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电大毕业调查报告(汇总5篇)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
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掌握报告的写作技巧和方法对于个
人和组织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
告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电大毕业调查报告篇一

(一)调查时间：xx年xx月xx日到xx年xx月xx日

(二)调查地点：

(三)调查目的和意义：曾有学者指出，学生“厌”学现象，
当今已不是一地乃至一国的问题,而是教育中的普遍存在的问
题。每个小孩都会在某个时候对上学多少有些抗拒。如果孩
子不去上学而是呆在家里，这些症状就会消失。从而促使学
生对于学习没有了兴趣及崇高的理想，没有崇高的目标理想
的催发，学习对于学生就成了一件很普通的“日常”生活。
为了不使学生不把学习仅仅当作一件普通的“日常”生活，
作为教师就应该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把这个“日常”的学习
生活，创造出一个生动活泼、情趣盎然的形式与气氛来，以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为了让学生在这“日常”的学习生活
里窥察生活的底蕴，领悟人生的真谛，寻觅理想的路径，从
而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为此，我对学生的厌学心理进行了
研究。

(四)调查效果：学生找到了自己身上的闪光点，激发了他们
的自尊心，树立了信心，使他们看到了希望。

1、调查对象：王刚刚，男，初级中学初一一班的学生，身体
健康，学习能力差，不适应学校生活，导致不爱跟同学交流，
不喜欢上课及完成作业，经常谎称生病而不去上学。进一步



了解，该同学在家父母比较娇生惯养，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
很受家人溺爱，从小比较依赖父母，没养成独立生活的习惯。

2、调查过程：经历了对学生家庭及周边环境的调查走访，和
学生的谈话交流，对学生的辅导教育等环节。

3、调查方式及做法：调查法、谈话法、辅导教育法。

心理学研究表明，情绪和行为的产生，依赖于个体对环境情
况的认知，同一个人对同一个客观现实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
不同的认知，因而产生不同的情绪和行为。学生厌学，古来
有之。那么导致学生厌学的原因有哪些呢?概括地说可以分为
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这两类。厌学的一方面原因在于学生本
身，学生对学习目的模糊，认识不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对
学习没有兴趣，丧失了求知欲，把学习当成是一种负担、一
件苦差事，厌学便是很自然的事了。学生本身的内在因素对
学习的影响虽然很重要，但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学生厌学的三大外部因素主要有：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
会因素。今天着重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家庭因素。

1、过分溺爱。生活中孩子在家时父母的过分溺爱使他们习以
为常，认为自己天生就应该过“小皇帝”的生活，不但没有
感恩心理，而且稍有不满意，就对父母发脾气，甚至逆反顶
撞。有时父母由于工作繁忙，顾不上教育孩子，使一些学生
对于生活中的小常识一无所知，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回家也
不愿意写作业、学习成绩老是跟不上，久而久之，学生便习
以为常，形成了恶性循环。学习中孩子在遇到困难和挫折就
轻言放弃。失去了一次次的锻炼机会，也养成了逃避或喜欢
找人代劳的依赖感。来到寄宿制学校首先脱离了无微不至的
关心、照顾，心理上没了安全感。造成了厌学心理。

2、放任自流。部分家长有时觉得孩子对学习厌烦而导致学习



很累，自己很心疼，自己没有什么文化却照样赚钱，孩子读
不读书无所谓;导致学生对个人将来的前途不太关心，没有远
大的志向，没有向上的动力，吃不了苦，受不得累，觉得读
书没有丝毫乐趣可言，不愿努力学习，甚至经常逃避学习，
以至厌学。

3、家长期望值过高。有的家长都信奉高标准、严要求这一信
条，认为只有如此，孩子才能有出息。这样，不但给孩子带
来巨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容易让孩子产生挫折感。对于有的
孩子来说，尽管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可还是不能达到
家长的要求。但在家长的眼里，他们只看到成绩不理想、没
有达到他们的期望这一结果，却没有看到孩子为此所付出的
努力。这使得学生整天被苦闷、焦虑、抑郁和不满的情绪围
困着。特别是家长期望值过高，总是对学生的学习成绩百般
挑剔，孩子的学习只要稍不如愿，就迁怒于学生。久而久之，
把本来有乐趣的学习视为不堪忍受的苦事，造成孩子对学习
的厌烦甚至恐惧的心理。长此以往，学生的学习兴趣荡然无
存。

(二)学校因素。

老师为追求教学质量，对学生的要求过高。大部分的老师的
作业布置超过国家的有关规定，使学生的作业量增多，加重
学生的课业负担。并且，老师以成败论英雄的考核标准，不
但容易让孩子丧失继续追求成功的热情，也为孩子的心理健
康问题埋下了祸根。对于部分寄宿式学校，第一次离开父母
很多孩子不适应，又加上学生不熟悉环境不熟悉导致学生不
愿呆在学校里，学习跟不上，长此以往便造成了学生的厌学
心理。

(三)社会因素

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的。学生正处于长身体
长知识的时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人生观，还不具备辨别是



非的能力，往往不能抵挡社会上的各种诱惑，一些不良的思
想，如“读书无用”、“金钱至上”、享乐主义、哥儿们义
气等很容易侵蚀他们纯真的心灵，使他们对学习产生迷惘，
不知为什么而学，学什么，最终厌学。再就是随着电子产品
的普及运用，特别是电脑的诱惑。由于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
不像在家里和学校里受到各种各样的约束，可以随心所欲地
做任何事。有越来越多的小学生沉迷于网络，家长和老师是
拔也拔不出来。

农村信息闭塞，缺乏理想。在农村里，孩子接触到信息渠道
很窄。他们主要靠教师和家长知道信息。传统的教育加之教
师本身的信息问题，难以满足孩子们信息的需要。更难以帮
助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

(一)希望家长配合，形成教育合力

2、重视、关心孩子的学习。就每天都应该过问、关心一下孩
子的学习情况，比如今天学了什么，做什么作业;完成了没
有?会做吗?对比较懒惰的就要督促严点。对孩子多表扬、鼓
励。采取正确的方法。也不能听到孩子犯了什么错误就打。
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啊。

3、多与学校、老师沟通，随时了解自己的孩子的在校情况，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二)减轻学习负担，加强学生意志力

相对地压缩学习时间，减轻学生的心理压力。学生要加强自
身的意志能力，抵挡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如果在学习当中遇
到难题，要随时向同学和老师请教。和同学之间遇到矛盾，
要及时化解，不要产生对班级、对集体的厌恶和排斥，要积
极参与学校组织的有意义的活动。

学校要从根本上转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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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树立全面发展的人才观，通过适当降低教学难度、减
少作业量，来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去
从事自己喜欢干的事，参加各种有益于身心健康和个性发展
的实践活动，使学生学习有张有弛、劳逸结合，保持旺盛的
精力，能够情绪饱满地投入到学习中。可以根据不同的基础
布置不同的作业。让学生都能轻松完成。不把学习看成包袱。

(三)建立师生关系，培养学习兴趣

1、师生互动。赞可夫曾说过：“个性的发展，在孤独和隔绝
中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儿童集体的内容丰富而形成多样的生
活中才有可能。”教师要与学生建立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
良好的师生关系。要正确地选择教学方法，在课堂上不能简
单地告诉学生答案，而应该提示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学习
方法指导，使学生学会自己思考，自己消化吸收。尤其对学
习有偏差的学生，教师更应常投以关爱的目光，以证实教师
对他们格外重视，激励他们奋发向上。同伴的热情与快乐感
染了他，让他的情绪得到调节，心理达到平衡保持了良好的
心态，厌学心理也就逐渐消失。

2、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使学生看到知识的价值。让学
生参加各种课外兴趣小组，不仅能使他们学到既动脑，又动
手的本领，而且能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引发新的学习
需要，发展广阔的学习兴趣。特别是一些成绩差的学生，由
于种种原因对学习不感兴趣，但他们当中不乏热衷于文娱、
体育等活动的人才。如果能组织他们参加这类活动，就可逐
步把他们在这方面的兴趣迁移到学习中来。老师要提高课堂
教学艺术，满腔热情关心学生。知识学习中总有一些枯燥无
味，很难引起学生兴趣的内容，教师要根据教材和学生的特
点，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点燃学生智慧的火花，而不能采用单调死板、照本宣科、
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处于一种乏味的心理状态，致使



学生感到学习成了一种负担。因此，教师要努力提高自己的
教学艺术，采用先进教学手段，科学的教育手法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在教学中还要善于发现厌学学生身上的闪光点，
激发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看到希望，树立信心。

排除厌学心理是一项长期、艰苦、复杂的工作，需要社会、
学校、家长的共同努力。只要教师能对症下药地耐心细致地
做好厌学心理的辅导，并得到家长的积极配合，就可以调节
他们的心理状态，排除他们的心理障碍有效矫治地其厌学心
理，让其以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心理对待学习和生活。只有全
社会形成一个尊重科学、尊重人材的社会大环境，深化改革，
确实减轻学生负担，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给
孩子以科学的教育，注重心理辅导，才能有效地消除厌学情
绪的蔓延，使学生健康地发展。

电大毕业调查报告篇二

(一)调查时间：xxxx年xx月xx日到xxxx年xx月xx日

(二)调查地点：

(三)调查目的和意义：曾有学者指出，学生“厌”学现象，
当今已不是一地乃至一国的问题,而是教育中的普遍存在的问
题。每个小孩都会在某个时候对上学多少有些抗拒。

如果孩子不去上学而是呆在家里，这些症状就会消失。从而
促使学生对于学习没有了兴趣及崇高的理想，没有崇高的目
标理想的催发，学习对于学生就成了一件很普通的“日常”
生活。为了不使学生不把学习仅仅当作一件普通的“日常”
生活，作为教师就应该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把这个“日常”
的学习生活，创造出一个生动活泼、情趣盎然的形式与气氛
来，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为了让学生在这“日常”的学
习生活里窥察生活的底蕴，领悟人生的真谛，寻觅理想的路
径，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为此，我对学生的厌学心理



进行了研究。

(四)调查效果：学生找到了自己身上的闪光点，激发了他们
的自尊心，树立了信心，使他们看到了希望。

1、调查对象：王刚刚，男，初级中学初一一班的学生，身体
健康，学习能力差，不适应学校生活，导致不爱跟同学交流，
不喜欢上课及完成作业，经常谎称生病而不去上学。进一步
了解，该同学在家父母比较娇生惯养，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
很受家人溺爱，从小比较依赖父母，没养成独立生活的习惯。

2、调查过程：经历了对学生家庭及周边环境的调查走访，和
学生的谈话交流，对学生的辅导教育等环节。

3、调查方式及做法：调查法、谈话法、辅导教育法。

心理学研究表明，情绪和行为的产生，依赖于个体对环境情
况的认知，同一个人对同一个客观现实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
不同的认知，因而产生不同的情绪和行为。学生厌学，古来
有之。那么导致学生厌学的原因有哪些呢?概括地说可以分为
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这两类。厌学的一方面原因在于学生本
身，学生对学习目的模糊，认识不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对
学习没有兴趣，丧失了求知欲，把学习当成是一种负担、一
件苦差事，厌学便是很自然的事了。学生本身的内在因素对
学习的影响虽然很重要，但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学生厌学的三大外部因素主要有：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
会因素。今天着重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可还是不能达到家长的要求。但在家长
的眼里，他们只看到成绩不理想、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这一
结果，却没有看到孩子为此所付出的努力。这使得学生整天
被苦闷、焦虑、抑郁和不满的情绪围困着。特别是家长期望
值过高，总是对学生的学习成绩百般挑剔，孩子的学习只要
稍不如愿，就迁怒于学生。久而久之，把本来有乐趣的学习



视为不堪忍受的苦事，造成孩子对学习的厌烦甚至恐惧的心
理。长此以往，学生的学习兴趣荡然无存。

(二)学校因素。

老师为追求教学质量，对学生的要求过高。大部分的老师的
作业布置超过国家的有关规定，使学生的作业量增多，加重
学生的课业负担。并且，老师以成败论英雄的考核标准，不
但容易让孩子丧失继续追求成功的热情，也为孩子的心理健
康问题埋下了祸根。

(三)社会因素

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的。学生正处于长身体
长知识的时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人生观，还不具备辨别是
非的能力，往往不能抵挡社会上的各种诱惑，一些不良的思
想，如“读书无用”、“金钱至上”、享乐主义、哥儿们义
气等很容易侵蚀他们纯真的心灵，使他们对学习产生迷惘，
不知为什么而学，学什么，最终厌学。再就是随着电子产品
的普及运用，特别是电脑的诱惑。由于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
不像在家里和学校里受到各种各样的约束，可以随心所欲地
做任何事。有越来越多的小学生沉迷于网络，家长和老师是
拔也拔不出来。

农村信息闭塞，缺乏理想。在农村里，孩子接触到信息渠道
很窄。他们主要靠教师和家长知道信息。传统的教育加之教
师本身的信息问题，难以满足孩子们信息的需要。更难以帮
助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

(一)希望家长配合，形成教育合力

2、重视、关心孩子的学习。就每天都应该过问、关心一下孩
子的学习情况，比如今天学了什么，做什么作业;完成了没
有?会做吗?对比较懒惰的就要督促严点。对孩子多表扬、鼓



励。采取正确的方法。也不能听到孩子犯了什么错误就打。
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啊。

3、多与学校、老师沟通，随时了解自己的孩子的在校情况，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二)减轻学习负担，加强学生意志力

相对地压缩学习时间，减轻学生的心理压力。学生要加强自
身的意志能力，抵挡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如果在学习当中遇
到难题，要随时向同学和老师请教。和同学之间遇到矛盾，
要及时化解，不要产生对班级、对集体的厌恶和排斥，要积
极参与学校组织的有意义的活动。

学校要从根本上转变教育观念，树立全面发展的人才观，通
过适当降低教学难度、减少作业量，来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去从事自己喜欢干的事，参加各种有益
于身心健康和个性发展的实践活动，使学生学习有张有弛、
劳逸结合，保持旺盛的精力，能够情绪饱满地投入到学习中。
可以根据不同的基础布置不同的作业。让学生都能轻松完成。
不把学习看成包袱。

(三)建立师生关系，培养学习兴趣

1、师生互动。赞可夫曾说过：“个性的发展，在孤独和隔绝
中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儿童集体的内容丰富而形成多样的生
活中才有可能。”教师要与学生建立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
良好的师生关系。要正确地选择教学方法，在课堂上不能简
单地告诉学生答案，而应该提示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学习
方法指导，使学生学会自己思考，自己消化吸收。尤其对学
习有偏差的学生，教师更应常投以关爱的目光，以证实教师
对他们格外重视，激励他们奋发向上。同伴的热情与快乐感
染了他，让他的情绪得到调节，心理达到平衡保持了良好的
心态，厌学心理也就逐渐消失。



2、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使学生看到知识的价值。让学
生参加各种课外兴趣小组，不仅能使他们学到既动脑，又动
手的本领，而且能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引发新的学习
需要，发展广阔的学习兴趣。特别是一些成绩差的学生，由
于种.种原因对学习不感兴趣，但他们当中不乏热衷于文娱、
体育等活动的人才。如果能组织他们参加这类活动，就可逐
步把他们在这方面的兴趣迁移到学习中来。老师要提高课堂
教学艺术，满腔热情关心学生。知识学习中总有一些枯燥无
味，很难引起学生兴趣的内容，教师要根据教材和学生的特
点，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点燃学生智慧的火花，而不能采用单调死板、照本宣科、
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处于一种乏味的心理状态，致使
学生感到学习成了一种负担。因此，教师要努力提高自己的
教学艺术，采用先进教学手段，科学的教育手法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在教学中还要善于发现厌学学生身上的闪光点，
激发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看到希望，树立信心。

排除厌学心理是一项长期、艰苦、复杂的工作，需要社会、
学校、家长的共同努力。只要教师能对症下药地耐心细致地
做好厌学心理的辅导，并得到家长的积极配合，就可以调节
他们的心理状态，排除他们的心理障碍有效矫治地其厌学心
理，让其以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心理对待学习和生活。只有全
社会形成一个尊重科学、尊重人材的社会大环境，深化改革，
确实减轻学生负担，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给
孩子以科学的教育，注重心理辅导，才能有效地消除厌学情
绪的蔓延，使学生健康地发展。

电大毕业调查报告篇三

关注酒后驾驶对自身家庭以及社会的危害，对酒后驾驶提出
防范措施。调查时间：xxxx年3月18日—xxxx年4月18日调查地
点：律师事务所、交警队等。调查对象：法律工作者、干警
等。



本调查报告采取网上收集资料、电话、面谈等方法进行调查。

为了完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开放教育
试点”法学专业专科教学计划；加强对国情、民情以及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尤其是对我国司法实践的了解；培养
和训练认识、观察社会的能力以及运用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我于xxxx年3月18日至4
月18日在峨眉山市某律师事务所和某交警队进行了关于酒后
驾驶的社会调查，现就调查情况做如下报告：

首先，我们先来分析酒后驾车的原因，在交警部门的帮助下，
我在网上从个人角度和社会监管角度分别做了调查，得出的
结论显示酒后驾车的主要原因从驾驶人个人角度来看，依次
是朋友的怂恿，占44.65%；侥幸心理，占24.73%；以为自己
酒量大和技术高，占30.62%。从社会监管角度看，依次是：
现有法律法规处罚力度不大、占29.87%；相关部门监管不力、
占27.00%。从客观因素来看，依次是担心车辆停放在外不安
全、占24.65%；担心次日早上需要用车、占19.53%。此次调
查共有194名网友提交了调查意见，其中，绝大多数为男性，
共134人，占94.69%；中青年网友居多，31到40岁的占44.51%；
学历层次丰富，大专以上学历占到70.79%，高中及以下的
占29.21%。

根据来自网上的调查显示，有93.45%的被调查者同意酒后驾
驶属于违法行为，但被问及是否有过酒后驾驶行为时，仅
有24.68%的被调查者从未有过酒后驾驶行为。在被问及酒后
驾驶人员存在何种心理时，有38.64%的被调查者认为酒后驾
驶人员过高的相信自己的驾驶技术，46.75%的被调查者认为
酒后驾驶人员的`安全意识不强，另外，有的14.61%被调查者
认为酒后驾驶人员存在侥幸心理。

这里我们来区分两个概念：酒后驾车与醉酒驾车，车辆驾驶
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100ml，小
于80mg/100ml属于饮酒后驾车；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



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其
实，酒量的好坏和血液酒精浓度没有必然关系，有的人虽然
自己觉得很清醒，根本没醉，但血液酒精浓度却已经达
到0.8mg/ml以上了。一般来讲，如果喝得极少，血液酒精浓
度不到0.2mg/ml，但啤酒喝三瓶左右，红酒喝半瓶左右，或
者白酒喝3两左右，人的血液酒精浓度就可能已经超
过0.8mg/ml了。

清华大学汽车碰撞实验室曾进行了“远离酒后驾驶”的活动，
在实验室证明了酒后驾驶的危险性。未饮酒前，他们的刹车
反应时间分别为0.75秒、0.56秒和0.56秒。在饮一听350毫升
啤酒30分钟后，酒精开始在体内发挥作用，同样的机器测试
结果显示，三人的反应时间分别提高到1.22秒、1.38秒
和1.05秒。实验证明交通事故的危险度随着驾驶员血液中酒
精含量的增加而增加。酒精对驾驶的影响包括：

一般人在平常状态下的视觉角度为180度，酒后的视觉角度将
会缩减，喝越多，就越无法看清旁边的景物；此外，亦可能
抓不准目标，看不清楚车道线，对光的适应也变差了。

驾驶人以为脚提起来要踩煞车，其实已慢了一两秒。车速如
果是60公里，一秒钟车子就已经跑了16.67公尺，若是时
速100公里，一秒行驶距离则为27.78公尺，这种相差其后果
是相当危险的。根据研究指出：呼气酒精浓度达0.25mg/l以
上或血液中酒精浓度达0.05%(50mg/dl)以上，将产生复杂技
巧的障碍、驾驶能力变坏，肇事率比未饮酒时高二倍。而在
呼气酒精浓度达0.55mg/l以上或血液中酒精浓度达0.11%
即110mg/dl以上时，其平衡感与判断力障碍度升高，肇事率
比未饮酒时高十倍；其实身体中酒精浓度在这样的标准以上，
大多数人会感觉很不舒服，头晕、心跳急促、呕吐等。

由于酒会对人的中枢神经起麻醉抑制作用，酒后人的手、脚
触觉反应较平时降低，踩制动踏板时软弱无力，方向盘掌握



不稳，车辆容易失控，驾驶人脚提起来要踩刹车，其实已慢
了一两秒。而一辆车时速60公里，一秒钟跑出16.67米；若时
速100公里，一秒则为27.78米，这种相差其后果是相当危险
的。

饮酒后，人对光、声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操作错误增加，
从而无法正确判断距离和速度。实验证明，饮酒者每100毫升
血液中含酒精50毫克时，反应能力即有所下降。达到100毫克
时，下降约35%，达到150毫克时，下降50%，并使人动作失调，
手脚失控。血液中酒精含量越高的驾驶人，越不能正确思考
和判断车宽与路宽的关系，行为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我国对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和刑事案件是有明确的规定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
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
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电大毕业调查报告篇四

(一)调查时间：

xx年x月x日到xx年x月x日

(二)调查地点：

(三)调查目的和意义：曾有学者指出，学生"厌"学现象，当
今已不是一地乃至一国的问题,而是教育中的普遍存在的问题。
每个小孩都会在某个时候对上学多少有些抗拒。如果孩子不
去上学而是呆在家里，这些症状就会消失。从而促使学生对
于学习没有了兴趣及崇高的理想，没有崇高的目标理想的催
发，学习对于学生就成了一件很普通的"日常"生活。为了不
使学生不把学习仅仅当作一件普通的"日常"生活，作为教师



就应该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把这个"日常"的学习生活，创造
出一个生动活泼、情趣盎然的形式与气氛来，以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为了让学生在这"日常"的学习生活里窥察生活的
底蕴，领悟人生的真谛，寻觅理想的路径，从而激发学生学
习的热情。为此，我对学生的厌学心理进行了研究。

(四)调查效果：学生找到了自己身上的闪光点，激发了他们
的自尊心，树立了信心，使他们看到了希望。

1、调查对象：王刚刚，男，初级中学初一一班的学生，身体
健康，学习能力差，不适应学校生活，导致不爱跟同学交流，
不喜欢上课及完成作业，经常谎称生病而不去上学。进一步
了解，该同学在家父母比较娇生惯养，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
很受家人溺爱，从小比较依赖父母，没养成独立生活的习惯。

2、调查过程：经历了对学生家庭及周边环境的调查走访，和
学生的谈话交流，对学生的辅导教育等环节。

3、调查方式及做法：调查法、谈话法、辅导教育法。

心理学研究表明，情绪和行为的产生，依赖于个体对环境情
况的认知，同一个人对同一个客观现实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
不同的认知，因而产生不同的情绪和行为。学生厌学，古来
有之。那么导致学生厌学的原因有哪些呢?概括地说可以分为
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这两类。厌学的一方面原因在于学生本
身，学生对学习目的模糊，认识不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对
学习没有兴趣，丧失了求知欲，把学习当成是一种负担、一
件苦差事，厌学便是很自然的事了。学生本身的内在因素对
学习的影响虽然很重要，但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学生厌学的三大外部因素主要有：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
会因素。今天着重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家庭因素。



1、过分溺爱。生活中孩子在家时父母的过分溺爱使他们习以
为常，认为自己天生就应该过"小皇帝"的生活，不但没有感
恩心理，而且稍有不满意，就对父母发脾气，甚至逆反顶撞。
有时父母由于工作繁忙，顾不上教育孩子，使一些学生对于
生活中的小常识一无所知，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回家也不愿
意写作业、学习成绩老是跟不上，久而久之，学生便习以为
常，形成了恶性循环。学习中孩子在遇到困难和挫折就轻言
放弃。失去了一次次的锻炼机会，也养成了逃避或喜欢找人
代劳的依赖感。来到寄宿制学校首先脱离了无微不至的关心、
照顾，心理上没了安全感。造成了厌学心理。

2、放任自流。部分家长有时觉得孩子对学习厌烦而导致学习
很累，自己很心疼，自己没有什么文化却照样赚钱，孩子读
不读书无所谓;导致学生对个人将来的前途不太关心，没有远
大的志向，没有向上的动力，吃不了苦，受不得累，觉得读
书没有丝毫乐趣可言，不愿努力学习，甚至经常逃避学习，
以至厌学。

3、家长期望值过高。有的'家长都信奉高标准、严要求这一
信条，认为只有如此，孩子才能有出息。这样，不但给孩子
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容易让孩子产生挫折感。对于有
的孩子来说，尽管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可还是不能达
到家长的要求。但在家长的眼里，他们只看到成绩不理想、
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这一结果，却没有看到孩子为此所付出
的努力。这使得学生整天被苦闷、焦虑、抑郁和不满的情绪
围困着。特别是家长期望值过高，总是对学生的学习成绩百
般挑剔，孩子的学习只要稍不如愿，就迁怒于学生。久而久
之，把本来有乐趣的学习视为不堪忍受的苦事，造成孩子对
学习的厌烦甚至恐惧的心理。长此以往，学生的学习兴趣荡
然无存。

(二)学校因素。

老师为追求教学质量，对学生的要求过高。大部分的老师的



作业布置超过国家的有关规定，使学生的作业量增多，加重
学生的课业负担。并且，老师以成败论英雄的考核标准，不
但容易让孩子丧失继续追求成功的热情，也为孩子的心理健
康问题埋下了祸根。

对于部分寄宿式学校，第一次离开父母很多孩子不适应，又
加上学生不熟悉环境不熟悉导致学生不愿呆在学校里，学习
跟不上，长此以往便造成了学生的厌学心理。

(三)社会因素

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的。学生正处于长身体
长知识的时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人生观，还不具备辨别是
非的能力，往往不能抵挡社会上的各种诱惑，一些不良的思
想，如"读书无用"、"金钱至上"、享乐主义、哥儿们义气等
很容易侵蚀他们纯真的心灵，使他们对学习产生迷惘，不知
为什么而学，学什么，最终厌学。再就是随着电子产品的普
及运用，特别是电脑的诱惑。由于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不像
在家里和学校里受到各种各样的约束，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
何事。有越来越多的小学生沉迷于网络，家长和老师是拔也
拔不出来。

农村信息闭塞，缺乏理想。在农村里，孩子接触到信息渠道
很窄。他们主要靠教师和家长知道信息。传统的教育加之教
师本身的信息问题，难以满足孩子们信息的需要。更难以帮
助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

(一)希望家长配合，形成教育合力

2、重视、关心孩子的学习。就每天都应该过问、关心一下孩
子的学习情况，比如今天学了什么，做什么作业;完成了没
有?会做吗?对比较懒惰的就要督促严点。对孩子多表扬、鼓
励。采取正确的方法。也不能听到孩子犯了什么错误就打。
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啊。



3、多与学校、老师沟通，随时了解自己的孩子的在校情况，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二)减轻学习负担，加强学生意志力

相对地压缩学习时间，减轻学生的心理压力。学生要加强自
身的意志能力，抵挡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如果在学习当中遇
到难题，要随时向同学和老师请教。和同学之间遇到矛盾，
要及时化解，不要产生对班级、对集体的厌恶和排斥，要积
极参与学校组织的有意义的活动。学校要从根本上转变教育
观念，树立全面发展的人才观，通过适当降低教学难度、减
少作业量，来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去
从事自己喜欢干的事，参加各种有益于身心健康和个性发展
的实践活动，使学生学习有张有弛、劳逸结合，保持旺盛的
精力，能够情绪饱满地投入到学习中。可以根据不同的基础
布置不同的作业。让学生都能轻松完成。不把学习看成包袱。

(三)建立师生关系，培养学习兴趣

1、师生互动。赞可夫曾说过："个性的发展，在孤独和隔绝
中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儿童集体的内容丰富而形成多样的生
活中才有可能。"教师要与学生建立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良
好的师生关系。要正确地选择教学方法，在课堂上不能简单
地告诉学生答案，而应该提示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学习方
法指导，使学生学会自己思考，自己消化吸收。尤其对学习
有偏差的学生，教师更应常投以关爱的目光，以证实教师对
他们格外重视，激励他们奋发向上。同伴的热情与快乐感染
了他，让他的情绪得到调节，心理达到平衡保持了良好的心
态，厌学心理也就逐渐消失。

2、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使学生看到知识的价值。让学
生参加各种课外兴趣小组，不仅能使他们学到既动脑，又动
手的本领，而且能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引发新的学习
需要，发展广阔的学习兴趣。特别是一些成绩差的学生，由



于种种原因对学习不感兴趣，但他们当中不乏热衷于文娱、
体育等活动的人才。如果能组织他们参加这类活动，就可逐
步把他们在这方面的兴趣迁移到学习中来。老师要提高课堂
教学艺术，满腔热情关心学生。知识学习中总有一些枯燥无
味，很难引起学生兴趣的内容，教师要根据教材和学生的特
点，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点燃学生智慧的火花，而不能采用单调死板、照本宣科、
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处于一种乏味的心理状态，致使
学生感到学习成了一种负担。因此，教师要努力提高自己的
教学艺术，采用先进教学手段，科学的教育手法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在教学中还要善于发现厌学学生身上的闪光点，
激发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看到希望，树立信心。

排除厌学心理是一项长期、艰苦、复杂的工作，需要社会、
学校、家长的共同努力。只要教师能对症下药地耐心细致地
做好厌学心理的辅导，并得到家长的积极配合，就可以调节
他们的心理状态，排除他们的心理障碍有效矫治地其厌学心
理，让其以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心理对待学习和生活。只有全
社会形成一个尊重科学、尊重人材的社会大环境，深化改革，
确实减轻学生负担，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给
孩子以科学的教育，注重心理辅导，才能有效地消除厌学情
绪的蔓延，使学生健康地发展。

电大毕业调查报告篇五

关注酒后驾驶对自身家庭以及社会的危害，对酒后驾驶提出
防范措施。调查时间：20xx年3月18日—20xx年4月18日调查地
点：律师事务所、交警队等。调查对象：法律工作者、干警
等。

本调查报告采取网上收集资料、电话、面谈等方法进行调查。

为了完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开放教育
试点”法学专业专科教学计划；加强对国情、民情以及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尤其是对我国司法实践的了解；培养
和训练认识、观察社会的能力以及运用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我于20xx年3月18日至4
月18日在峨眉山市某律师事务所和某交警队进行了关于酒后
驾驶的社会调查，现就调查情况做如下报告：

首先，我们先来分析酒后驾车的原因，在交警部门的帮助下，
我在网上从个人角度和社会监管角度分别做了调查，得出的
结论显示酒后驾车的主要原因从驾驶人个人角度来看，依次
是朋友的怂恿，占44.65%；侥幸心理，占24.73%；以为自己
酒量大和技术高，占30.62%。从社会监管角度看，依次是：
现有法律法规处罚力度不大、占29.87%；相关部门监管不力、
占27.00%。从客观因素来看，依次是担心车辆停放在外不安
全、占24.65%；担心次日早上需要用车、占19.53%。此次调
查共有194名网友提交了调查意见，其中，绝大多数为男性，
共134人，占94.69%；中青年网友居多，31到40岁的占44.51%；
学历层次丰富，大专以上学历占到70.79%，高中及以下的
占29.21%。

根据来自网上的调查显示，有93.45%的被调查者同意酒后驾
驶属于违法行为，但被问及是否有过酒后驾驶行为时，仅
有24.68%的被调查者从未有过酒后驾驶行为。在被问及酒后
驾驶人员存在何种心理时，有38.64%的被调查者认为酒后驾
驶人员过高的相信自己的驾驶技术，46.75%的被调查者认为
酒后驾驶人员的安全意识不强，另外，有的14.61%被调查者
认为酒后驾驶人员存在侥幸心理。

这里我们来区分两个概念：酒后驾车与醉酒驾车，车辆驾驶
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100ml，小
于80mg/100ml属于饮酒后驾车；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
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其
实，酒量的好坏和血液酒精浓度没有必然关系，有的人虽然
自己觉得很清醒，根本没醉，但血液酒精浓度却已经达



到0.8mg/ml以上了。一般来讲，如果喝得极少，血液酒精浓
度不到0.2mg/ml，但啤酒喝三瓶左右，红酒喝半瓶左右，或
者白酒喝3两左右，人的血液酒精浓度就可能已经超
过0.8mg/ml了。

清华大学汽车碰撞实验室曾进行了“远离酒后驾驶”的活动，
在实验室证明了酒后驾驶的危险性。未饮酒前，他们的刹车
反应时间分别为0.75秒、0.56秒和0.56秒。在饮一听350毫升
啤酒30分钟后，酒精开始在体内发挥作用，同样的机器测试
结果显示，三人的反应时间分别提高到1.22秒、1.38秒
和1.05秒。实验证明交通事故的危险度随着驾驶员血液中酒
精含量的增加而增加。酒精对驾驶的影响包括：

1.视觉能力变差。一般人在平常状态下的视觉角度为180度，
酒后的视觉角度将会缩减，喝越多，就越无法看清旁边的景
物；此外，亦可能抓不准目标，看不清楚车道线，对光的适
应也变差了。

2.运动反射神经迟钝：驾驶人以为脚提起来要踩煞车，其实
已慢了一两秒。车速如果是60公里，一秒钟车子就已经跑
了16.67公尺，若是时速100公里，一秒行驶距离则为27.78公
尺，这种相差其后果是相当危险的。根据研究指出：呼气酒
精浓度达0.25mg/l以上或血液中酒精浓度达0.05%(50mg/dl)
以上，将产生复杂技巧的.障碍、驾驶能力变坏，肇事率比未
饮酒时高二倍。而在呼气酒精浓度达0.55mg/l以上或血液中
酒精浓度达0.11%即110mg/dl以上时，其平衡感与判断力障
碍度升高，肇事率比未饮酒时高十倍；其实身体中酒精浓度
在这样的标准以上，大多数人会感觉很不舒服，头晕、心跳
急促、呕吐等。

3.触觉能力降低。由于酒会对人的中枢神经起麻醉抑制作用，
酒后人的手、脚触觉反应较平时降低，踩制动踏板时软弱无
力，方向盘掌握不稳，车辆容易失控，驾驶人脚提起来要踩



刹车，其实已慢了一两秒。而一辆车时速60公里，一秒钟跑
出16.67米；若时速100公里，一秒则为27.78米，这种相差其
后果是相当危险的。

4.判断能力降低：饮酒后，人对光、声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
操作错误增加，从而无法正确判断距离和速度。实验证明，
饮酒者每100毫升血液中含酒精50毫克时，反应能力即有所下
降。达到100毫克时，下降约35%，达到150毫克时，下降50%，
并使人动作失调，手脚失控。血液中酒精含量越高的驾驶人，
越不能正确思考和判断车宽与路宽的关系，行为带有很大的
盲目性。

我国对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和刑事案件是有明确的规定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
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
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