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九年级期末总结美篇文章 九年级
英语期末总结(大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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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报告应该怎么制定才
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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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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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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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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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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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篇二

“低碳生活”虽然是个新概念，提出的却是世界可持续发展
的老问题，它反映了人类因气候变化而对未来产生的担忧，
世界对此问题的共识日益增多。全球变暖等气候问题致使人
类不得不考量目前的生态环境。人类意识到生产和消费过程
中出现的过量碳排放是形成气候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
要减少碳排放就要相应优化和约束某些消费和生产活动。

而对于占据中国人口近八成的城乡来说，低碳生活具有重要
意义，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放大几亿倍之后，将会产生不
可想象的作用。而且要做到低碳生活只需一些简单却又行之
有效的举措，任何人都能做到。

此次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低碳社会环保实践宣传，在低碳生活
日益把被关注当今社会，并且低碳生活俨然已成为一种趋势
和必要，那么当代大学生应该作为这种趋势与必要的先驱者
和倡导者。在此次实践活动活动中，我们通过与地方环保部
门的相互协作，在多个公共住宅区进行了低碳社会环保实践
宣传，向住宅区居民宣传及倡导低碳生活的必要性和具体行
动措施。而在城乡进行低碳社会环保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所谓
“低碳生活（low-carbonlife）”，就是指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
量要尽力减少，从而减低二氧化低碳生活宣传海报碳的排放
量。低碳生活，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是一种态度，是你
愿不愿意和大家一起创造低碳生活的问题。我们应该积极提
倡并去实践低碳生活，要注意4个节：节电、节水、节油、节
气，从这些点滴做起。除了植树，还有人买运输里程很短的
商品，有人坚持爬楼梯，形形色色，有的很有趣，有的不免
有些麻烦。但关心全球气候变暖的人们却把减少二氧化碳实
实在在地带入了生活。

深入社区，贴近市民，宣传低碳生活



1.通过深入社区，大力普及环保知识，提高市民的环保意识，
培养社区居民和学生关注社会发展的责任感，热爱社会公益
事业的品质。

3.建设绿色家园，弘扬社会道德风尚，发扬义工精神，促进
社会和谐发展。

1.对各年龄段人群进行询问。

2.在小区草坪捡拾树叶垃圾。

3.去公园社区进行实地访问

4.上网查询资料，制定宣传策划

7.问卷调查：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人们对环保的认知程度
和环保观念；

8.小组成员与居民、学生交流环保宣传心得。

9.回收居民家中的可回收的生活垃圾，进行返厂再生产。

__年8月05日到__年8月11日

__县__花园__小区__家园__苑__住宅区

__县低碳社会环保宣传小组

前期活动具体实施：

1.编写绿色社区低碳环保宣传活动策划及方案；

2.整理低碳环保资料，设计低碳环保展板；

3.制作低碳环保展板，横幅



4.编写低碳环保问卷调查；

5.设计低碳环保有奖问答试题；

6.策划低碳环保游戏。

实践小组共时间十人组成，活动时间在__年8月5日至__年8
月11日，共七天时间，主要时间内容十向社区居民宣传低碳
社会环保的意义以及一些低碳生活小妙招，并对居民提出的
疑问进行解答。实践流程是先于环保局协商并制作了六块宣
传展板，上面有低碳社会环保的重要意义，另外是一些低碳
生活小妙招。作为补充，小组成员又向社区居民介绍了更多
的生活妙招。倡导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做到低碳生活。5日、
6日制作展板，7日在__县__花园，8日在__小区，9日在__家
园，10日在__苑，11日在__住宅区分别进行宣传活动，11日
下午将回收的垃圾返厂。

宣传中的生活小妙招有如下：

1、啤酒，让人不再毛手毛脚

大部分女生都希望拥有一双又白又细的腿。但是，毛色明显
的手毛和脚毛也是很多女生的烦恼。其实，我们可以使用喝
剩的啤酒解决这个烦恼。用棉花沾点啤酒涂抹在手毛或脚毛
上，这样可以将毛色染淡，让毛色变得不明显，既省钱又不
怕会伤皮肤。

2、厨房洗洁济灭蟑有一套

厨房最怕的就是蟑螂横行。不过要是拿杀虫剂拼命喷，又怕
会付着在锅碗瓢盆上，要是被间接吃入人体，那可就不妙了。
其实灭蟑不一定要靠杀虫剂，我们还可以使用洗洁精。将清
洁剂加水稀释，用布沾湿，擦在蟑螂可能出没的地方.由于洗
洁精会堵住蟑螂的气孔，造成蟑螂窒息而死。



3、衣物翻面洗亮丽不褪色

由于顾虑到晾衣与折衣时的方便，洗衣服时，我们都会把衣
物翻成正面清洗，不过，衣服长时间的清洗下，会因为相互
摩擦而造成褪色的效果，甚至还会伤及表面纤维，往往新衣
服没洗几次，便看起来黯淡无光。所以，使用洗衣机洗衣服
时，最好先把衣物翻到反面清洗，这样才能防止衣物褪色。

4、保存面粉、太白粉的容器

像是太白粉、面粉等食材，用空瓶子装容易结块、放到塑胶
袋中又不方便取用；有时候真不知开如何保存才好。如果有
不要的卷筒纸罐子，可以将面粉或是太白粉放入里头，在卷
筒的开口处用一层粗纱布盖着，再用橡皮筋将剩余的纱布绑
在瓶身上，然后在纸罐上头盖上一层盖子。就可以直接放到
厨房的调味料旁收纳着。

5、要如何挂容易变形的衣物呢

像是大衣或是麻沙制的洋装，如果用一般的衣架子来收藏的
话，很容易会在肩膀的部位就塌下去，变形了。那么要如何
挂这些容易变形的衣物呢?只要多准备几条毛巾，就可以了喔！
在衣架的肩膀部位，先用毛巾卷起来，再将衣服挂上，这样
就可以防止衣物会变形。

经过此次社会实践活动，可以看出我们的低碳环保意识还有
待提高。我们总是这样形容地球为我们的“母亲”，但是日
益恶化的环境正在威胁着我们“母亲”的寿命，总是以为地
球上所拥有的资源能源是无限的，但是人们的过度的浪费，
已经使这些’“无限”的资源能源在逐渐的变成“有限”的！
请爱护我们的环境，因为“只有一个地球”！也许现在我们
感受不到环境的恶化威胁到了我们的生存，甚至愚昧的人觉
得与己无关，但是有没有想到几百年以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应
该去哪里生活呢?难道要伴随着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而永远的



消亡吗?针对低碳环保的问题，暑期实践。不仅仅是为了完成
实践报告，更希望可以借此来了解人类生存的环境到底如何，
借以警示愚昧的人类！

环境污染会给生态系统造成直接的破坏和影响，如沙漠化、
森林破坏、也会给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造成间接的危害，有
时这种间接的环境效应的危害比当时造成的直接危害更大，
也更难消除。例如，温室效应、酸雨、和臭氧层破坏就是由
碳大量排放，大气污染衍生出的环境效应。这种由环境污染
衍生的环境效应具有滞后性，往往在污染发生的当时不易被
察觉或预料到，然而一旦发生就表示环境污染已经发展到相
当严重的地步。当然，环境污染的最直接、最容易被人所感
受的后果是使人类环境的质量下降，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
身体健康和生产活动。例如城市的空气污染造成空气污浊，
人们的发病率上升等等，严重的污染事件不仅带来健康问题，
也造成社会问题。

随着污染的加剧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由于污染引起的人
群纠纷和冲突逐年增加。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为了维护人类
自身和子孙后代的健康，必须积极防治环境污染。为了做好
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我们每一个公民必须努力增强环境意
识：一方面要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过
程中，往往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另一方面要把这种
认识转变为自己的实际行动，以“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
态度积极参加各项环境保护活动，自觉培养保护环境的道德
风尚。

这次活动还让我认识到：

1、“团队精神、共同合作”在工作中的重要性。

2、前期准备工作在整个过程中的重要性。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句话都被人说烂了，只有经历



后才能体会到他的真正含义。要是你在工作前不准备充分，
你就不能够搞好你的活动。因为你的活动因为参与的人很少，
你就肯定会手忙脚乱的。

3、我觉得做一件事，只要你用心去做了，不管结果怎样都是
成功的。

通过这次实践活动，我们学到了好多东西，对社会的理解也
在活动中加深了。实践中学其他知识，不断的从各方面武装
自己，能在竞争中突出自己。作为新时期的一名大学生，我
们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努力学习好各种知识，除此之外，
还要增强自身社会责任感，增加适应社会的能力，为我们大
学毕业完全进入社会做好必要的准备。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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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篇三

一、实践报告概述

近年来，随着农村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土地养分逐渐匮乏，
农药的使用量逐年上升，从而引起一系列农业生态环境问题。
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及至大气污染已经严重影响了农业的
发展、农民的生活质量以及农产品质量。

针对这一问题，为了响应中国科学学会的号召，在校园团委
以及老师的鼓励下，我们自发组织了一个六人的大学生志愿
行动小组。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深入了商丘市刘庄村进行了
走访调查，以问卷的形式对农民的环保知识与环保意识进行
了一次调查。同时，再辅以走访的形式进一步了解情况，以
提高调查的准确性。另外，我们还对农药的使用、化肥的使



用以及一些科学的耕作方法对村民进行了讲解与宣传。通过
这次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与整理，我们志愿小组对农村的环
保意识与环保知识的掌握有了较深层次的了解。

二、调查准备工作及流程

1.前期准备工作

(1)7月2日~7月16日通过网络、图书馆以及相关认识对调查内
容有了较全面较为正确的认识。

(2)7月17日~7月20日小组成员以讨论交流的形式设计问卷内
容、确定问卷题目，并请教老师以确定问卷的科学性、合理
性以及普遍性、适用性。

2.开展实习活动

7月22日~7月28日进行问卷调查。

3.后期总结工作

三、调查内容及基本情况

调查问卷共设置25道题目，内容涉及此地区主要种植的农作
物和化肥、农药的选择与正确使用，禽畜养殖业对水源、空
气等生态环境的污染以及农村居民环保意识情况等内容。旨
在了解农村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

刘庄村位于离民权县约40公里处，人口约人，耕地面积6000
多亩。

四、调查结果以及结论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以及走访交谈，经过分析整理，我们总结当地
环保方面的现状如下：现状一：当地村民意识到污染问题，



但束手无策。

于并没有明确的方法可以解决，所以也只能任由其发展。

现状二：缺乏科学的农业知识，接受科普教育程度不深刻。

在调查中有80%的人并不能接受到科技人员的下乡指导。特别
是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有42.5%的人并没有接受过有机食品、
无公害食品与绿色食品方面的教育。同时，几乎近99%的村民
认为自己需要进行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技术培训并认
为农村很有必要进行有关环保工作的宣传。这表明，现如今
农村居民对环保意识有较高的需求，渴望得到相关机构的科
普宣传，有关单位的科普宣传并不十分到位，从而导致农民
环保知识的匮乏。现状三：村民施用化肥不科学，同时有机
化肥与无机化肥比例失调。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近75%的村民在农业生产中主要施用的
肥料是无机肥，而这些肥料有92.5%用于粮食作物中。在走访
中，我们了解到村民对农药、化肥施用过程中各种比例配制
并不了解。多数人存在比例偏高，施用过量的现象。而过量
使用农药、化肥会导致土壤结构被破坏，甚至是地下水污染。

五、农业环保现状的改变策略

对策一：政府牵头，带动村民解决污染治理问题，化束手无
策为治理有方。

对策二：加大农业环保知识的宣传力度，调动农业人才积极
参与全民环保。

对策三：统一规范村民农药、化肥使用比例引导村民科学施
肥。

六、调查过程中的收获与反思



通过这次“千乡万村”科普活动，我们小组深入农村，走访
调查，对农业污染问题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与分析，并针对
问题提出了一些粗浅的意见与建议，其中可能有许多的不足
望见谅。

作为农业学子，支持国家农业建设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一定会努力学习提高自身科学文化水平，立志为农业的
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环保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篇四

调查时间：20xx.4.30---5.6

调查对象：城乡中小学

调查方法：网上调查法

实施调查人：1037

教育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
家尤其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投资。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
人口占据8.8亿人，相应的农村教育更应加强。为更好地了解
农村教育现状，我在假期通过网上调查与农村教育有关的情
况,发现有许多问题将是农村教育的危机。

一、农村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之后的问题

自两年前中国的政府宣布“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之
后，许多担心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的人士似乎松了一口气。但
是透过表面的“达标”我们会发现，农村的教育状况并没有
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相反，在并没有根除导致问题的根
源而又遭遇农村税费改革等新的制度环境时，它变得似乎更
加突出了。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首先，“基本普及”这一含糊的语义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是，
在15%的人口——大约为1亿8000万人——所居住的区域还远
没有普及，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数百万少年儿童作为共和国
的公民难以充分享受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即以官方公
布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1%来看，由于学龄儿童的基
数过于庞大，没有入学的0、9%的儿童数量实际上超过了110
万人。这庞大人群的绝大多数当然是在农村，他们将成为未
来的新文盲。

第三，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到20xx年实现“基
本普及”之前的间，总计有1亿5000多万少年儿童完全没有或
没有完全接受义务教育。这其中包括未入小学的近3200万人、
小学阶段失学的3791.5万人、小学毕业后未能升学的5000多
万人，以及初中阶段失学的3067.6万人。这一庞大人群的一
部分显然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示着他们的存在：从国家今
年公布的“8500万青壮年文盲”，到各地以种种暴力手段威
胁着社会的低文化层青少年犯罪。这些事实尤其需要教育行
政官员们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面耀眼刺
目的镜子。

二、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教师问题多多

1、教师分布不合理

20xx年以前农村基础教育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乡镇中
小学教师调整权力在乡镇，造成乡镇之间教师分布不合理，
两极分化严重。村小、条件差的学校教师紧缺，在职教师千
方百计要求调出;城镇、乡镇政府所在地中小学又人满为患。
有一个村小6个年级，只有5名教师，还有一个村小只有一位
公办教师，其余全是村请临时代课教师。全区还有上百名计
划外教师，既无法保证教育质量，又加重乡、村及农民负担。
另一种现象是城镇中小学教师严重超编。有一所城市初中，
有10名教师搞行管(如卫生、纪律、考勤、水电、印刷、门
卫)，造成人才浪费。



2、教师减员严重，补充困难

以我区20xx年为例，全区教师共减员216人，包括离退休、死
亡、患重大疾病、外流到外省外县、考上公务员等。而现在
教师工资实行县区统一发放，县区财力有限，保现有教师工
资尚有很大困难，更无力负担新增教师工资。这两年正值初
中、高中学龄人口入学高峰，教师缺编严重。而区财政无力
支付缺口教师工资。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高初中教师紧缺，
另一方面师范院校大中专毕业生无法按需分配到位。

3、教师素质偏低

现在农村小学有相当一部分教师是民办转公办或村聘教师，
他们中只有极少数受过专业教育，大部分是凭借自己日积月
累的教学经验开展工作的，相当一部分教师教法陈旧、观念
落后。教师队伍整体存在着年龄偏大、知识结构老化、知识
面窄的问题。面对新形势下的素质教育，面对改革后的义务
教育新课程，他们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因为人员紧张和学校
经费紧张，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参加业务培训、到外地听课学
习。在我们对5120名初中、小学教师进行问卷调查中，
有2270名教师认为教师负担过重，没有时间进行教育科研活
动，占问卷人的44.3%。

4、教师队伍青黄不接

农村小学教师工作生活的环境相对于城市小学来说非常差，
条件也相当困难，老教师不断退休，新教师不愿意到条件艰
苦的农村小学任教，造成农村小学教师紧缺。同时，农村小
学教师负担也比较重。一些生源少、教师缺的农村小学中，
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基本上是包班任教，无论语文、数学还是
其他科目，都由一位教师担任，甚至还有一位教师担任几个
年级课程的现象。教师应付正常教学尚且力不从心，更谈不
上推行素质教育。加之不少农村小学教师处在半耕半教状态，
农耕必然占去相当一部分时间，完成正常教学任务也无法保



证。在对4447名小学教师问卷中，2252名教师认为工作负担
重，占问卷人的50.6%。

5、教育教学设施落后

很多农村小学教育教学设施缺乏、落后，造成正常的教学活
动无法开展，音乐课是教师唱一句，学生跟着唱一句，体育
课要么是学生自己玩，要么是体育教师拿来一个篮球，几十
个学生打上40分钟……不少课程都因教学设施的缺乏而无法
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更别提教育现代化、信息化了。由于
信息渠道不畅，一些边远农村小学几乎没有什么教育科研活
动，这些都使得农村教师在长年的教学过程中，墨守成规，
安于现状，工作无创新。在对5120名中小学教师专项问卷中，
订阅有关教育报刊杂志仅1种和未订的有1897人，仅在写论文
时阅读使用书刊资料的占810人，能熟练或基本熟练使用电脑
的仅962人。

环保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篇五

一、实践报告概述

近年来，随着农村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土地养分逐渐匮乏，
农药的使用量逐年上升。从而引起一系列农业生态环境问题。
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乃至大气污染。已经严重影响了农业
的发展，农民的生活质量以及农产品质量。

针对这一问题，为了响应中国科学学会的号召，在校团委以
及老师的与鼓励下，我们自发组织了一个6人的大学生志愿行
动小组。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深入了辽宁省抚顺市新民村进
行了走访调查。以问卷的形式对农民的环保知识与环保意识
进行了一次调查。同时，再辅以走访的形式，进一步了解情
况，以提高调查的准确性。同时，我们还对农药的使用，化
肥的使用以及一些科学的耕作方法对村民进行了讲解与宣传。
通过此次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与整理，我们志愿小组对农村



的环保意识与环保知识的掌握程度有了较深层次的了解。

二、调查准备工作及流程

(1)前期准备工作

1、7月2日~7月16日通过网络、图书馆以及请教相关专业人士，
对调查内容有了较为全面较为正确的认知。

2、7月17日~7月20日，小组成员以讨论交流的形式，设计问
卷内容确定问卷题目，并请教老师以确定问卷的科学性，合
理性以及普遍性、适用性。

3、7月21日下午4时出发到达了辽宁省抚顺市新民村，准备实
地调查。

(2)开展实习活动

1、7月22日~7月25日，进行问卷调查。

2、7月26日~7月27日以走访交谈的'形式与当地农民沟通，进
一步了解情况。

3、7月28日召集村民，进行环保知识科普工作。

(3)后期总结工作

1、7月30日~8月17日，进行资料整理，数据分析。

2、8月18日~8月30日，对调查情况进行组内交流，分析并确
定调查结论。

三、调查内容及基本情况

调查问卷共设置25道题目，内容涉及此地区主要种植的作物



和化肥、农药的选择与正确使用、禽畜养殖业对水源、空气
等生态环境的污染，以及农村居民环保意识情况等内容。旨
在了解农村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以及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

新民村位于离清源县清原镇约10公里处，人口约1830人，耕
地面积5400多亩。

四、调查结果以及结论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以及走访交谈，经过分析整理，我们总结当地
环保方面的现状如下：

现状一：当地村民意识到污染问题，但素手无策。

通过多问卷调查结果的总结分析，我们发现当地村民有67.5%
的人对蔬菜水果有农药残留问题处于担心状态。但其中三分
之二的人表示并没有解决办法。而对于长期使用农药等化学
杀虫剂的危害亦有近40%的人并不清楚。同时在调查中，有
近97.5%得饶人认为使用农药会对土壤和水源产生污染。可见
在当地，有大部分的村民已经意识到环境污染问题的存在，
但苦于并没有明确的办法可以解决，所以也只能任由其发展。

现状二：缺乏科学的农业知识，接受科普教育程度不深刻。

通过对问卷结果的分析我们发现，在调查中有80%的人并不能
接受到科技人员的下乡指导。特别是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
有42.5%的人并没有接受过有机食品、无公害食品与绿色食品
方面的只是教育。同时，几乎近99%的村民认为自己需要进行
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技术培训并认为农村很有必要进
行环保工作的宣传，这表明，现如今农村村民对环保意识有
较高的需求渴望得到相关机构的科普宣传有关单位的科普宣
传并不十分到位，从而导致农民环保知识的匮乏。

现状三：污染源比较广泛，村民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走访中，我们发现村民家有很多畜禽的棚舍，但这些棚舍
的排泄物处理方式并不科学。大部分都是直接进入村里的排
水沟。同时，农民在进行农药的配制时，取水多由附近的水
渠就近取水。引起水质变质。水中生物大面积死亡，同时，
村民中仍有乱砍伐者。他们在房屋建设或者自家土地扩建时
肆意砍伐树木，导致村子周围的树木破坏严重我们还发现村
民的生活垃圾处理比较随意，多数是随意堆放。炎热的夏天
气味十分难闻污染问题严重这些并没有引起村民的重视。

现状四：村民施用化肥并不科学，同时有机化肥与无机化肥
比例失衡。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近75%的村民在农业生产中主要施用的
肥料是无机肥，而这些肥料有92.5%用于粮食作物中。在走访
中，我们了解到村民对农药、化肥施用过程中各种比例配制
并不了解。多数人存在比例偏高，施用过量的现象。而我们
知道过量使用农药化肥会导致土壤结构被破坏，甚至是地下
水污染而村民对农药的使用标准也更偏向效果为主。对污染
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