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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汉语词语，公文的一种格式，是指对上级有所陈请或
汇报时所作的口头或书面的陈述。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
效的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报告的范文模板，希望能
够帮到你哟!

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调研报告篇一

本次调查采取问卷调查为主，访谈调查为辅的有机调查系统
完成。问卷调查范围广泛但一般情况下随机性较大不易控制，
在问卷调查的同时辅以访谈调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以弥
补问卷调查可能出现的调查样本和调查问题的不完整和缺失，
使整个调查具有更强的可信性。

本次问卷调查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一、基本情况调查

问卷中显示：

在调查样本中，生源地为河南省内的样本数目为38，所占比
例为76%。省外样本数目为12，所占比例为24%。男生样本数
目为30，所占比例为60%。女生样本数目为20，所占比例
为40%。由于在本次调查中样本选择分布不是十分科学，因此
而产生的调查结果可能有一定的片面性。

二、学习情况

学习情况调查主要是为了解大学生在学习方面的心理状况，
主要包括了解他们在学习中需要的指导内容、学习能力、临
考心情、专业看法、毕业打算、学习主动性以及对自己的定



位。

对大学学习生活的态度是因人而异的，受到个人的人生态度、
价值取向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因而大学生对大学校园学习
生活的评价不一。42%的受访者对自己所学专业的满意度一般，
只有10%的受访者对自己的专业非常满意。调查还显示有50%
的同学对自己的专业知识的用处前景表示不满意。综合来看，
大部分受访者面对与自己专业学习的态度呈现中庸现象。这
反映出很多学生对校园学习生活缺乏热情与激情，只是在被
动地接受，而没有调整自己的积极性，这才一个侧面还反映
出大学生校园学习生活缺乏动力因素。

当今社会在各方面竞争都日趋激烈，大学生学习、就业也不
例外。有竞争就必然会产生压力。因此，面对大学学习、生
活、就业带来的压力，如何处理就显得异常重要。从调查结
果中可以看出，只有4%的同学地自己的就业前景感到十分满
意。30%的同学对自己的就业前景满意。而42%的同学对自己
的就业前景满意度为一般，并不是十分积极地态度。而还
有22%的受访者对自己的就业前景的态度为不满意甚至是十分
不满意。而从毕业后的规划来看，58%的同学选择继续研
习，38%的同学选择直接就业。还有4%的同学选择其他。这反
映出大部分同学他们给自己的定位，是一种处于迷茫、无目
标的大学生，一种消极的定位，虽然是一种这样的定位，但
是他们普遍认为学习应是其主要任务，也非常需要老师的就
业前景分析和职业规划指导。虽然大家就业前景并不是十分
看好，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同学们对自己的未来持严谨的态度，
而不是没有思考盲目乐观。只是需要指导老师的帮助。

三、生活情况

调查显示，16%的受访者与家人的联系频率为每天一次，32%
的联系频率为两三天一次，34%的受访者与家人的联系频率为
一周一次左右。也有16%的同学表示很少与家人联系。从受访
者的感受来看，20%的同学认为家里人对自己的期望非常



大，80%的受访者认为家里人对自己的期望比较大。现代大学
生特别是90后大学生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承担了家里父母
很大的期望，父母对子女的关注度比较高，也直接导致了一
些大学生心理压力较大。

四、情感交际情况

进入了大学校园后，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
调查显示，2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在大学里有知心朋友，26%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在大学里没有知心朋友。还有50%的同学面
对这个问题表示说不清。在问到与同寝室人关系如何，8%的
同学表示关系不错，38%的同学表示关系一般，还有48%的同
学认为关系很差，也有4%的同学认为这个问题说不清。在面
对与寝室外其他同学关系如何时，66%的同学认为与其他同学
关系一般，16%的同学表示关系不错，14%的同学说与其他人
关系很差，也有4%的同学认为数不清。还有32%的同学认为大
学中的同学关系属于比较单纯或很单纯，也有32%的同学认为
大学中的同学关系比较功利化，也有18%的同学认为大足额同
学关系严重功利化，4%的同学表示说不清。

在与同学的交往中，52%的同学认为自己沟通交往能力一般，
只有4%的同学认为自己的沟通交往能力极佳，充满自信，勇
于表现自己，较善于应对处理同学之间的关系。62%的同学认
为自己目前的人际关系良好，少部分觉得自己的人际关系一
般，也有2%的同学认为自己的人际关系非常糟糕。经过访谈
调查发现，不同的年级、不同的性别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
大一新生的自信程度明显低于高年级的同学，应对处理能力
也相对较弱。这可能和刚刚进入陌生的环境，并缺乏经验有
关。同时。女生稍微弱于男生，这与女生通常比较腼腆、羞
涩的性格有关；相反，男生则显得更加主动大方。

在与异性交往的情况调查中显示，2/3的同学有男女朋
友。46%的同学对自己的感情状况满意或非常满意。34%的同
学觉得自己的感情状况一般，极少同学觉得自己感情状况比



较糟糕。调查还显示，1/2的同学认为自己的情感把握能力极
佳或良好，也有4%的同学认为自己的情感把我能力比较糟糕。
由此部分调查来看，目前大学生校园情感交际方面的情况并
不是十分乐观，消极现象也很普遍，不过大部分同学关系比
较融洽，小有摩擦都属于正常现象。同学朋友之间出现摩擦
争执都很正常，重要的是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来面对和
解决问题。

五、自身情况方面

调查中显示，在面对人生时84%的同学都选择积极生活，仍
有12%的同学曾经有过轻生的念头。在对受访者进来一个月的
精神状况中显示，52%的同学觉得自己最近的精神状态比较好，
也有14%的同学认为自己的精神状况不好，从身体素质的调查
来看，56%的同学认为自己身体状况良好，少部分同学认为身
体状况极为不佳。在调查中还显示，只有4%的同学认为使自
己产生不良情绪的事情非常多，6%的同学认为使自己产生不
良情绪的事情比较多，42%的同学觉得一般，53%的同学觉得
使自己产生不良情绪的事情很少甚至几乎没有。52%的同学表
示当心情遭遇低谷时自己的恢复能力良好。在感觉心情低落
时68%的同学表示会选择自己默默承受，28%的同学表示会找
家人朋友倾诉。由于现代大学生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强，面对
无法预测的情况有较强的适应力，因此，遇到挫折时自我排
遣的能力比较强，大部分学生都能够承受压力和挫折，但也
有一部分同学，心理承受能力较弱，需要加强心理承受能力
的培养。

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调研报告篇二

创办30年的.中国大学生运动会尽管越来越不被人关注，然而
今天举行的第九届大运会新闻发布会所传达的一个信息却不
容人们忽视——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的多项健康指标呈下
降趋势。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第九届大运会组委会秘
书长王登峰今天在天津说：“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不容回避
的现实。”他说，如果普通大学生的体质没有明显提升，建
设人力资源强国就无从谈起。

王登峰今天引述了教育部等部门自1985年以来第6次全国学生
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这项实施于20xx年的调研发现，相
较20xx年，中小学生身体素质下滑趋势得到遏制，但大学生
身体素质却“继续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尽管下降幅度明显
减小。

此项调研通过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握力和跑步成绩等考
察学生的爆发力、柔韧性、力量、耐力等身体素质指标，发
现19～22岁年龄组的学生除柔韧素质指标外，爆发力、力量、
耐力素质水平进一步下降。如与20xx年相比，19～22岁城市
男生、乡村男生立定跳远成绩分别平均下降1.29、0.23厘米，
1000米跑成绩分别平均下降3.37、3.09秒;城市女生、乡村女
生立定跳远成绩分别平均下降2.72、0.92厘米，800米跑成绩
分别平均下降3.17、1.87秒。

结语：学校体育仍是教育的薄弱环节，有些地方存在着学校
体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投
入较少，体制不健全，发展不均衡，必须切实加以解决。目
前全国各地在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希望通
过大运会的举办，达到加强高校体育工作、繁荣校园体育文
化、激发大学生体育锻炼热情、提高大学生体质的目的。

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调研报告篇三

目的：

通过对大别山区的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调查和分析，以了解
其心理健康状况。



方法：

采用《小学生心理健康评定量表》(mhrsp)对黄冈市罗田县胜
利镇野菊坳小学四到六年级的88名在校学生进行测量。

结果：

1.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之间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2.在情绪障碍因子上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存在显著差异，
其它方面差异不显著。

结论：

大别山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非留守儿童，而情
绪障碍应该成为家长、学校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测验;大别山区

二、引言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剩
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很多农民
工在自己进城的同时却无力解决孩子进城就读所要面对的种
种现实问题，比如较差的住房条件、高昂的借读费用、工作
不稳定无法照顾孩子等等。于是，他们只能选择将孩子留在
农村，由长辈或其他人代为照看，最终形成了父母双方或一
方与孩子两地分隔的局面。在这种现状下，新的群体留守儿
童应运而生。

农村留守儿童是指农村地区因父母双方或单方长期在外打工
而被交由父母单方或长辈、他人来抚养、教育和管理的儿童。
他们无法享受正常家庭的抚养、教育和关爱，由此产生了留
守儿童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



尽管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在过去几年就已经存在，但一直
未引起家长、学校、社会的重视。《中国教育报》20xx年8
月15日报道，有关课题组在甘肃、河北、江苏等省开展的调
查结果表明，留守儿童在农村儿童中所占比例相当高，留守
儿童占农村学龄儿童数的47.7%。(段成荣、周福林,20xx)我
们实践团队认为，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会在学习表现、行
为习惯、情绪、道德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为此，我们在留
守儿童这一大的实践题目下，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进
行了初步调查。

三、研究的对象、工具和方法

研究对象：以黄冈市罗田县胜利镇野菊坳小学4-6年级学生作
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54人，女生46人，年龄在9-13岁之间。
共发放问卷100份，收回有效问卷88分，回收率88%。

研究工具：我们采用《小学生心理健康评定量表》(mhrsp)。这
是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和小学老师共同编制的一份心理健康问
卷，总共80道题，从8个维度对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价。
本测验为团体测验也可以单独个别施测。

研究方法：测验以班级为单位，采取团体测验的方式，有专
业人员进行指导。

四、研究结果

《小学生心理健康评定量表》(mhrsp)测试结果，见表1：

表1.小学生心理健康评定量表测试结果

因子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

总分31.8616.6328.7810.11



学习障碍6.663.266.532.83

情绪障碍4.302.704.382.16

性格障碍4.162.973.691.92

适应障碍4.203.103.842.22

品德缺陷1.752.301.531.90

不良习惯2.482.542.001.90

行为障碍5.163.174.752.49

特种障碍3.143.422.061.92

计算检出率：以总体的总分平均分以及各个因子的平均分加
上一个标准差为界，高于此标准的人数所占比率。统计结果
见表2：

表2.小学生mhrsp因子分偏离情况

因子留守儿童(56人)非留守儿童(32人)统计结果(z)

学习障碍

情绪障碍

性格障碍

适应障碍

品德缺陷

不良行为



行为障碍

特种障碍

140.250

70.125

150.268

90.161

110.194

90.161

130.232

100.17(最新社会实践调查报告)9

20.036

20.063

50.156

20.063

20.063

40.125

30.094



40.125

50.156

20.063

2.187

0.408

2.432

1.336

0.831

0.880

1.223

0.276

0.583

从表2可以看出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总分检出率存在明显差
异(z=2.187,p《0.05)，同时情绪因子分数检出率也存在显著差
异(z=2.432,p《0.01)。其它方面差异不明显。

五、结论

本研究中留守儿童所占比率为62.6%，比段成荣的调查结果多。
原因可能是本调查与别的调查取样不一样，所调查学生来源
于父母外出打工频率较高的大别山区。大别山区经济条件落
后，物资缺乏，土壤贫瘠，农民生活水平低，仅靠几棵板栗



树和几亩薄田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许多青壮年劳动力不得
不外出打工谋求生计。而省会武汉市自然就吸引大量的外出
务工者。同时，外出务工确实给当地经济带来了提高，于是
外出者越来越多，并形成代际传承之势，留守儿童的数目也
在不断扩大。由于留守儿童的数目和比率均较大，可能会对
调查结果构成一定影响。

本研究中，留守儿童的情绪障碍检出率明显的高于非留守儿
童。孤独感、委屈难过和敏感自卑是留守儿童的代表性情绪
体验,忧虑情绪主要表现在初中留守儿童中。(刘霞、赵景欣
等,20xx)留守儿童不定期的与父母分离，家庭环境的不稳定
让他们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从而带来较强的孤独感受。与
父母分离，其他监护人如祖父母与留守儿童长期缺乏交流互
动，导致留守儿童长期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没有有效的情
感表达和发泄的方法途径，更易作用力转向内部，委屈难过，
而这种孩子是很敏感和脆弱的，一旦有足够刺激出现，就可
能引发激烈的情绪表达，甚至问题行为的出现。

至于学习障碍的检出率，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之间差异不
大。这推翻了调查前的假设。其原因可能是，学龄儿童的学
习主要与学校教育相关。访谈中发现，学校对不同背景学生
的教育并不存在差异，甚至老师会更多关心那些留守儿童，
弥补他们家庭教育的不足。调查中也有发现留守儿童成绩好
于非留守儿童成绩现象的存在。

本研究显示，父母外出打工对儿童心理健康存在较大影响，
尤其是在情绪方面。而该年龄段的学生又处在身心发展的关
键时期，怎样创造一个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和发展的环境，
值得广大父母及教育工作者的思考，而怎样处理好经济发展
和教育相协调的问题也值得我们更多的研究。

书目

留守儿童的情绪与行为适应特点[文章]/作者刘霞、赵景欣等



中国教育学刊.-20xx年.-卷6.

我国留守儿童现状研究[文章]/作者段成荣、周福林人口研究.
-20xx年.-卷29(1).

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调研报告篇四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正在日益加快，竞争
越来越强烈，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复杂。人们的观念意识，情
感态度复杂嬗变。作为现代社会组成部分，现在的大学生有
着许多自己特殊的问题，如对新的学习环境的与任务的适应
问题，对专业的选择与学习的适应问题，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问题，人际关系的处理与学习.恋爱中的矛盾问题以及对未来
职业的选择问题等等。为了进一步了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
题以及更早的对其进行心理健康辅导，我们对大学生心理健
康问题作了调查与分析。此次活动主要以大学生为样本，以
问卷调查和网上调查为形式，以广东大学生心理健康情况为
调查目的，共发放问卷110份，回收100份，回收率相当高。
现在，我们将调查结果进行数据分析。

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存在多种心理困扰和心理问题。据我们
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心理困扰主要表现为：一、学习成
绩不理想，陌生的学习方法，宽松的学习环境，很多学生不
由自主地放松学习的要求，成绩达不到自己原来的目标，因
此常常感到焦虑，尤其是考试前表现地特为明显。二、人际
关系不适，进入大学，远离原来熟悉的生活与学习环境，面
对新的人际群体，学生多少有些不适，部分学生对大学的师
生关系、同学关系、异性之间的关系显得很不适应。造成心
理负担。三、就业问题，面对社会激烈的就业竞争，茫然充
满了心里，肩上的压力也越见沉重。四、感情问题，大学生
正是出于风华正茂，激情飞昂的阶段，对爱情充满了美好的
向往和憧憬。但是，因为感情的不稳定，爱情的破碎，不少
的大学生无法承受，往往会走向了堕落，甚至放弃了宝贵的



生命。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九方面

1、理想与现实方面。大学生对未来有自己的设想，且一般理
想比较高，希望将来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成为社会有用之人，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难以找到实现理想的途径，有时面
对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没有克服的信心和方法;有的.学生眼高
手低，不喜欢“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只想做大事而一
鸣惊人，这就必然产生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2、自尊与自卑方面。大学生是经过激烈的竞争才进入大学校
园的，他们是青年中的佼佼者，因此容易产生优越感和自豪
感，然而，大学里人才济济，许多高中时期的尖子优势不再
明显，他们失去了往日的荣耀，易产生心理失衡。有的同学
因此就怀疑自己，否定自己，产生了自卑感、挫折感和焦虑
感。

大学生活在他们的眼里却黯淡无光，他们对学习来不了兴趣，
对活动提不起精神，一些大学生自我意识缺乏稳定性，容易
受外界因素左右，不能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自己，难以建立
自信心，从而缺乏心理发展的动力。

4、学习和创造心理方面。目前大学生反映最大的问题是考试
焦虑。他们学习目的不明确、动机功利化，学习动力不足，
相当多同学是为了应付不得不参加的考试而学习，面对市场
人才竞争的压力，他们内心都有危机感，但真正学起来仍然
没劲。加上大学宽松的学习环境，不少同学个人约束力差，
自制力弱，学习成绩自然也差了。成绩差反过来又影响了学
习心理的健康发展，更谈不上创造心理的发展了。

5、人际关系心理方面。大学时代是一个渴望友情又追求孤独
的时代，大学生们既希望有一方完全属于自己的自由角落，
又害怕孤独，他们常常处在个体心理闭锁又渴求建立良好的



人际关系的心理冲突中，不少同学将人际关系不适列为仅次
于考试焦虑的影响心理健康的问题。少数同学甚至产生社交
恐惧，部分同学则因与其他同学发生争吵或矛盾，不会处理
而十分苦恼。

6、性心理和恋爱心理方面。大学生已进入性生理成熟和趋向
成熟的阶段，而他们从校门到校门的学习生活经历导致了他
们社会化过程的后延，致使他们的性心理的成熟落后于性生
理的成熟，加上性知识的匮乏，他们常常在正常的性幻想、
性梦、性冲动后产生罪错感，少数同学甚至因此而影响了正
常的学习和生活。大学生不能正确处理爱情中的情感纠葛，
或失恋后承受不了压力而轻生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7、高校贫困生的心理问题。高校贫困生作为学生中一个特殊
的群体，他们特定的成长环境以及特殊的成长经历所带来的
巨大心理压力和心理素质的缺陷，给他们自身的健康成长和
成才带来了负面影响。贫困生的主要心理问题表现在：(1)、
自卑与自尊交织;(2)、焦虑与抑郁并存;(3)、敏感与孤僻共
生;(4)、无奈与愧疚交错;(5)、嫉妒与怨恨相伴;(6)、虚荣
与依赖互融。

8、情绪心理和挫折心理方面。大学生的社会情感丰富而强烈，
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与内隐性，他们容易受外界和暂时因素
的影响，情绪反应很容易被激发且难于控制，因此他们对因
考试失败、交友受挫、失恋、择业失败而引起的挫折情绪体
验表现出承受力低的倾向。

9、择业心理方面。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十分突出，
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他们出现了种种不正常的择业心态。
诸如：择业恐惧心态，表现在不了解就业政策和社会需求，
面对“自主择业”不知所措、甚至恐惧;盲目攀比心态，表现
在择业期望值过高;急功近利心态，表现在对职业和单位的选
择上过分功利化和经济化;择业过程中的心态失衡，如择业中
的自卑、嫉妒、焦虑等。



目前我国大学生的心理亚健康状态是普遍现象，据调查，在
校大学生中出现心理障碍倾向的约占20%~30%，有较严重的心
理障碍者约占10%，有严重的心理异常者约占1%，且该比例有
逐渐上升的趋势，因此帮他们解决心理问题势在必行。

面对压力，学会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或者顺其自然，自我调整。
在学习不理想的情况下，认真查找原因，找到适合自己的学
习方法，努力提高自己。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虚心请
教。面对问题，保持稳定的情绪，努力寻求解决的方法...这
些都体现了当代大学生的良好心理状态和健康的心理。

当代大学生是处在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时期，是承上启下的
时代。我们现在是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我们所处的时代正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只有拥有良好心理素质，
健康的心理状态的大学生才能体验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对自
己的优缺点都能作出恰当的、客观的评价，更好的报效祖国，
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心理健康的大学生，才能充分
发挥聪明才智和对环境有适应能力。在学业和事业上取得一
定的成功。

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调研报告篇五

我校共有43名幼儿，参加此次体检的幼儿有43人，体检率
达100%。镇卫生院对体检的幼儿进行了身高、体重、心肺、
血色素等检查和营养状况评估，查出咽部工肿大10人次，总
患病率达23.8%，各项检查正常幼儿33人，占总人数的78.6%。
通过检查，我们发现幼儿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但也存在以
下问题：

1、膳食结构搭配不合理。

2、农村幼儿保健意识差。

二、主要原因分析



一是膳食结构搭配不合理。随着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独生
子女和二孩家庭增加，大部分家长对小孩过于溺爱，没有合
理的调节幼儿饮食，偏食、挑食、吃零食等不良习惯普遍，
导致食欲减退或偏食，影响幼儿的身体健康，幼儿龋齿发生
率达20%。

二是农村幼儿保健意识差。据调查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差，技
术水平不足，农村家长缺少幼儿保健意识，特别“留守幼
儿”营养状况差尤为明显。

三、对策与建议

综合我校目前的情况，可按“四个强化”加强幼儿营养不良
防治工作，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一是强化宣传，加强幼儿营养知识的健康教育普及工作。幼
儿园要进一步加大对科学育儿知识的宣传力度，通过制作幼
儿营养知识专栏、开展现场咨询活动、举办科学育儿知识讲
座等方式引导广大家长避免过于溺爱幼儿，增强营养健康知
识。

二是强化指导，大力推广平衡膳食。学校要充分利用家长学
校开展形式多样的育儿知识讲座，聘请专业医生对家长科学
育儿进行指导，以增进幼儿的体格、智力发育，为未来储备
体智双优秀的人才奠定基础。

三是强化监测，在幼儿园定期开展幼儿体格检查登记。学校
要把幼儿体格检查登记纳入学校常规工作中。

四是强化控制，建立健全幼儿健康监测与控制的长效机制。
学校将进一步加大对幼儿园卫生经费的投入，强化教师的培
训，提高教师卫生保健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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