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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报告具有
语言陈述性的特点。报告的作用是帮助读者了解特定问题或
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大学生消费情况社会实践报告篇一

针对越来越明显的大学生消费热问题，我们进行了网络问卷
调查，其中对每月学生的主要花费进行了提问、对比、数据
分析，总结了我校大学生的消费主要去向，从普遍现象来看，
我校大学生中简朴的学生要明显多于肆意挥霍金钱的学生，
但是，现今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也直接导致了生活费用的明
显增加。

关键字：大学生、消费、物价、消费来源

正文：

本次的调查对象多为大二的学生，虽然反映出的问题不是很
全面，但是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从调查数据的整体来看，大
多数同学的月生活费都花在了伙食费、通讯费、交通费等基
本生活费用上，但是为什么生活费用会越来越大呢?我们分析，
可能是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物价上涨，物资丰富等原
因能造成的，此外，地域不同，环境消费水平的不同也是影
响大学生生活费用重要因素。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虽然目前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普遍提高，但大学生的消费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增长不
是很快。31%的大学生月生活费还限于400~600元，月生活费
水平主要集中于600~1000元，占到了59.5%，仅有7.1%的大学



生每月的生活费在1000~1200元以上，在120以上的只有2.4%。
从此项数据显示，大学生的基本消费结构还是十分正常的。

首先，我们发现大多数大学生对家长的依赖性很强，独立意
识较弱，他们的生活费来源大都仅仅来自于家庭(81%)，只有
极少数的学生会通过自己做兼职打工(7.1%)来减轻家庭的负
担。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大学生独立性差，责任感弱，生
存能力低下，不会体谅他人，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高校教育
和家庭教育存在的普遍问题，对于中和素质和人格培养的忽
视。被调查者资金主要是由父母或家庭提供这个数据还说明
了一点，这种情况是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普遍情况。很多社会
因素我们无法改变，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很多人居然认
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即使做兼职，大多数学生也不是为了
减轻父母的负担，或是尽早经济独立，而是为了要增长个人
的阅历和社会经验，大家经济独立意识之差可见一斑。比起
欧美发达国家的同龄人16岁就要经济独立来说，差距较为明
显。可是，换个角度思考，这也是我们提高大家经济意识的
一个突破口，需培养和加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
清崎曾经说过：理财与你挣了多少钱没关系，它是测算你能
留住多少钱以及能让这些钱为你工作多久的能力。

消费层次一定程度两极分化这是大学生消费中的另一个显著
特点。据有关资料显示，武汉大学生中其中年消费最高的达
到2850元，而年消费最低的只有210元。大学生年支出均值
为8383.96元。这其中有92.7%的大学生把家庭供给作为最主
要的经济来源，占其总消费的70%以上。家庭收入越高，对学
生的经济供给越多，构成大学生消费的一种特殊的奢侈格局，
主要表现在旅游、电脑、手机和娱乐等方面的消费上。在我
们的调查中也体现出了大学生消费的两极分化，不过高消费
的人还是少数的，仅2.4%的被调查者每月生活费在120以上。
而生活水平较低的学生主要是在娱乐、交际、通讯、衣着等
方面比较节俭，学习方面的花销也会适当减少。

研究了各个方面的支出金额后，我们发现学生们花费最多的



事在饮食方面，通讯费用和娱乐费用跟以往调查显示的结果
相比有增长的趋势，花费在学习方面的金额与其他方面相比
所占比例始终较小。由表中数据可看出，饮食方面支出居
于2540的人数最多，吃饭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较高，因此，
大学生这一群体的恩格尔系数较高，这可能是这一群体的特
点。总体来说上大学生的消费仍然处于温饱阶段，即吃饭穿
衣仍然是支出的主要方面;但是这种温饱已经有向小康过度的
趋势了(这点由我们日益增多的娱乐、通讯支出，潜在恋爱支
出就可以看出)。

花费在学习方面的费用所占比例不大从侧面反映出当代大学
生的学习心态不是很积极，学习欲望不是很强烈，经历过多
的放在娱乐和校园生活的其他方面了。学校和社会可以对大
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多买书，多读书，努力发展完善自己，
充实自己，提高自身价值。人际交往费用的增长，说明学生
越来越重视学校中的人际关系交往，这既是好事但也有值得
忧虑的地方。更进一步的思考综合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正
逐渐成长为新时代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大学生消费情况社会实践报告篇二

在大学读书的我们，目前基本上还没有能自主负担所有生活
开销的能力，所以，在花钱购物时就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能
肆意挥霍，许多没有必要的开销都应逐一免去，在大学期间
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

建议同学们要控制欲望，不要盲目炫耀，更不能攀比，攀比
心理的形成不可避免。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呢?首先，我们应树
立适应时代潮流的、正确的科学的价值观，逐渐确立正确的
人生准则，给自己理性的定位。大学生的确需要竞争意识，
但并不是所有的事物我们都需要争，生活上次于别人，并不
可耻，没有必要抬不起头来;多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购物时不
要急于出手，多参考别人的意见;另外要学会理财，制定每月



的开销计划，进行消费记帐也是大有帮助的。理财其实也是
一种管理能力，如何去管理自己的财富，进而提高财富效能，
如何去规划、管理自己的生活能力。

说实话，在之前我并没有对此类课程有过任何的好感，总感
觉这就是一门枯燥无味、政策性的一些课程，学与不学在基
本面来说似乎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不得不说，毛概这门课
给我的感觉不一样，真正意义上有了想去听一下的想法，或
许是这门课更多的涉及到了一些现实性质的问题而不全是一
套理论性质的说教。所以，当听说需要做实践调查的时候，
比起以往有了更多的热情在里面。

我们确定了调查题目后，在大家一起商讨的情况下，总算是
将最基础的定义问题解决了。其后，在明确了调查目的的同
时又制定了调查问卷的样板，在不断的修改与补充中，最终
的定稿总算是出来了。

在调查问卷出来以后，就是各组员分组向目标人群发放以及
回收调查问卷的各项工作。回收之后小组又一起将选择意向
汇总，统计各选择所占回答总数的比例从而进行相应的分析，
然后将结果汇总做成调查报告。这些事情说起来非常简单，
但是做起来也还是非常繁复的，其中有几个问题都必须得到
具体的解答，否则整个调查活动很有可能失败。

在调查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一些人可能比较忙，
而且防备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不太愿意填写我们的
问卷，也不愿意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不得不耐心解释和劝
说。还好，通过我们小组成员的共同努力，最终完成了实践
调查，获得了真实可信的材料。

在整个活动中大家都很积极，活动结束我们有了一些感悟和
体会：人们常说，劳动是伟大的，是光荣的，活动中也是忘
我的劳动，也是培养我们关心公共事业热情的。参加活动的
光荣感帮我们塑造了自己的美好心灵，处于这个时代的我们



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对我们的宠爱，是我们队劳动的
概念了解肤浅，没有劳动就没有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也就
是说只要是劳动，无论是什么劳动，都是光荣伟大的。

这次的集体活动，使我们体会到了集体的力量、集体的温暖，
，在整个过程中大家都在齐心协力的干活，没有抱怨。活动
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对劳动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让我们亲身
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和劳动的光荣，让我们重视劳动，重视
自己的劳动成果。活动也同样加强了我们的劳动观念，帮助
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学校这次组织的活动让我
们了解劳动的光荣和价值。最起码让我们都认识到了以后自
己的自行车一定要摆放整齐，不然会给别人带来麻烦，很小
的一件事我们也收获了很多。

大学学习与中学学习截然不同的特点是依赖性的减少，自觉
性的增强。大学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的内容是既传授基础知识，
又传授专业知识，教育的专业性很强。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比
中学要有很大扩展。大学生的学习虽然按照教师的要求进行，
但是不像中学生那样绝大部分时间是被动地完成教师布置的
任务，而是有相当大的自主性。教师课堂讲授往往是提纲挈
领式的，教师在课堂上只讲难点、疑点、重点或者是教师最
有心得的一部分，要求做到少而精，其余部分就要由学生通
过自学去攻读、理解、掌握，这势必要求大学生通过课外自
学掌握更多的内容。此外，大学生自我支配的时间较多，这
就决定了他们要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学习计划能力，合理安
排好自己的学习时间。所以，培养和提高自学能力是大学生
必须具备的本领。大学的学习不能像中学那样完全依赖教师
的计划和安排，只单纯地接受课堂上的教学内容，而必须充
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挥自己在学习中的潜力。这种充分体
现自主性的学习方式将贯穿于大学学习的全过程，并反映在
大学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学习的自主安排、学习内容和学习
方法的自主选择等等。



大学学习的自主性是大学学习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每个大
学生自学习惯的养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能否学好大学的
课程，而且影响到大学毕业以后能否不断地吸收新的知识，
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增强学
习自主性，培养和提高自学能力，是大学生必须完成的一项
重要任务，也是进行终身学习的基本条件。

大学生消费情况社会实践报告篇三

针对越来越明显的大学生消费热问题，我们进行了网络问卷
调查，其中对每月学生的主要花费进行了提问、对比、数据
分析，了我校大学生的消费主要去向，从普遍现象来看，我
校大学生中简朴的学生要明显多于肆意挥霍金钱的学生，但
是，现今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也直接导致了生活费用的明显
增加。

大学生、消费、物价、消费来源

本次的调查对象多为大二的学生，虽然反映出的问题不是很
全面，但是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从调查数据的整体来看，大
多数同学的月生活费都花在了伙食费、通讯费、交通费等基
本生活费用上，但是为什么生活费用会越来越大呢?我们分析，
可能是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物价上涨，物资丰富等原
因能造成的，此外，地域不同，环境消费水平的不同也是影
响大学生生活费用重要因素。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虽然目前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普遍提高，但大学生的消费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增长不
是很快。31%的大学生月生活费还限于400~600元，月生活费
水平主要集中于600~1000元，占到了59.5%，仅有7.1%的大学
生每月的生活费在1000~1200元以上，在120以上的只有2.4%。
从此项数据显示，大学生的基本消费结构还是十分正常的。

首先，我们发现大多数大学生对家长的依赖性很强，独立意



识较弱，他们的生活费来源大都仅仅来自于家庭(81%)，只有
极少数的学生会通过自己做兼职打工(7.1%)来减轻家庭的负
担。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大学生独立性差，责任感弱，生
存能力低下，不会体谅他人，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高校和存
在的普遍问题，对于中和素质和人格培养的忽视。被调查者
资金主要是由父母或家庭提供这个数据还说明了一点，这种
情况是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普遍情况。很多社会因素我们无法
改变，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很多人居然认为这是天经地
义的事，即使做兼职，大多数学生也不是为了减轻父母的负
担，或是尽早经济独立，而是为了要增长个人的阅历和社会
经验，大家经济独立意识之差可见一斑。比起欧美发达国家
的同龄人16岁就要经济独立来说，差距较为明显。可是，换
个角度思考，这也是我们提高大家经济意识的一个突破口，
需培养和加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清崎曾经说过：
理财与你挣了多少钱没关系，它是测算你能留住多少钱以及
能让这些钱为你工作多久的能力。

消费层次一定程度两极分化这是大学生消费中的另一个显著
特点。据有关资料显示，武汉大学生中其中年消费最高的达
到2850元，而年消费最低的只有210元。大学生年支出均值
为8383.96元。这其中有92.7%的大学生把家庭供给作为最主
要的经济来源，占其总消费的70%以上。家庭收入越高，对学
生的经济供给越多，构成大学生消费的一种特殊的奢侈格局，
主要表现在旅游、电脑、手机和娱乐等方面的消费上。在我
们的调查中也体现出了大学生消费的两极分化，不过高消费
的人还是少数的，仅2.4%的被调查者每月生活费在120以上。
而生活水平较低的学生主要是在娱乐、交际、通讯、衣着等
方面比较节俭，学习方面的花销也会适当减少。

研究了各个方面的支出金额后，我们发现学生们花费最多的
事在饮食方面，通讯费用和娱乐费用跟以往调查显示的结果
相比有增长的趋势，花费在学习方面的金额与其他方比所占
比例始终较小。由表中数据可看出，饮食方面支出居于2540
的人数最多，吃饭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较高，因此，大学生



这一群体的恩格尔系数较高，这可能是这一群体的特点。总
体来说上大学生的消费仍然处于温饱阶段，即吃饭穿衣仍然
是支出的主要方面;但是这种温饱已经有向小康过度的趋势
了(这点由我们日益增多的娱乐、通讯支出，潜在恋爱支出就
可以看出)。

花费在学习方面的费用所占比例不大从侧面反映出当代大学
生的学习心态不是很积极，学习欲望不是很强烈，经历过多
的放在娱乐和校园生活的其他方面了。学校和社会可以对大
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多买书，多读书，努力发展完善自己，
充实自己，提高自身价值。费用的增长，说明学生越来越重
视学校中的人际关系交往，这既是好事但也有值得忧虑的地
方。更进一步的思考综合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两耳不
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正逐渐成
长为新时代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在大学读书的我们，目前基本上还没有能自主负担所有生活
开销的能力，所以，在花钱购物时就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能
肆意挥霍，许多没有必要的开销都应逐一免去，在大学期间
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

建议同学们要控制欲望，不要盲目炫耀，更不能攀比，攀比
心理的形成不可避免。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呢?首先，我们应树
立适应时代潮流的、正确的科学的价值观，逐渐确立正确的
人生准则，给自己理性的定位。大学生的确需要竞争意识，
但并不是所有的事物我们都需要争，生活上次于别人，并不
可耻，没有必要抬不起头来;多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购物时不
要急于出手，多参考别人的意见;另外要学会理财，制定每月
的开销计划，进行消费记帐也是大有帮助的。理财其实也是
一种管理能力，如何去管理自己的财富，进而提高财富效能，
如何去规划、管理自己的生活能力。



大学生消费情况社会实践报告篇四

权威发布，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

调查过程里，首先发现的就是是存在的问题。问题有许多，
包括课余时间充裕，但没有效利用，不会安排课余时间，没
正确认识课余时间，课余时间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多，课余生
活脱离社会，没有经验上的提高。其次是成因。之所以大学
生的业余生活的安排会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是有他
不可忽视的因素的。包括了各种主观、客观的条件，在我们
调查的同时，我们也在自我的反省，反省自身是否也存在着
结果里的不良习惯，当然，我们也是存在着许多陋习的。所
以我们在调研的同时，也在虚心学习，改正。

所以通过这次时间报告给我们感受很深，其一就是了解到实
践中每一件事都不可小看，它不比我们学习中所遇到的问题，
学习中所遇见的问题通过几个公式，几个概念，总能得到一
个确切的答案，而实际中则不然，总会出现这样那样意想不
到的问题，也许只是个小问题，但也足够阻挡我们完成这件
事的脚步，还有要办成这件事，会有多种途径多种办法，我
们还要从这些方法中选出最便捷最合理的。

在这期间，我们也都意识到了一个东西的重要性，那就是团
队意识，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很难能够做到完全靠自己去完
成一件事，就算做到了，那也不知道得付出多少汗水，而且
得到的未必是最佳的方案。但虽说都知道团队意识的概念，
但做起来就并非那么简单了，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的
想法也不可能会一致的相同，而大家都会有捍卫自己的想法
的心理，于是便会出现争执，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最需要的
是平心静气的大家和和气气的讨论，这次实践的组员还都是
同学朋友，大家关系都还好，和和气气的讨论还好办到，但
日后工作中总会遇到和陌生人合作的时候，所以随时都应该
抱有一颗虚心求教的心，客观冷静的去看待自己和别人的方
法，即便是自己的方法要好一些，也要平和的组织好语言更



好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切不可急躁，也不能瞧不起别人的
想法。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需要
学习的东西很多，团队意识尤为重要，团队中每一个人都可
以是我的老师，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我可以从他们身
上学习到很多知识、道理。向他人虚心求教，与人文明交往
等一些做人处世的基本原则都要在实际生活中认真的贯彻，
好的习惯也要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培养。

当然，说到团队合作，既然是团队，自然也就离不开交流，
交流人人都会，但要做好却不那么容易了，要适时的适当的
表达出自己的想法，那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那需要时间与经
验的积累，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学习，还有在实践调查的过程
中，不只是我们发问卷，我们也收到了别人的问卷，说实话，
虽说帮忙填一下问卷只是举手之劳，但有时候做着自己的事
却被别人打断心中也会有些不愿意，所以将心比心，在找人
帮忙填问卷，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多用一些礼貌用语就显得
十分必要，所以我们也还在问卷末尾加上一个笑脸，说一声
谢谢，那样别人帮了忙心里也会觉得舒服一些。

我们的收获很多，虽不能玩玩全全用文字留在我们的报告里，
但我们会把它作为一份宝贵了的财富收藏起来，并以此激励
自身往后继续学习，在工作中去具体实践，在实践中继续锻
炼自己!

大学生消费情况社会实践报告篇五

针对越来越明显的大学生消费热问题，我们进行了网络问卷
调查，其中对每月学生的主要花费进行了提问、对比、数据
分析，总结了我校大学生的消费主要去向，从普遍现象来看，
我校大学生中简朴的学生要明显多于肆意挥霍金钱的学生，
但是，现今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也直接导致了生活费用的明
显增加。

关键字：大学生、消费、物价、消费来源



正文：

本次的调查对象多为大二的学生，虽然反映出的问题不是很
全面，但是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从调查数据的整体来看，大
多数同学的月生活费都花在了伙食费、通讯费、交通费等基
本生活费用上，但是为什么生活费用会越来越大呢?我们分析，
可能是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物价上涨，物资丰富等原
因能造成的，此外，地域不同，环境消费水平的不同也是影
响大学生生活费用重要因素。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虽然目前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普遍提高，但大学生的消费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增长不
是很快。31%的大学生月生活费还限于400~600元，月生活费
水平主要集中于600~1000元，占到了59.5%，仅有7.1%的大学
生每月的生活费在1000~1200元以上，在1200以上的只有2.4%。
从此项数据显示，大学生的基本消费结构还是十分正常的。

首先，我们发现大多数大学生对家长的依赖性很强，独立意
识较弱，他们的生活费来源大都仅仅来自于家庭(81%)，只有
极少数的学生会通过自己做兼职打工(7.1%)来减轻家庭的负
担。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大学生独立性差，责任感弱，生
存能力低下，不会体谅他人，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高校教育
和家庭教育存在的普遍问题，对于中和素质和人格培养的忽
视。被调查者资金主要是由父母或家庭提供这个数据还说明
了一点，这种情况是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普遍情况。很多社会
因素我们无法改变，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很多人居然认
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即使做兼职，大多数学生也不是为了
减轻父母的负担，或是尽早经济独立，而是为了要增长个人
的阅历和社会经验，大家经济独立意识之差可见一斑。比起
欧美发达国家的同龄人16岁就要经济独立来说，差距较为明
显。可是，换个角度思考，这也是我们提高大家经济意识的
一个突破口，需培养和加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
清崎曾经说过：“理财与你挣了多少钱没关系，它是测算你
能留住多少钱以及能让这些钱为你工作多久的能力。”



消费层次一定程度两极分化这是大学生消费中的另一个显著
特点。据有关资料显示，武汉大学生中其中年消费最高的达
到28500元，而年消费最低的只有2100元。大学生年支出均值
为8383.96元。这其中有92.7%的大学生把家庭供给作为最主
要的经济来源，占其总消费的70%以上。家庭收入越高，对学
生的经济供给越多，构成大学生消费的一种特殊的奢侈格局，
主要表现在旅游、电脑、手机和娱乐等方面的消费上。在我
们的调查中也体现出了大学生消费的两极分化，不过高消费
的人还是少数的，仅2.4%的被调查者每月生活费在1200以上。
而生活水平较低的学生主要是在娱乐、交际、通讯、衣着等
方面比较节俭，学习方面的花销也会适当减少。

研究了各个方面的支出金额后，我们发现学生们花费最多的
事在饮食方面，通讯费用和娱乐费用跟以往调查显示的结果
相比有增长的趋势，花费在学习方面的金额与其他方面相比
所占比例始终较小。由表中数据可看出，饮食方面支出居
于250――400的人数最多，“吃饭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较
高，因此，大学生这一群体的恩格尔系数较高，这可能是这
一群体的特点。总体来说上大学生的消费仍然处于“温饱”
阶段，即吃饭穿衣仍然是支出的主要方面;但是这种“温饱”
已经有向“小康”过度的趋势了(这点由我们日益增多的娱乐、
通讯支出，潜在恋爱支出就可以看出)。

花费在学习方面的费用所占比例不大从侧面反映出当代大学
生的学习心态不是很积极，学习欲望不是很强烈，经历过多
的放在娱乐和校园生活的其他方面了。学校和社会可以对大
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多买书，多读书，努力发展完善自己，
充实自己，提高自身价值。人际交往费用的增长，说明学生
越来越重视学校中的人际关系交往，这既是好事但也有值得
忧虑的地方。更进一步的思考综合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已经过去，我
们正逐渐成长为新时代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在大学读书的我们，目前基本上还没有能自主负担所有生活



开销的能力，所以，在花钱购物时就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能
肆意挥霍，许多没有必要的开销都应逐一免去，在大学期间
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

建议同学们要控制欲望，不要盲目炫耀，更不能攀比，攀比
心理的形成不可避免。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呢?首先，我们应树
立适应时代潮流的、正确的、科学的价值观，逐渐确立正确
的人生准则，给自己理性的定位。大学生的确需要竞争意识，
但并不是所有的事物我们都需要争，生活上次于别人，并不
可耻，没有必要抬不起头来;多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购物时不
要急于出手，多参考别人的意见;另外要学会理财，制定每月
的开销计划，进行消费记帐也是大有帮助的。理财其实也是
一种管理能力，如何去管理自己的财富，进而提高财富效能，
如何去规划、管理自己的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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