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学社会实践报告(模板5篇)
“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
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
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
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报告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仅
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中小学社会实践报告篇一

20xx年8月14日上午

西湖区交警大队文新支队

文三西路与古墩路交叉路口

1、成立“珍爱生命”交通安全行动小队

2、参加西湖区交警大队文新支队交通安全知识讲座

3、打印80份“交通安全调查问卷”，对行人进行“交通安全
调查”，劝导行人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

(一)成立“珍爱生命”交通安全行动小队

由文澜小学准初一新生城西片部分学生8人组成“珍爱生命”
交通安全行动小队。

初一(6)班6人，初一(7)班1人，初一(9)班1人，加上部分家
长。

(二)参加西湖区交警大队文新支队交通安全知识讲座



上午8：30，我们一行人来到紫荆花路上的西湖区交警大队文
新支队，崔警官给大家讲述交通安全知识，告诉大家要增强
自己保护意识，在过马路时要看清指示灯。

(三)斑马线上的安全行动

1、调查目的：了解行人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以及对交通安
全的认识。

大家分工，每人完成10份调查问卷。

2、两人一组完成问卷汇总。

3、数据分析：通过数据统计，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1)85%的调查者认为在步行或骑车时，有闯过红灯的经历，
但很少。看来，闯红灯的行为很多人会去做，所庆幸的只是
偶尔闯一下。

(2)85%的调查者认为闯红灯很危险，坚决不能闯，还有15%的
人认为偶然闯一次没关系，这15%的人很危险啊。

(3)只有20%的调查者在开车或坐出租车时，会系安全带，开
车要系安全带的意识还非常薄弱。

(4)如果开车时，35%的调查者会在人行道前避让行人，65%认
为有时会。

(5)认为饮酒后坚决不可以开车的是100%。

(6)85%的调查者认为16岁以下未成年人可以坐在汽车的`副驾
驶座位上，其实这也是不太安全的，最好坐在汽车后排。

4、观察10分钟路口行人闯红灯情况：



3分钟：6人，无人闯红灯

3分钟：5人，1人闯红灯

3分钟：8人，无人闯红灯

其中1个小女孩不到十岁，在爸爸妈妈的看管下骑车上路。

我采取的行动：

劝说——“小妹妹，你知道几岁才能骑车上街啊?”“你要到
十二岁才能骑车上街哦，知道吗?”小妹妹点了点头。一旁的
叔叔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平时我女儿都没骑车上街。谢
谢你小朋友，你给我们上了一堂安全知识课!我们会做到的。
女儿，你说对吗?”小妹妹乖巧地说“谢谢大哥哥!我要多学
习交通知识，做一个遵守交通安全的好孩子。”

劝说有效!

1、学校里加强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知识教育，增强学生自己
保护意识。

2、十字路口，交警要加强执勤，及时劝说违法交通规则的行
人。

3、交通部门也要多宣传交通安全的教育。

只要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遵守交通规则，我们的社会就一定
会更加安全，更加和谐。

中小学社会实践报告篇二

我第一次打工的日子。和阿姨说好了的，我要去她的西餐厅
体验生活，七点钟必到，我便早早起床做好当效劳生的预备。



以前我去餐馆吃饭的时候，我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不
和效劳人员说话，而今日我作为一名效劳生，我想起以前的
我便觉得有些惭愧——今日我要去当效劳生了。在家简洁地
喝了一碗粥，我便和妈妈一起来到了一家事先联系好的西餐
厅，开头体验效劳生的生活。

我今日来打工的地方是xx市小出名气的一家西餐厅。一楼有
酒吧和茶吧，在大厅的`西北角有一外20平米的地方是音乐演
义驻唱的地方，二楼是西餐厅。餐厅经理依据我的身材给我
发了一套效劳生的服装，虽然搭配起来觉得是不伦不类，但
还是很感兴趣的，既然是效劳生嘛，就得去为客人效劳，怎
样把效劳工作做好这才是真格的。妈妈要我面带微笑，态度
要和蔼，仔细效劳。我心里虽然奇怪好玩，但必需仔细对待。

最开头，餐厅经理仔细地给我讲了一些有关效劳生的工作事
宜及一些要求，我都专心记在心里，我是负责端菜的。刚开
头真的有些手忙脚脚乱的，总是手脚不听使唤，时间一长我
就开头腰酸腿疼，而且总觉得客人在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这时我心里就很慌乱，我越想做好手脚就越出乱子，最终没
方法我就只好停下来，呆呆地站在一旁观看人家是怎样效劳
的。我突然觉得我干活的时候，是累赘，可是当我不干活杵
在一旁的时候，我又觉得自己很碍事。这种感觉很郁闷。心
情从一刚开头的奇怪好玩，到现在心情的低落。

中午，我心情不好只是淡淡地吃了口饭。心情却并没有好转。
预备下午的工作吧。我一开头还是站在一旁，看着其他的效
劳生谈笑风生为客人效劳，慢慢地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面
带微笑，仔细地把盘子碗摆放到位，手脚也慢慢听我的使唤
了，为客人上菜，最终我学会了为客人倒酒等效劳生必备的
一些学问要领，虽然很辛苦，但心里很是快乐，脸上也露出
了甜美收获的微笑，通过这次实践活动，我觉得我变得成熟
了一下子长大了很多。这时我感到一种幸福，由于我成长了。



中小学社会实践报告篇三

暑假期间社会实践活动是学校教育向课堂外的一种延长，也
是推动素养教育进程的重要手段。它有助于当代中学生接触
社会、了解国情。同时，实践也是学生学习学问、锻炼才能
的有效途径，更是当代中学生效劳社会、回报社会的一种良
好形式。只有正确的引导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投身到
社会实践中去，才能使学生们学有所用，在实践中不断学习，
在效劳中不断成长。通过暑假期间的社会实践活动，开阔学
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中学生活，对于青年学生的成长、成
才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暑假期间，学校让学生调查一下当
地的春节习俗、当地的进展变化。

放假时，当我们初一给孩子们做讲解，如何调查，调查什么
时候，学生们那种渴望学问的眼神深深的打动着我、震撼着
我，勤奋、刻苦、努力、上进是在场的每一个学生都具备的，
从他们那双布满求知欲的眼睛里，我可以清清晰楚的看到。
我不知为什么，或许是一种冲动。我的眼睛开头模糊了，我
想我真的是被他们感动了，被他们的纯真、活泼、朴实感动
了。在这些孩子的身上，我真正体会到了“从无望中查找盼
望”这句话的深刻含义，让我感觉到此做法是对的，假如这
次活动能增加他们对将来美妙的向往、对学问的渴求，那这
个活动就算是胜利了!

据了解，这次活动得到了当地了村干部和领导的支持，他们
是这个村庄为数不多的学生，教师和乡亲们给了他们太多的
期望，他们盼望学生能够走进大学，将来为这个村的.建立作
出奉献，现在虽然还没有初中毕业，但学生们愿尽自己最大
的努力回报母校和乡亲。

调查小组应邀请乘坐公共汽车动身于早上8：00准时来到家乡
的一家宏润纺织有限公司。首先，与孙经理见了面，孙经理
对学生的到来表示热闹的。他向学生具体介绍了生产，销售
等近几年的进展概况。之后，他带着学生参观了产品以及生



产线等进展了介绍。他要求学生在实践过程中要主动与公厂
的技术员们接触，多动手、多动脑，敢于发问，将书本上学
到的东西与实际相结合。最终他祝福调查小组的学生在本次
实践活动中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取得优异的成绩。调查小
组还到当地的敬老院询问老人，了解了当地的一些风俗，增
加了社会阅历。

这次假期实践以“善用学问，增加社会阅历，提高实践力量，
丰富假期生活”为宗旨，利用假期参与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
动，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从社会实践中检验自我。这次的
社会实践收获不少。也有一些缺乏，我个人认为以下四点是
在实践中缺少的。

一.在社会上要擅长与别人沟通。

如何与别人沟通好，这门技术是需要长期的练习。以前工作
的时机不多，使我与别人对话时不会应变，会使谈话时有冷
场，这是很为难的。与同事的沟通也同等重要。人在社会中
都会融入社会这个团体中，人与人之间合力去做事，使其做
事的过程中更加融洽，更事半功倍。别人给你的意见，你要
听取、急躁、虚心地承受。

二.在社会中要有自信。

自信不是麻木的自夸，而是对自己的力量做出确定。在屡次
的接触顾客中，我明白了自信的重要性。你没有社会工作阅
历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的力量不比别人差。社会工作阅历
也是积存出来的，没有第一次又何来其次、第三次呢?有自信
使你更有活力更有精神。

三.在社会中要不断地丰富学问。

学问如同人体血液。人缺少了血液，身体就会衰弱，人缺少
了学问，头脑就要枯竭。



以上是在这次假期社会实践学到的，知道了学问与实践相结
合的重要性，获益良多，这对学生今后的生活和学习都有很
大的帮忙，从中让学生有很大的启发：不管做什事都要坚持，
也锻炼了学生的坚持力!让学生在以后的人生路上更加顽强!
通过实践活动让学生更深刻的体会到付出和收获的关系，也
让学生知道金钱赚取的不简单!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要很努力
的学习，遇到困难要更加顽强!用学问武装自己，铸就祖国辉
煌的明天!

中小学社会实践报告篇四

今日我去参与了小区里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活动的内容是
帮忙小区的清洁工叔叔阿姨检小区内的垃圾。

我很早就来到了居委会门口，原本以为我是最早的，可到了
以后发觉好多小学生们早就在那里等候多时了。

在听了大妈三刻钟的如何捡垃圾和安全教育以后，我，和那
些祖国将来的盼望们，被分成了若干个小组，由不同的大妈
大叔带到不同的地方，预备和那些没有自觉消逝的在公路上
积累了几天都不愿走的烟火残骸们，还有那些满地被仆人抛
弃的可怜的瓜子果皮之类的东西“决一死战”，为了建立我
们完善无缺的和谐社会，我们必需在这满地的垃圾被那些图
谋不轨的破坏分子曝光之前把他们彻底去除！

在各位大妈大叔做了发动后，我们的斗志完全被激起了！像
冲锋的战士一样像哪一个个垃圾堆跑去，我们带着手套，拿
着塑料袋，戴手套的同学捡垃圾，拿塑料袋的同学收垃圾，
大家协作的非常默契，工作效率非常之高，不到两个小时一
百平方米草地上的垃圾就差不多被检光了。虽然正值梅雨，
但同学们的脸上都流下了一滴滴汗水，可依旧努力工作，只
有在去倒垃圾的路上才会略微休息，聊两句话。

据了解，大多数同学都是没有吃早饭，空着肚子来参与社会



活动的。当时已时至中午，可那些同学虽然肚子已经掌握不
住的在唱着合唱曲，但他们没有一丝怨言。有的同学放弃每
天仅有的.6个小时睡觉时间来参与这次活动，我大为震动！
我彻底明白了什么叫做差距！

一个小时以后，战役差不多完毕了，我们看着那碧绿草地，
没有一丝杂色，还有居委会大叔大妈们照旧和气的笑容，一
种莫名的欢乐油然而生，嘴角都拂过了一丝小小的微笑。

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这社会实践的阅历对我们来说是终生
受用的！

随着人们经济力量的提高，如今的青少年一代在小学就开头
有独立消费的行为，到了中学时代，他们一般都有一笔固定
的消费资金（零花钱），有了常常性的独立购置活动。例如
购置衣物：饰品、音像制品等自己喜爱的东西和上网交友消
遣等方面，虽然高消费的学生并不多，但是有关专家认为，
十几岁的中学生对一些社会现象的辨析力量不强，在一些变
味的“人际关系”的影响下，难免会仿照。因此，良好的消
费观念对于青少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现今，中学生的生活，
学习环境与其父母一代已完全不同，大局部家庭中的独生子
女的高消费生活越来越严峻。再者，由于目前一般家庭的经
济状况比以前有极大的改善。父母大多不愿自己的子女“受
委屈”，又随着家庭观念的转变，家长更敬重子女的意见，
鼓舞子女进展自身力量。因此，中学生在诸多的影响下消费
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中小学社会实践报告篇五

20xx年学生的成材之路与肩负的历史使命。社会才是学习和
受教育的大课堂，在那片宽阔的天地里，我们的人生价值得
到了表达，为将来更加剧烈的竞争打下了更为坚实的根底。
我在实践中得到很多的感悟！



一：挣钱的辛苦

成天在公司辛辛苦苦上班，每天面对的都是同一样事物，真
的好无聊啊！好辛苦啊！在那时我才真真正正的明白，原来
父母在外打工挣钱真的很不简单！

二：人际关系

在这次实践中，让我很有感受的一点就人际交往方面，大家
都知道社会上人际交往特别简单，但是详细多么简单，我想
也很难说清晰，只有经受了才能了解。才能有深刻的感受，
大家为了工作走到一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共性，
要跟他（她）们处理好关系得需要很多技巧，就看你怎么把
握了。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在交际中，既然我们不能转变一
些东西，那我们就学着适应它。假如还不行，那就转变一下
适应它的方法。让我在这次社会实践中把握了许多东西，最
重要的就是使我在待人接物、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这方面有
了很大的进步。同时在这次实践中使我深深体会到我们必需
在工作中勤于动手渐渐琢磨，不断学习不断积存。遇到不懂
的地方，自己先想方设法解决，实在不行可以虚心请教他人，
而没有自学力量的人迟早要被企业和社会所淘汰。

三：治理者的治理

在公司里边，有许多的治理员，他们就如我们学校里边的领
导和班级里面的班干部。要想成为一名好的治理，就必需要
有好的治理方法，就要以艺术性的治理方法去治理好你的员
工，你的下属，你班级里的同学们！要想让他们听从你的治
理。那么你对每个员工或每个同学，要用到不同的治理方法，
意思就是说：在治理时要因人而异！

四：自强独立

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招难！意思就是说：在家里的



时候，有自己的父母照看，关怀，呵护！那确定就是日子过
得无忧无虑了，但是，只要你去到外面工作的时候，不管你
遇到什么困难，挫折都是靠自己一个人去解决，在这二个多
月里，让我学会了自强独立！凡事都要靠自己！现在，就算
父母不在我的身边，我都能够自己独立！

五：熟悉来源于实践

一切熟悉都来源于实践。实践是熟悉的`来源说明白亲身实践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并不排斥学习间接阅历的必要性。
实践的进展不断促进人类熟悉力量的进展。实践的不断进展，
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促使人们去解决这些问题。而随着这些
问题的不断解决，与此同步，人的熟悉力量也就不断地改善
和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对熟悉的打算作用，熟悉
对实践具有巨大的反作用。熟悉对实践的反作用主要表现在
熟悉和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熟悉在实践的根底上产生，
但是熟悉一经产生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对实践进展指导。
实践，就是把我们在学校所学的理论学问，运用到客观实际
中去，使自己所学的理论学问有用武之地。只学不实践，那
么所学的就等零。理论应当与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实践
可为以后找工作打根底。通过这段时间的实习，学到一些在
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由于环境的不同，接触的人与事不同，
从中所学的东西自然就不一样了。

要学会从实践中学习，从学习中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