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大学生生活现状调查报告(优质5篇)
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报告中提
到的所有信息应该是准确无误的。写报告的时候需要注意什
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
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当代大学生生活现状调查报告篇一

本次《北京大学学生对网络游戏认知状况的调查问卷》由信
息管理系11级学生调查小组在王xx教授的指导下制作、发放
和回收。调查以北京大学本科生及硕士生的所有在读学生为
总体，考虑到学科、兴趣爱好、性别等因素，在抽样过程中
采用多段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324份，
回收问卷324份。通过筛选景逻辑校验，排除种种情况造成的
废卷，最终得到的有效问卷302份，有效率为93.20%，符合问
卷调查的一般规律和标准。

样本整体中，男生占53.31%，女生占46.69%，基本符合北京
大学学生的总体性别比例;其中，人文科学学部占19.54%，社
会科学学部占37.09%，理学学部占29.47%，信息与工程学学
部占13.90%。

(一)北京大学学生接触网络游戏的基本情况及主要途径

1、北京大学学生接触网络游戏的基本情况。在调查对象中，
总计有57.94%的同学表示自己曾玩过网络游戏，42.06%的同
学表示不曾玩过网络游戏。总体而言，北京大学学生中玩过
网络游戏与未玩过网络游戏的人数大致相等，玩过网络游戏
的人数略多于不曾玩过网络游戏的人数，可以说，网络游戏
在北京大学学生中间有着较高的流行程度与传播广度，至少
有一半的被调查者曾不同程度地接触过各类网络游戏。



2、北京大学学生了解网络游戏的主要途径。对于大学生而言，
由于本身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心较强，因此，对于外界信息
与事务的接受较快，同时，对于外界了解的途径也呈现多样
化的特点。在网络游戏方面，“朋友介绍”是北京大学学生
了解网络游戏的最重要途径，有50.66%的被调查者是通过这
一途径了解网络游戏的，在各项途径中居于首位。其后的
是“网上宣传”，占了被调查者总人数的37.41%。而通
过“报刊杂志”了解网络游戏的则仅有15.89%。总体而言，
北京大学学生了解网络游戏过程中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是：1)人际传播对于网络游戏在北京大学学生群体中的传播
有着很重要的作用;2)网络游戏作为基于网络的游戏形式其宣
传方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并与大学生上网状况相适应。

(二)北京大学学生对网络游戏的基本态度及特征

1、网络游戏对学习生活的影响。调查发现，被调查者中，认
为网络游戏对学习生活有很大影响的占总人数的19.20%，而
认为有一些影响的占总人数的47.68%。这两项合起来占了总
人数的66.88%，即超过三分之二的被调查者都认为，网络游
戏确实会对学习生活产生影响。相对的，仅有21.19%的被调
查者认为网络游戏对于学习生活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在
关于“您的周围是否有因为网络游戏而沉沦的同学”这一问
题上，只有9.60%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很多”，高达91.72%
的被调查者认为“只是个别”，而还有15.23%的被调查者表示
“没有”。这表明北京大学的学生，一方面认同网络游戏对
于大学生的学园生活有负面的影响，同时在另一方面也认为
这样的影响尚不严重。

2、对待网络游戏的态度。对于玩网络游戏的目的，有81.14%
的被调查者认为只是“纯粹娱乐”。同时，有60.57%的被调
查者从不通宵玩游戏，有39.42%的被调查者只是偶尔通宵玩
游戏，仅仅1.71%的被调查者表示经常通宵玩游戏。而对于没
有了网络游戏后的感受，选择“照样过下去”和“生活更精
彩”的占了曾接触过网络游戏的被调查者总数的96.57%。对



于绝大部分被调查者而言，网络游戏的存在意义仅仅是纯粹
的娱乐工具。

(三)北京大学学生对绿色网游的认知情况

1、对绿色网游的了解程度。自“绿色网游”的概念在20xx年
被提出后，至今已有两年的时间。但是，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表示对绿色网游“很了解”的同学仅占被调查者总数的3.64%。
而只表示“听说过”的则占了被调查者总数的38.74%。而表示
“完全没了解”的则有多达、被调查者总数的57.61%。由此
可见，尽管绿色网游的概念已提出了2年之久，北京大学的学
生对于绿色网游仍然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

2、对绿色网游宣传情况的看法。在调查中，认为当前对于绿
色网游的宣传情况“很好”的只占了接受调查总人数的2.64%。
即使算上认为“一般”的同学，也仅占接受调查总人数
的26.15%。相对的，认为当前对于绿色网游的宣传情况“很
差”的则占了接受调查总人数的60.59%。这充分说明了当前
北京大学学生对于绿色网游的宣传状况是不满意的，这也导
致了前文所提的北京大学学生对绿色网游缺乏了解的问
题——不论是在玩网络游戏的人群还是不玩网络游戏的人群，
只有极少数的人对绿色网游有所了解。

(一)北京大学学生对网络游戏认知状况的特征分析

3、在网络游戏对学习生活的影响方面，66.88%的被调查者承
认网络游戏确实会对学习生活产生影响，但是同时，在关
于“您的周围是否有因为网络游戏而沉沦的同学”这一问题
上，认为“有，很多”的只有9.60%，认为“只是个别”的却
占总人数的91.72%，而认为“没有”的同学也占到了总人数
的15.23%。这一点也是与北京大学学生接触网络游戏的原因
相关联的：曾接触过网游的被调查者中的81.14%表示，自己
接触网络游戏只是纯粹为了娱乐。



4、对绿色网游的认知状况。当前北京大学学生对于绿色网游
的了解状况并不理想，不论是在玩网络游戏的人群还是不玩
网络游戏的人群，只有极少数的人对其有所了解。在被调查
者中，仅有3.64%的被调查者表示对绿色网游很了解，而表
示“完全没了解”的则占了多达57.61%。造成这个的主要原
因在于社会上对于“绿色网游”的宣传以及重视不够，仅
有2.64%的被调查者认为对绿色网游的宣传情况很好，与此相
对的，有60.59%的被调查者对绿色网游的宣传情况给予了很
差的评价。

(二)对策分析

1、注重人际传播渠道，引导大学生合理游戏，健康成才。在
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学生接触网络游戏的重要渠道之一是
人际传播，受到身边同学、朋友的影响较大。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大规模普遍性的宣传活动开展合理游戏的宣传效果并不
会很好，因此，需要发挥学生骨干等的作用，将宣传工作落
实到院系、落实到基层，真正深入到同学中间去，通过人际
传播的方式开展合理游戏、健康成才的宣传工作。在这一过
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团组织与班集体的作用，加强沟通，贴近
同学，了解同学的实际情况与所感所想。

2、加强绿色网游宣传，丰富大学生课余生活。对于大学生而
言，接触网络游戏的主要目的是娱乐，有81.14%的被调查者
认为网络游戏只是“纯粹娱乐”，而对于没有了网络游戏后
的感受，选择“照样过下去”和“生活更精彩”的占了曾接
触过网络游戏的被调查者总数的96.57%。因此，对于大学生
群体而言，网络游戏并非不可缺少，而恰恰是由于缺少足够
的引导来度过课余时间，在无聊之下才选择了网络游戏这一
途径。针对这一状况，我们所要做的一方面是通过鼓励社团
活动、发挥学生会等团体的作用，不断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
鼓励同学参与集体活动;另一方面则在大学生中居强宣传绿色
网游，杜绝不健康的网络游戏，引导大学生合理游戏，健康
成长。



当代大学生生活现状调查报告篇二

一、调查方法及样本概况

本次《北京大学学生对网络游戏认知状况的调查问卷》由信
息管理系11级学生调查小组在明教授的指导下制作、发放和
回收，调查以北京大学本科生及硕士生的所有在读学生为总
体，考虑到学科、兴趣爱好、性别等因素，在抽样过程中采
用多段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324份，回
收问卷324份。通过筛选及逻辑校验，排除种种情况造成的废
卷，最终得到的有效问卷302份，有效率为93.20%，符合问卷
调查的一般规律和标准。

样本整体中，男生占53.31%，女生占46.69%，基本符合北京
大学学生的总体性别比例;其中，人文科学学部占19.54%，社
会科学学部占37.09%，理学学部占29.47%，信息与工程学学
部占13.90%。

二、样本分析

(一)北京大学学生接触网络游戏的基本情况及主要途径

1、北京大学学生接触网络游戏的基本情况。在调查对象中，
总计有57.94%的同学表示自己曾玩过网络游戏，42.06%的同
学表示不曾玩过网络游戏。总体而言，北京大学学生中玩过
网络游戏与未玩过网络游戏的人数大致相等，玩过网络游戏
的人数略多于不曾玩过网络游戏的人数，可以说，网络游戏
在北京大学学生中间有着较高的流行程度与传播广度，至少
有一半的被调查者曾不同程度地接触过各类网络游戏。

2、北京大学学生了解网络游戏的主要途径。对于大学生而言，
由于本身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心较强，因此，对于外界信息
与事务的接受较快，同时，对于外界了解的途径也呈现多样
化的特点。在网络游戏方面，“朋友介绍”是北京大学学生



了解网络游戏的最重要途径，有50.66%的被调查者是通过这
一途径了解网络游戏的，在各项途径中居于首位。其后的
是“网上宣传”，占了被调查者总人数的37.41%。而通
过“报刊杂志”了解网络游戏的则仅有15.89%。总体而言，
北京大学学生了解网络游戏过程中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是：1)人际传播对于网络游戏在北京大学学生群体中的传播
有着很重要的作用;2)网络游戏作为基于网络的游戏形式其宣
传方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并与大学生上网状况相适应。

(二)北京大学学生对网络游戏的基本态度及特征

1、网络游戏对学习生活的影响。调查发现，被调查者中，认
为网络游戏对学习生活有很大影响的占总人数的19.20%，而
认为有一些影响的占总人数的47.68%。这两项合起来占了总
人数的66.88%，即超过三分之二的被调查者都认为，网络游
戏确实会对学习生活产生影响。相对的，仅有21.19%的被调
查者认为网络游戏对于学习生活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在
关于“您的周围是否有因为网络游戏而沉沦的同学”这一问
题上，只有9.60%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很多”，高达91.72%
的被调查者认为“只是个别”，而还有15.23%的被调查者表示
“没有”。这表明北京大学的学生，一方面认同网络游戏对
于大学生的学园生活有负面的影响，同时在另一方面也认为
这样的影响尚不严重。

同时，有60.57%的被调查者从不通宵玩游戏，有39.42%的被
调查者只是偶尔通宵玩游戏，仅仅1.71%的被调查者表示经常
通宵玩游戏。而对于没有了网络游戏后的感受，选择“照样
过下去”和“生活更精彩”的占了曾接触过网络游戏的被调
查者总数的96.57%。对于绝大部分被调查者而言，网络游戏
的存在意义仅仅是纯粹的娱乐工具。

(三)北京大学学生对绿色网游的认知情况

1、对绿色网游的了解程度。自“绿色网游”的概念在被提出



后，至今已有两年的时间。但是，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表示
对绿色网游“很了解”的同学仅占被调查者总数的3.64%。而
只表示“听说过”的则占了被调查者总数的38.74%。而表
示“完全没了解”的则有多达、被调查者总数的57.61%。由
此可见，尽管绿色网游的概念已提出了2年之久，北京大学的
学生对于绿色网游仍然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

2、对绿色网游宣传情况的看法。在调查中，认为当前对于绿
色网游的宣传情况“很好”的只占了接受调查总人数的2.64%。
即使算上认为“一般”的同学，也仅占接受调查总人数
的26.15%。相对的，认为当前对于绿色网游的宣传情况“很
差”的则占了接受调查总人数的60.59%。这充分说明了当前
北京大学学生对于绿色网游的宣传状况是不满意的，这也导
致了前文所提的北京大学学生对绿色网游缺乏了解的问
题——不论是在玩网络游戏的人群还是不玩网络游戏的人群，
只有极少数的人对绿色网游有所了解。

三、结论与思考

(一)北京大学学生对网络游戏认知状况的特征分析

3、在网络游戏对学习生活的影响方面，66.88%的被调查者承
认网络游戏确实会对学习生活产生影响，但是同时，在关
于“您的周围是否有因为网络游戏而沉沦的同学”这一问题
上，认为“有，很多”的只有9.60%，认为“只是个别”的却
占总人数的91.72%，而认为“没有”的同学也占到了总人数
的15.23%。这一点也是与北京大学学生接触网络游戏的原因
相关联的：曾接触过网游的被调查者中的81.14%表示，自己
接触网络游戏只是纯粹为了娱乐。

4、对绿色网游的认知状况。当前北京大学学生对于绿色网游
的了解状况并不理想，不论是在玩网络游戏的人群还是不玩
网络游戏的人群，只有极少数的人对其有所了解。在被调查
者中，仅有3.64%的被调查者表示对绿色网游很了解，而表



示“完全没了解”的则占了多达57.61%。造成这个的主要原
因在于社会上对于“绿色网游”的宣传以及重视不够，仅
有2.64%的被调查者认为对绿色网游的宣传情况很好，与此相
对的，有60.59%的被调查者对绿色网游的宣传情况给予了很
差的评价。

当代大学生生活现状调查报告篇三

本次《北京大学学生对网络游戏认知状况的调查问卷》由信
息管理系11级学生调查小组在王*-*明教授的指导下制作、发
放和回收。调查以北京大学本科生及硕士生的所有在读学生
为总体，考虑到学科、兴趣爱好、性别等因素，在抽样过程
中采用多段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324份，
回收问卷324份。通过筛选及逻辑校验，排除种种情况造成的
废卷，最终得到的有效问卷302份，有效率为93.20%，符合问
卷调查的一般规律和标准。

样本整体中，男生占53.31%，女生占46.69%，基本符合北京
大学学生的总体性别比例;其中，人文科学学部占19.54%，社
会科学学部占37.09%，理学学部占29.47%，信息与工程学学
部占13.90%。

1、北京大学学生接触网络游戏的基本情况。在调查对象中，
总计有57.94%的同学表示自己曾玩过网络游戏，42.06%的同
学表示不曾玩过网络游戏。总体而言，北京大学学生中玩过
网络游戏与未玩过网络游戏的人数大致相等，玩过网络游戏
的人数略多于不曾玩过网络游戏的人数，可以说，网络游戏
在北京大学学生中间有着较高的流行程度与传播广度，至少
有一半的被调查者曾不同程度地接触过各类网络游戏。

2、北京大学学生了解网络游戏的主要途径。对于大学生而言，
由于本身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心较强，因此，对于外界信息
与事务的接受较快，同时，对于外界了解的途径也呈现多样



化的特点。在网络游戏方面，“朋友介绍”是北京大学学生
了解网络游戏的最重要途径，有50.66%的被调查者是通过这
一途径了解网络游戏的，在各项途径中居于首位。其后的
是“网上宣传”，占了被调查者总人数的37.41%。而通
过“报刊杂志”了解网络游戏的则仅有15.89%。总体而言，
北京大学学生了解网络游戏过程中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是：1)人际传播对于网络游戏在北京大学学生群体中的传播
有着很重要的作用;2)网络游戏作为基于网络的游戏形式其宣
传方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并与大学生上网状况相适应。

1、网络游戏对学习生活的影响。调查发现，被调查者中，认
为网络游戏对学习生活有很大影响的占总人数的19.20%，而
认为有一些影响的占总人数的 47.68%。这两项合起来占了总
人数的66.88%，即超过三分之二的被调查者都认为，网络游
戏确实会对学习生活产生影响。相对的，仅有21.19%的被调
查者认为网络游戏对于学习生活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在
关于“您的周围是否有因为网络游戏而沉沦的同学”这一问
题上，只有9.60%的被调查者认为 “有，很多”，高
达91.72%的被调查者认为“只是个别”，而还有15.23%的被
调查者表示“没有”。这表明北京大学的学生，一方面认同
网络游戏对于大学生的学园生活有负面的影响，同时在另一
方面也认为这样的影响尚不严重。

2、对待网络游戏的态度。对于玩网络游戏的目的，有81.14%
的被调查者认为只是“纯粹娱乐”。同时，有60.57%的被调
查者从不通宵玩游戏，有 39.42%的被调查者只是偶尔通宵玩
游戏，仅仅1.71%的被调查者表示经常通宵玩游戏。而对于没
有了网络游戏后的感受，选择“照样过下去”和“生活更精
彩”的占了曾接触过网络游戏的被调查者总数的96.57%。对
于绝大部分被调查者而言，网络游戏的存在意义仅仅是纯粹
的娱乐工具。

1、对绿色网游的了解程度。自“绿色网游”的概念在2019年
被提出后，至今已有两年的时间。但是，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表示对绿色网游“很了解”的同学仅占被调查者总数的3.64%。
而只表示“听说过”的则占了被调查者总数的38.74%。而表示
“完全没了解”的则有多达、被调查者总数的57.61%。由此
可见，尽管绿色网游的概念已提出了2年之久，北京大学的学
生对于绿色网游仍然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

2、对绿色网游宣传情况的看法。在调查中，认为当前对于绿
色网游的宣传情况“很好”的只占了接受调查总人数的2.64%。
即使算上认为“一般”的同学，也仅占接受调查总人数
的26.15%。相对的，认为当前对于绿色网游的宣传情况“很
差”的则占了接受调查总人数的60.59%。这充分说明了当前
北京大学学生对于绿色网游的宣传状况是不满意的，这也导
致了前文所提的北京大学学生对绿色网游缺乏了解的问
题——不论是在玩网络游戏的人群还是不玩网络游戏的人群，
只有极少数的人对绿色网游有所了解。

3、在网络游戏对学习生活的影响方面，66.88%的被调查者承
认网络游戏确实会对学习生活产生影响，但是同时，在关
于“您的周围是否有因为网络游戏而沉沦的同学”这一问题
上，认为“有，很多”的只有9.60%，认为“只是个别”的却
占总人数的91.72%，而认为“没有”的同学也占到了总人数
的 15.23%。这一点也是与北京大学学生接触网络游戏的原因
相关联的：曾接触过网游的被调查者中的81.14%表示，自己
接触网络游戏只是纯粹为了娱乐。

4、对绿色网游的认知状况。当前北京大学学生对于绿色网游
的了解状况并不理想，不论是在玩网络游戏的人群还是不玩
网络游戏的人群，只有极少数的人对其有所了解。在被调查
者中，仅有3.64%的被调查者表示对绿色网游很了解，而表
示“完全没了解”的则占了多达57.61%。造成这个的主要原
因在于社会上对于“绿色网游”的宣传以及重视不够，仅有
2.64%的被调查者认为对绿色网游的宣传情况很好，与此相对
的，有60.59%的被调查者对绿色网游的宣传情况给予了很差
的评价。



1、注重人际传播渠道，引导大学生合理游戏，健康成才。在
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学生接触网络游戏的重要渠道之一是
人际传播，受到身边同学、朋友的影响较大。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大规模普遍性的宣传活动开展合理游戏的宣传效果并不
会很好，因此，需要发挥学生骨干等的作用，将宣传工作落
实到院系、落实到基层，真正深入到同学中间去，通过人际
传播的方式开展合理游戏、健康成才的宣传工作。在这一过
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团组织与班集体的作用，加强沟通，贴近
同学，了解同学的实际情况与所感所想。

加强宣传绿色网游，杜绝不健康的网络游戏，引导大学生合
理游戏，健康成长。

当代大学生生活现状调查报告篇四

在中国不断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得知存在着很多本土的
以及非本土的因素在影响着制约着中国的发展。其中不乏经
济、文化以及主权问题等方面。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国人
的爱国意识似乎并没有跟着进步，尤其对于年轻一代，爱国
问题显得越发严重。就此问题，特于20xx年6月2日对石家庄
经济学院08级大学生做了关于爱国主义思想的调查，现就调
查结果做以下分析报告。

一.当代大学生对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视程度及理解

大部分大学生认为自己是爱国的，同时，大部分调查对象同
意爱国主义思想很重要，我们得出结论，很大一部分大学生
的内心深处是存在“祖国”这一概念的。但对于概念来讲，
很多人都懂，可是我们未必能够理解其真正的内涵，在调查
过程中发现，很多人在说到自己爱国的表现时，往往都会说
支持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受别国欺压、无理干涉等表面
问题，可是难以接受的是，居然有人说出不学外语就是爱国
的无稽之谈。很显然，当代大学生对于“爱国”没有一个深



层的理解，只是一种作为国人的意识同时掺杂着个人情感的
表述而已。

二.当代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在调查中，有近一半的`大学生对于“是否热爱中国的传统文
化”一题选择了“一般”，而对于外来文化入侵，大部分同
学的回答都是取其精华等类似答案。从中我们无法知晓大学
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但不难看出其热衷度甚
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无数人在说，可是又有几人在真
正的去辨别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很多人已经逐渐的被西方化，
尤其是当代青年人，对外来文化极其狂热，而对自己本民族
的传统文化却知之甚少，此种现象不仅反映出了社会责任及
价值观的变化，更折射出了教育的诸多弊端。

三.大学生对中国与外国比较

调查中有80%的人表示即使有机会也不会移民，另外20%人则
表示会考虑，而且如果移民则会首先选择欧美国家。当代大
学生对亚洲某些国家怀有民族情结，所以没有人会愿意在这
些国家长期生活，当然国恨家仇我们是绝对不可以忘记的，
可绝对不可以用仇恨去报复仇恨。然而对于一些人想移民到
欧美国家的现象便可以反映出社会价值观的整体取向了。

四.大学生对本国现状的考虑

关于中国的现状及发展，问卷列出了10个方面，被调查者最
多可以选择5项自认为最有问题的选项，其中所有调查对象无
一例外的都认为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有很大问题，同时50%的
人选择了法律，另有40%的人选择了政治及医疗。而关于政府
各项工作是否透明及是否应该透明的问题，近90%的人选择
了“不透明”和“依情况而定”，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可以
客观的去面对一些事情，他们能够理解一个国家政府工作的
复杂与困难，但他们依旧希望一些本可以透明的东西应该变



的透明，从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代大
学生是爱国的。

五.假想问题

对于“假如中美开战你会怎么做?”所有问卷回答都是参军、
投入战斗等相似内容。没有人想到用其他方式去打击假想敌，
也没有人提到是否应该立即调停避免战争，更没有人考虑去
对比两国国力，这不能说明当代大学生是好战的一代，只是
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我们对本国对世界的了解以及是否理性
的去面对各种问题的现象，当然这其中不乏有些人已然成
为“仇恨的一代”渴望用武力去还击一切对我们持有敌对态
度的势力。

六.结论与建议

通过该调查发现，当代大学生具有一定的“爱国主义思想”，
但其中包含了很多的民族情结与民族仇恨，又由于对本国某
些工作及文化的不满与不了解，从而滋生了很多不合理的爱
国方式和爱国观点，甚至出现了“无力爱国”的尴尬局面。
建议改革，从最根本的教育来引导大学生乃至所有人群，摒
弃书本上的死板理论，让人们从内心深处去感知到“祖国的
存在”而不是盲目的爱国。

当代大学生生活现状调查报告篇五

一、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教育得以普及，大学生的数量也越
来越多。在大学校园里，现代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由于个性
自我为中心、自卑、骄傲，嫉妒等心理，未能处理好自身的
人际关系，面临着如何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的困惑。潜意识
里，觉得大学生的人际关系还不够完美，看着大学生跳楼、
上吊、或被室友投毒导致死亡的现象屡见不鲜，所以大学生



的人际关系问题如今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通过
对造成人际关系紧张的原因进行分析，并为改善大学生人际
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引言

1、调查目的：

(1)大学生人际关系方面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2)大学生自杀或被同学投毒导致死亡，究竟出于什么原因。

2、调查方式：采取的是对武汉大学学生通过问卷的形式进行
随机抽样调查。

三、关于大学生人际关系的案例

因为林来自农村，家庭背景不是很好，然而在林的性格中，
自尊、上进、好强、善良的一半，始终没有停止与苦闷、自
责、充满挫败感的那一半的战争。他以自己的方式竭尽全力
与外界沟通，却始终难觅出口。最终因为与室友关系不和，
而导致自我与他人的毁灭。

2、还记得1994年清华大学女生朱令金属铊盐中毒的事件吗?
如今因为复旦投毒案又被推到风尖浪口上，但至今也还没有
得到满意答复。

四、调查结果分析

(二)大学与人交流的意向比较强68.7%的大学生觉得自己性格
不内向;问及“当你建立了稳固的朋友圈子后，你还愿意去结
识新的朋友么?”68.7%的人选了愿意，另外31.3%的同学也选
了视情况而定，没有人选择“不愿意”和“没想过”。这说
明大学生对自身的性格还是比较自信的，大部分人都有良好



的心态和主动性去结交新朋友，都是渴望有好的人际关系的。
只要我们抓住大学生的心理，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就有机
会让所有人都走上正常的交往之路。

(三)大学生与朋友、家人的联系偏少问卷显示，大多数大学
生通过短信和上网聊天来联系朋友。所以设置了关于短信发
送量和上网时间的问题。大多数学生的短信发送量在300条以
下。你可能觉得这比较多，但是大学生卡一般有短信套餐500
条，只用300不到、甚至低于50条，确实说明大学生和朋友联
系的不多。根据本人自身经验，大一时每月要用近千条短信，
现在大二却只需150条足矣。说明随时间推移，和朋友们联系
少了，心态不够积极。同家人的联系也一样，只有极少数人
主动联系家人，很多人甚至极少和家人互相联系。家该是最
温暖的港湾，家人是最亲近的人，都应该记得常“回家”看
看，打个电话发个短信互相问候和关心也好。

(四)大学生能比较好的适应寝室的生活寝室是除了教室和图
书馆，大家最常呆的地方，是在学校里的家。调查显示大多
数大学生都能创造出比较和谐的寝室氛围。虽然来自不同的
地方，有着不同的习惯，但是都能调节和互相适应。

五、解决对策和建议

第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摆正位置，了解大学校园人际关
系的特点。从成为大学生的那一天起，我们就迈进了人生的
另一个舞台，要做到关键的一点是正确认识自己的过去，忘
记过去的辉煌或阴影，保持一种全新的心态进入大学的校门。
同时明确在大学校园里，与人相处的对象和特点都发生了根
本的变化。在中学以前，我们与之相处的对象和含义比较狭
窄，那时的人际关系也比较简单。

第二，要努力塑造良好的个人形象，改善性格上的不足之处，
注重自身能力的培养。通常在大学生的交往中，往往喜欢与
性格良好、成熟、待人热情、坦率、思想活跃、有责任感的



人交往，讨厌虚伪、自私、冷酷的人。若交往中存在恐惧、
自卑、封闭、猜疑、自傲、嫉妒的心理，都是不易与人建立
良好的人际关系。这需要大学生在交往中注意提高自身的心
理素质，树立信心，改正性格上的一些不足之处，在同学中
间里良好形象，学会在交往中真诚待人，信任他人，宽容他
人。同时在交往中要学会适度的真诚的赞美别人，有些人就
会由于受到称赞而使自尊心得到满足，对此人产生心理上的
接近和好感，因而也就减少了相互的摩擦和人际冲突，为良
好的人际交往提供了心理条件。真诚地赞美他人，他人反过
来会对你抱有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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