，处理好学生间的关系，满足学生的自我肯定。在真
实的情境中激发学生交际的兴趣和热情，让学生在互动的过
程中学会沟通，一定能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更好地激起他们
交际的欲望，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