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捡垃圾的社会实践报告 大学生垃圾
分类社会实践报告(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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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效的呢？下面是小
编带来的优秀报告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捡垃圾的社会实践报告篇一

转眼间一个辛苦的实践活动又结束了，回顾这段时间的实践
活动，取得的收获不是一星半点的，此时此刻我们需要做一
个实践报告。千万不能认为实践报告随便应付就可以，以下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大学生垃圾分类社会实践报告，仅供参
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大学生深入
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提高思想认识的重要途径，是
大学生学以致用，提高专业知识运用能力，增强专业创新意
识的重要环节。

通过社会实践，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和专业知
识，培养和训练学生认识和观察社会的能力，培养学生运用
所学理论和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与创新意识。也可以为学生的毕业作业写作累积经验和搜素
材料，提供选题思路和立题角度。

xxxx年x月x日-x月x日

（一）实习的项目：xx市城市垃圾分类处理的。

（二）程序：确定调查项目，设计调查问卷进行调查，整理
数据，分析数据，总结得出结论。



（三）方法：通过5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小组成员各拿15分问
卷进行调查。

（四）数据统计成果及示意图

（一）最初感受

为期一天的社会调查终于结束了，关于xx市城市垃圾分类处
理的调查，虽然它的时间很短，但我很匆忙，很辛苦，特别
是，这是我初步了解到了城市垃圾分类的一些知识，让初次
踏入社会的我，知道了怎么与他人进行交流与沟通，同时也
锻炼了自己的口才和胆量！经过这次社会调查，我真的受益
很多，看着我们准备好的调查问卷全部填完，也多少也有些
成就感！

调查的时候，我们也为之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用什么方法调
查我们讨论了很久，最终确定分开进行问卷调查，因为一起
进行调查的话，调查的人流过于集中，不利于更好的得出xx
市垃圾分类的结果。小组开会分工各自的任务，还找来了有
过问卷调查经验的同学给我们分享一下，现在虽然很有成就
感，可是那天感觉大不相同呀！那天，我们带着准备好的问
卷来到了xx东城的星河城的入口。开始的时候有些人以为我
们是属于商业行为，有些更过分的以为我们是诈骗的人，所
以不愿意接受，可是当我们带上学生证，说明来意，他们还
是接受我们的问卷。但总是有一些人以没有时间为借口拒绝
了我们。我个人觉得，接受问卷不会浪费你很多时间，为什
么不愿意给我们行个方便呢？这真的让我想事情不能太天真！
尤其是进入社会！而且，做事情不能太顾及自己的面子，不
能因为别人的一次拒绝调查，就泄了气，不敢进行下去。而
是越挫越勇，鼓足干劲进行第二个，第三个的挑战，那么15
份调查问卷只不过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罢了。

(二)问卷经验



通过这次问卷，我总结了以下几点经验：首先，问卷的制定
要有针对性，问题的设置要便于被访者接受。同时，要采用
询问的方式，态度一定要诚恳和真诚，举止端正。然后，问
卷时要热情客气，问卷后要表示感谢。最后就是问卷的整理
工作，数据要准确，客观做出分析，评估。

（三）对此次问卷的建议

其实，我也觉得问卷设置的问题是有点多。对于城市生活节
奏越来越快的今天，每个人不是赶这做这些，就是赶着做那
些，能为你填写问卷已经很不错了，还要填写那么多。确实
有点强人所难。因此有些人看到我拿调查问卷给他们填写的
时候看到问题那么多，都纷纷摇头耍手就走了，也让我处处
碰壁，陷入难堪。幸好，后来我灵机一动，知道那天天气很
热，我带来的扇子有用了，在被调查人员接受问卷时，顺便
帮他们扇扇风那么他们看我们这么热情的“对待”，都非常
配合我们的工作。

然而，我想说的是问卷调查应多一点站在被调查对象的角度
着想，运用最少，最简单的问题，去得到更多有用的资料！
同时，设置问题的时候也要尽可能的全面，选项中尽可能出
现句子本身的问题。

但是，我们毕竟的人嘛，总会有犯错误的时候。不然都不会
有那么的提建议和改革之类的事情了，因此他们是值得原谅
的。而且设置问卷的老师也很不容易，在这里要跟他们说一
声：辛苦了！然后，就问卷设置的内容和调查的结果而言。
个人认为，xx的城市垃圾分类的任务真的是任重而道远啊！

（四）城市垃圾分类的难度

第一，居民方面的困惑。垃圾分类的推广已有十年，但在中
国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从居民的.角度看，有这样几个方面
的因素制约着垃圾的分类处理。一是居民没有分类的习惯；



二是家庭中的分类垃圾箱与小区倾倒垃圾的箱子不匹配；三
是居民们好不容易学会垃圾分类，把垃圾投入不同的垃圾箱，
但他们随后发现，已经分类的垃圾在投入垃圾运输车的时候，
还是被混合在一起。这意味着，居民们之前的行动，变成
了“无用功”。

第二，理念上的困惑。“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这是大
家都很熟悉的一句口号，但垃圾处理业内人士对这句话却非
常反感。“垃圾就是垃圾，我们首先应该让垃圾无害化、减
量化，最后才是资源利用。”垃圾分类，被认为是实现垃圾
无害化和减量化的最好方法——如果危险垃圾被分拣出来，
垃圾处置的效率就会提高；如果可回收的垃圾分拣出来，垃
圾总量就会变少。比如说垃圾焚烧，焚烧的目的是什么？首
先应该是为了处理垃圾，而不是为了生产电。垃圾发电能够
产生收益，是处理垃圾的副产品，有收益当然最好，但它不
是优先目标。垃圾处理并再次利用的成本很高。在xx、xx等一
些地方，前些年就有在小区里试行的垃圾处理机器，但现在
大都被搁置在了一旁，原因是“耗电量太大”。

（五）调查后的思考

最后，我想说的的就是，我们已经是大学生了，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大学就是半个社会，我们要学会如何与他人之间的
交流与沟通。重要的是，我们在大学学到知识同时，要学
会“学以致用”。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多接触社会上实际
的东西，而不能停留在自我的，纯粹的理论中，尽可能拓展
自己的知识面，为以后自己真正的迈向社会做好准备，才不
会被这竞争激烈的社会所淘汰!

捡垃圾的社会实践报告篇二

活动前的准备，在20xx年x月3日我们就开会讨论，明确主题，
调研方向，访问对象和具体分工等关键事情，为我们即将开



始的实践活动坚实基础。

受调查人群为学生，校内清洁工以及垃圾站工作人员，同时
我们也参看某些工作人员工作流程，亲身感受他们的工作以
获得更多的资料。同时我们也派发调查问卷，尽量注意分发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学院的同学以获得多方面的信息。

xx公园

受调查人群为观光旅客，公园游客，公园内的清洁工，一些
公园管理等，针对公园人流量大的特点，游客身份有多重等
特点，我们不仅安排大量的调查问卷，设计更多的问题，以
各种方式与访问对象交流，以或更多的信息。

xxx小区

受调查对象主要为一些家庭以及小孩，通过访问了解人们在
家里，在日常生活中的习惯，父母在垃圾分类上是否为孩子
树立模范，对孩子的教育有没注重过这些方面，孩子有没真
正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等等，有助于我们了解进行垃圾分类
的困难所在。

大学xx新村的小食店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不同身
份，不同地方的人群分派调查问卷以确保调查的平衡性。其
中我们派发400份调查问卷，回收390份。

在其间我们的调查首先发现，人们对垃圾分类概念甚为模糊，
很少进行垃圾分类，一般是一概扔掉。调查中发现大约
占52.08%会在进行垃圾分类，但这大多局限与可卖为和不可
卖，作为废品分开。

然后我们发现，许多人连一些基本的知识不了解或不注意到。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设计了一道有关垃圾分类常是的题
目：“即黄色垃圾桶装什么类型的垃圾。”结果显示，只有
我们所调查的390人中人，只有30人即占33%是能准确回答问
题。如下图所示：

1：金属易拉罐；

2：硬纸板；

3：废报纸；

4：玻璃器皿。

这其中向我们显示出，人们对垃圾分类的知识还有进一步提
高，甚至即使有垃圾分类这样的回收分类机构，碍于人们的
不了解和疏忽，远远未做到垃圾分类。

虽然说是人们的一些生活知识不了解，但从上还是人本身的
态度问题，垃圾是放错位的资源，大家真正做到垃圾分类才
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接着的调查中，
我们发现，许多人还是愿意在家就垃圾，这是很不错的，只
有靠大家才能真正做到垃圾分类普及，真正做到环保，有效
的利用资源，尽管如此，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想过这个问
题，没有这种意识态度。如下图所示：

系列1表示在家有进行垃圾分类，没有，没有这种想法；

系列2表示会按可回收与不会可回收扔垃圾，不会，不确定；

系列3表示会把垃圾拿到垃圾回收站去卖，不会，没有这种想
法。

大约占60%的市民愿意在家进行垃圾分类，尽量分开可回和不
可回收循环利用以使资源得到循环利用。尽管比率不适合明



显，这也是一种好的趋势。

从人本质上说，普及垃圾分类还是有很大欠缺，出了人本身
外其他因素或许也能左右人们的行为。于是我们有设计给另
外一个题目，了解人们认为进行垃圾分类最大困难是什么时，
大部分人（239即61.28%）认为是垃圾分类得不到妥善处理，
如下所示：

1、大多数人不支持；

2、垃圾分类后得不到妥善处理；

3、形式主义盛行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影响；

4、其他因素。

3、信息来源：

我们组是以对部分市民以调查问卷的方式展开调查，划分年
龄段且职业分布广泛，其中有老师、医生、学生、企业员工，
家庭主妇、退休老人等。我们还对部分食店采取调查问卷及
采访形式，以此了解人们对垃圾分类认识和不同反应。

局部范围的调查和样本的稀少会带来结论的武断，但我们已
经尽量以最少的时间和最低花费获得信息。如我们挑选的访
问地方公园，学校，社区等都比较有代表性的体现不同人群，
不同层次的垃圾分类的信息，能够很好的确保调查的平衡性，
是我们的调查，社会实践做的更有价值！

4、一些建议：

诚然从对调查对象反馈的信息可以看出，我们人们垃圾分类
意识还不高，未能主动的进行垃圾分类，而且顾及别人的想
法较为严重。所以我们开会讨论的到一些建议是：



垃圾分类应从娃娃抓起，学校应提供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教导
学生，使其成为良好习惯；

政府加强宣传，大力提倡全民进行垃圾分类：

同时父母也应该树立好榜样，一方面做到垃圾分类，另一封
面能很好的教育下一代，让垃圾分类很好的得到实施和普及。

有关部门改善现在的垃圾桶设计，使其更吸引人们自觉的进
行垃圾分类。

每个家庭至少摆放两个不同类型的垃圾桶。

总的说来，根据我们的调查分析所得，绝大多数人非常愿意
进行垃圾分类，人们垃圾分类的意识较强，只要加以适当的
引导和提供一些资源，垃圾分类一定能得到普及，在很大程
度上节省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捡垃圾的社会实践报告篇三

通过社会实践，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和专业知
识，培养和训练学生认识和观察社会的能力，培养学生运用
所学理论和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与创新意识。也可以为学生的毕业作业写作累积经验和搜素
材料，提供选题思路和立题角度。

捡垃圾的社会实践报告篇四

一、调查目的：

通过社会实践，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和专业知
识，培养和训练学生认识和观察社会的能力，培养学生运用
所学理论和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与创新意识。也可以为学生的毕业作业写作累积经验和搜素



材料，提供选题思路和立题角度。

二、调查时间：

xxxx年x月x日-x月x日

三、调查地点：

四、调查内容：

（一）实习的项目：xx市城市垃圾分类处理的。

（二）程序：确定调查项目，设计调查问卷进行调查，整理
数据，分析数据，总结得出结论。

（三）方法：通过5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小组成员各拿15分问
卷进行调查。

（四）数据统计成果及示意图

五、调查总结：

（一）最初感受

为期一天的社会调查终于结束了，虽然它的时间很短，但我
很匆忙，很辛苦，特别是，这是我初步了解到了城市垃圾分
类的一些知识，让初次踏入社会的我，知道了怎么与他人进
行交流与沟通，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口才和胆量！经过这次
社会调查，我真的受益很多，看着我们准备好的调查问卷全
部填完，也多少也有些成就感！

调查的时候，我们也为之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用什么方法调
查我们讨论了很久，最终确定分开进行问卷调查，因为一起
进行调查的话，调查的人流过于集中，不利于更好的得出xx



市垃圾分类的结果。小组开会分工各自的任务，还找来了有
过问卷调查经验的同学给我们分享一下，现在虽然很有成就
感，可是那天感觉大不相同呀！那天，我们带着准备好的问
卷来到了xx东城的星河城的入口。开始的时候有些人以为我
们是属于商业行为，有些更过分的以为我们是诈骗的人，所
以不愿意接受，可是当我们带上学生证，说明来意，他们还
是接受我们的问卷。但总是有一些人以没有时间为借口拒绝
了我们。我个人觉得，接受问卷不会浪费你很多时间，为什
么不愿意给我们行个方便呢？这真的让我想事情不能太天真！
尤其是进入社会！而且，做事情不能太顾及自己的面子，不
能因为别人的一次拒绝调查，就泄了气，不敢进行下去。而
是越挫越勇，鼓足干劲进行第二个，第三个的挑战，那么15
份调查问卷只不过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罢了。

(二)问卷经验

通过这次问卷，我总结了以下几点经验：首先，问卷的制定
要有针对性，问题的设置要便于被访者接受。同时，要采用
询问的方式，态度一定要诚恳和真诚，举止端正。然后，问
卷时要热情客气，问卷后要表示感谢。最后就是问卷的整理
工作，数据要准确，客观做出分析，评估。

（三）对此次问卷的建议

其实，我也觉得问卷设置的问题是有点多。对于城市生活节
奏越来越快的今天，每个人不是赶这做这些，就是赶着做那
些，能为你填写问卷已经很不错了，还要填写那么多。确实
有点强人所难。因此有些人看到我拿调查问卷给他们填写的
时候看到问题那么多，都纷纷摇头耍手就走了，也让我处处
碰壁，陷入难堪。幸好，后来我灵机一动，知道那天天气很
热，我带来的扇子有用了，在被调查人员接受问卷时，顺便
帮他们扇扇风那么他们看我们这么热情的“对待”，都非常
配合我们的工作。



然而，我想说的是问卷调查应多一点站在被调查对象的角度
着想，运用最少，最简单的问题，去得到更多有用的资料！
同时，设置问题的时候也要尽可能的全面，选项中尽可能出
现句子本身的问题。

但是，我们毕竟的人嘛，总会有犯错误的时候。不然都不会
有那么的提建议和改革之类的事情了，因此他们是值得原谅
的。而且设置问卷的老师也很不容易，在这里要跟他们说一
声：辛苦了！然后，就问卷设置的内容和调查的结果而言。
个人认为，xx的城市垃圾分类的任务真的是任重而道远啊！

（四）城市垃圾分类的难度

第一，居民方面的困惑。垃圾分类的推广已有十年，但在中
国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从居民的角度看，有这样几个方面
的因素制约着垃圾的分类处理。一是居民没有分类的习惯；
二是家庭中的分类垃圾箱与小区倾倒垃圾的箱子不匹配；三
是居民们好不容易学会垃圾分类，把垃圾投入不同的垃圾箱，
但他们随后发现，已经分类的垃圾在投入垃圾运输车的时候，
还是被混合在一起。这意味着，居民们之前的行动，变成
了“无用功”。

第二，理念上的困惑。“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这是大
家都很熟悉的一句口号，但垃圾处理业内人士对这句话却非
常反感。“垃圾就是垃圾，我们首先应该让垃圾无害化、减
量化，最后才是资源利用。”垃圾分类，被认为是实现垃圾
无害化和减量化的最好方法——如果危险垃圾被分拣出来，
垃圾处置的效率就会提高；如果可回收的垃圾分拣出来，垃
圾总量就会变少。比如说垃圾焚烧，焚烧的目的是什么？首
先应该是为了处理垃圾，而不是为了生产电。垃圾发电能够
产生收益，是处理垃圾的副产品，有收益当然最好，但它不
是优先目标。垃圾处理并再次利用的成本很高。在xx、xx等一
些地方，前些年就有在小区里试行的垃圾处理机器，但现在
大都被搁置在了一旁，原因是“耗电量太大”。



（五）调查后的思考

最后，我想说的的就是，我们已经是大学生了，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大学就是半个社会，我们要学会如何与他人之间的
交流与沟通。重要的是，我们在大学学到知识同时，要学
会“学以致用”。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多接触社会上实际
的东西，而不能停留在自我的，纯粹的理论中，尽可能拓展
自己的知识面，为以后自己真正的迈向社会做好准备，才不
会被这竞争激烈的社会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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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垃圾的社会实践报告篇五

根据南岸区和在学校课题组的组织下，在杨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对铜元局、融侨等地方进行调查。

根据调查表，反映出人们对电子垃圾的认识还不够或者不准
确。例如：人们认为电子垃圾是报废的电器，但其实还有不
用的电子设备、电子产品等。因人们对电子垃圾认识不足，
导致了电子垃圾在家随处可见，而且不处理。



对于电子垃圾处理，这个问题上，许多调查者，都表示了不
知道或者一些不环保的方法，如：用火烧、埋在土里等。这
些方法都会对环境造成或多或少的破坏。但也有少数人认为，
可以用电子垃圾的部分东西去回收站回收。而且，许多人认
为处理麻烦就不处理，但他们却不知电子垃圾的危害。在调
查中，人们认为电子垃圾没有太大的危害，可实际上电子垃
圾中的各种化学元素、重金属，这些物质一旦接触到了土地、
环境，就会破坏生态环境，影响人们的生活。还会对人体造
成伤害。

在第二次活动中，对成员进行了分组，同学们在这个过程中，
把人们对电子垃圾的认识进行深度理解。

在调查中，有工人说他们经常把一些电线、数据线等，在江
边烧掉，然后把留下的铜丝，拿去卖。可他们这样做方便了
自己，却把燃烧时的有毒气体排放进了天空中，会破坏臭氧
层，危害地球，危害人类。这明显体现出了人们对电子垃圾
危害的不重视、不了解。如果人人都像他这样，那地球可危
在旦夕了。

以下是我提出的建议：

1、希望社区组织对电子垃圾认识的宣传和活动。

2、让相关部门对电子垃圾的管理和处理作出明确的规章制度。

3、让大家一起行动，保护地球。

总之，电子垃圾是生活中不需要的，人们了解了电子垃圾的
危害和处理方式。那样，环境再也不会被破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