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高中学生研究性学习结题报告(汇
总5篇)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
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效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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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学生研究性学习结题报告篇一

【摘要】千差万别的研究成果在撰文上也有一个共同的模式，
即“题目、署名、前言、正文、结论”。对于中学生而言，
更多的可能是小论文式的调查报告。本文从调查记录、调查
报告的结构与组成要素和调查报告协作的一般格式三方面阐
述了研究性学习调查报告的撰写。

【关键词】研究性学习；调查报告；格式；撰写

调查报告是用来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研成果的文章，它对
科技的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起着推动作用。对于中学
生来讲，经过一段时间的辛苦研究，取得了第一手素材，该
撰写调查报告了，这是一个重要环节。因为调查报告是你思
想的外显形式。一方面，通过写调查报告，可以系统地组织
你所要表达的思想；另一方面，大家通过报告可以了解你究
竟都做了哪些工作，从而支持你的观点。

一、调查记录

调查研究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要按照调查提纲一步一步地
进行调查，提纲要包括调查对象各个方面的情况。

二、调查报告的结构与组成要素调查报告具有以调查过程和
结果来说明现象的特征。它一般包括题目、署名、摘要、关



键词、前言、正文、结论和建议、参考文献、附录这九个部
分。

三、调查报告协作的一般格式

调查报告的格式决定于研究成果的内容。研究成果因学科不
同、选题不同、性质不同、研究方法以及实验过程、逻辑推
理和结果的表现形式的不同而各有差异。具体撰写时的一般
格式包括如下几个部分：

1、标题

标题是对调查报告的高度概括，是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常
用一个动宾词组去表达，基本要求是确切、简洁、醒目和避
免雷同。调查报告的题目可直接揭示论点，也可点明论述范
围。标题可用判断句、陈述句，也可用疑问句。标题一般不
要超过15个字，太长的标题可分出副标题来。标题的构思十
分重要，好的标题能引人入胜，能使人抓住调查报告的中心
议题。

2、署名

署名的目的有三个：一是表明作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代价；
二是表示作者要对文章负责；三是便于同行或读者与作者联
系。为文章署名，只有文章的实际作者才应该署名。是个人
写作的，署个人的姓名；是集体的成果，署集体的名字，也
可以在集体的名义下，分署参加者个人的名字。

3、单位

单位包括作者的单位、作者的籍贯及作者单位所在地的邮政
编码。在署名下一格打上括号，在括号里写上作者的单位，
隔一个字写上作者的籍贯，再隔一个字写上作者单位所在地
的邮编。



4、摘要

摘要是调查报告基本思想的缩影，是调查报告的简单介绍，
是浓缩了的情报信息，目的是使其他人对全文有—个大致的
了解。

5、关键词

关键词是指文章中最关键、起决定作用的词语。它是文章内
容、观点、涉及的问题和类别等方面的标志和提示。一篇文
章关键词的个数根据文章内容需要可多可少，一般3—8个为
宜。

6、前言

前言亦称引言、引论、绪论、序论或导论，是调查报告的开
头部分即开场白。主要内容是提出问题、明确中心论点或阐
明研究的原因、目的和方法，或介绍研究的背景、范围及意
义，以使其他人对论述的内容先有个概括的了解。

7、正文

正文又称本论，即调查报告的核心部分，它是展开论题，对
论点进行分析论证，以表达你的见解和研究成果的中心部分，
占调查报告的绝大篇幅。正文的内容一般包括实验方法、理
论依据、实验结果、分析与讨论等。一篇报告只有想法、主
张是不行的，必须经过科学严密的论证，才能确认观点的合
理性和真实性，才能使别人信服。因此，报告主题部分的论
证是极为重要的。

8、结论

结论是调查报告的结束部分，即解决问题的部分，它起着画
龙点睛的作用，是整篇调查报告的归结。但不是实验结果的



简单重复，而是经过综合分析，将各种数据材料连贯起来，
思索判断，逻辑推理，形成总体论点。结论是去粗存精、由
表及里、抽象出共同的、本质的规律，它与正文紧密衔接，
与前言相呼应，使调查报告首尾呼应。它还要求结论写得措
词严谨、准确、鲜明。

9、参考文献

在报告最后列出重要的参考文献目录目的有三个：第一，表
示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第二，可加大报告的信息量，提
高报告的学术价值；第三，他人可以以此为线索查阅资料原
文。凡是在调查报告写作或研究过程中起到参考作用的文献
资料，都属于参考文献之列。

10、附录

各种调查表格、原始数据、研究记录等。就中学生的调查报
告来说，必须具备题目、署名、前言、正文、结论和建议、
附录这六个部分，其他不作统一要求。

高中学生研究性学习结题报告篇二

东亚家蝠（学名：pipistrellus abramus），又叫日本伏翼，隶
属于小蝙蝠亚目蝙蝠科伏翼属，是一种於东亚地区常见的小
型蝙蝠。一只成年东亚家蝠的个体身长可以有4.8厘米，尾部
则可以长4厘米，翼也可伸至3.6厘米。它们最喜爱住於旧式
建筑物上面的天花板及屋檐之内。它们主要捕食蚊及飞蛾等
细昆虫为主。它们广泛分布於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台
湾、韩国及日本等，我国华北、东北、华东和华南各地区均
有分布。

东亚家蝠一般在11月至次年3月冬眠，出眠后在6～7月间产仔

它可用作一种中药，用于久咳，疟疾，淋病，目翳等。



它的粪便也是一种中药，叫夜明砂，用于目疾。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农校的旧公室，我们在办公室
屋檐的缝隙里发现了蝙蝠的巢穴。我们不禁都产生了一个疑
问。如果蝙蝠长期在这种木制结构的古建筑里筑巢的话，那
么这就会对古老的文物造成腐食与破坏；若为了保护文物而
把蝙蝠栖息环境给破坏掉的话，就会造成许多蝙蝠流离失所，
甚至导致一个个小生命的凋谢。那么我们在保护动物栖息地
与保护文物的十字道路上，我们应如何选择？对于这个我们
必须深入探究一下。

这次蝙蝠调查活动我们收获良多，及体会到大自然的千姿百
态，也认识到了自然与人类发展的矛盾，既丰富了我们的自
然科普知识，也增强了我们的动手能力。世界总是那么的矛
盾，是保护蝙蝠来保护生态环境，还是为了保护古建筑来使
蝙蝠流离失所；是为了测量一次数据而意外伤害一个活生生
的生命，还是为了自己的良知而不忍下手让它自由的飞翔。
我的心中只有一个答案：生命最重要。这个世界是一个个生
命而组成，或强大，或弱小，但不管怎样世界因生命而精彩。
反观人类社会，一个个行尸走肉，为着利益而活着，为了几
个铜钱而残害多少生命。我大概是做不了什么生物学家，我
不忍心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我面前终结。那蝙蝠在网中拼命
挣扎的情形不时在我脑中闪现，我想说：保护每个物种，珍
爱每个生命。

观察过蝙蝠一段时间，也寻找过蝙蝠的巢穴，充分评估后开
展本次活动。学生对此也非常感兴趣特别是男生，觉得这个
课题非常刺激也非常有挑战。这个可能和人类这个哺乳动物
千百年来渴望飞行有关系吧。

第一天晚上带学生走了校园熟悉环境，第二天开始抓蝙蝠，
可能是人比较多，灯管比较多没有捕抓到蝙蝠。学生有些失
望，觉得如果不能亲密接触可能探究就只能停留在书籍和网
络当中。我觉得我们的方法是对的但是工具还是准备不充分，



两边的竹竿不够长。于是第二天我们换了两根长的竹竿。效
果就非常明显。在很短的时间内抓到了三只蝙蝠。本来我们
取样也就需要两只，一只雄性一直雌性就够了，但是我们前
两次都抓到了雄性，终于在第三次抓到了雌性蝙蝠。学生整
个晚上也非常兴奋，利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把调查报告七嘴
八舌的完成了。可能不是很成熟但是这个是他们的收获。从
中我们也对学生进行了环境教育特别是环境教育。因为这些
捕鸟网会伤害鸟类。

高中学生研究性学习结题报告篇三

参与学生：刘鑫杰、彭伟乐、陈奎明、刘曙通、刘禹琛、王
振宇、林文韬

指导教师：周杰敏、谢辅宇、吴嫣婷

在中国，蝙蝠是福气的象征。但是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
来说，蝙蝠的身影却越来越难以发现得到，而且夜行的习惯
使得我们也越发的感到好奇。恰好这次有了学农这个机会，
来到这个环境优美的生态校园，并意外的寻觅到它们的踪迹。
由此我们开始了一段奇妙的探索旅程。

（1）了解蝙蝠的身体结构和生活习性以及相关文化背景

（2）研究抓捕手段和安全防护措施

（3）观察并测量蝙蝠体型

（4）鉴定蝙蝠的品种与性别

（5）交流活动感受和探讨如何保护蝙蝠

1.分成四个小组，分别是蝙蝠的生活环境、蝙蝠的天敌和生
长过程、蝙蝠的繁殖以及校园蝙蝠的分类。



3.在第二天傍晚开始真正的捕捉行动，到稻田边张网捕捉，
我们发现七八只蝙蝠的黑影在天空中徘徊，我们用竹竿举起
细网，多次进行定点捕捉，最后分别抓到了三只蝙蝠，两只
雄性，一只雌性。除第一只意外死亡外，其他存活。

4.分组统计整理所搜集到得资料以及抓来的蝙蝠。

5.撰写专题报告

6.小组分享

高中学生研究性学习结题报告篇四

课题提出背景说明

自从1993年高考中增加考查数学应用能力的应用题以来，应
用题在中学数学教学中正在逐步受到重视，关于应用问题的
研究已成为当前中学数学的热点问题，历年来已升学或就业
的大量学生都暴露出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低下的弊端，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中学生的数学应用能力不容乐观无论是
思想意识、数学教材，还是课堂教学的设计，都远没有达到
大纲的要求，这也充分说明应用题教学还没有真正到位，需
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研究课题的目的和意义。

1、充分拓展教材的内容，加强应用题的趣味性和应用性。

2、培养学生对数学应用题的阅读理解能力。

3、提高学生运用数学知识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还其数学的本源——生活实际，生产实际，科学实验的实
际，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实际。开展好“实习作业”、“研
究性学习”等。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探索提高学生的应用能



力和实践能力的新路子，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新世
纪科学发展的新时代培养创新型人才。

任务分工：

组长负责组织好学生并确定个小组的任务

第一、小组在的带领下区社会上抽样调查居民近5年的消费水
平的变化

第二、小组在的带领下上网了解东方市的居民近5年的消费水
平的变化

第三、小组在的带领下整理前良小组收集的资料与数据

第四、五小组在分析整理数据

然后集体对数据用数学函数的观点来分析数据，并总结结论

活动步骤：

在xx年9月——xx年12月各小组按自己的任务分工进行数据的
调查，收集，整理

在xx年1月————-xx年2月分析数据并用现代技术对数据进
行整理

在xx年3月——xx年5月集体对数据用数学函数的观点来分析
数据，并总结结论

预期成果：

（1）根据新课程标准，开展教学改革，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2）通过调查学生在应用图表、阅读能力以及学习其它学科
与数学的关系等方面的情况，分析原因，并探索提。

（3）积极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根据教学内容组织学生参加社
会实践活动。通过参观学习、动手操作、写实验报告，为学
生解决实际问题积累经验，使学生感到学习数学知识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另外，提出问题比
解决问题更重要，尤其是从自己周围的实际生活中提出问题，
如果学生能养成善于观察、善于发现并提出问题的良好习惯，
不但能提高自己的建模能力，加强“应用数学的意识”，而
且能开发自己的创造力，将受益无穷。综合实践活动是跨学
科的课外活动，以专题讲座、考察活动、小组课题研究为主
要内容，除以课本设置的课题学习外，学生还可以根据自己
的兴趣和爱好自行选题，成立课外活动小组。高的策略和方
法。

【摘要】千差万别的研究成果在撰文上也有一个共同的模式，
即“题目、署名、前言、正文、结论”。对于中学生而言，
更多的可能是小论文式的调查报告。本文从调查记录、调查
报告的结构与组成要素和调查报告协作的一般格式三方面阐
述了研究性学习调查报告的撰写。

【关键词】研究性学习；调查报告；格式；撰写

调查报告是用来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研成果的文章，它对
科技的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起着推动作用。对于中学
生来讲，经过一段时间的辛苦研究，取得了第一手素材，该
撰写调查报告了，这是一个重要环节。因为调查报告是你思
想的外显形式。一方面，通过写调查报告，可以系统地组织
你所要表达的思想；另一方面，大家通过报告可以了解你究
竟都做了哪些工作，从而支持你的观点。

一、调查记录



调查研究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要按照调查提纲一步一步地
进行调查，提纲要包括调查对象各个方面的情况。

二、调查报告的结构与组成要素调查报告具有以调查过程和
结果来说明现象的特征。它一般包括题目、署名、摘要、关
键词、前言、正文、结论和建议、参考文献、附录这九个部
分。

三、调查报告协作的一般格式

调查报告的格式决定于研究成果的内容。研究成果因学科不
同、选题不同、性质不同、研究方法以及实验过程、逻辑推
理和结果的表现形式的不同而各有差异。具体撰写时的一般
格式包括如下几个部分：

1、标题

标题是对调查报告的高度概括，是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常
用一个动宾词组去表达，基本要求是确切、简洁、醒目和避
免雷同。调查报告的题目可直接揭示论点，也可点明论述范
围。标题可用判断句、陈述句，也可用疑问句。标题一般不
要超过15个字，太长的标题可分出副标题来。标题的构思十
分重要，好的标题能引人入胜，能使人抓住调查报告的中心
议题。

2、署名

署名的目的有三个：一是表明作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代价；
二是表示作者要对文章负责；三是便于同行或读者与作者联
系。为文章署名，只有文章的实际作者才应该署名。是个人
写作的，署个人的姓名；是集体的成果，署集体的名字，也
可以在集体的名义下，分署参加者个人的名字。

3、单位



单位包括作者的单位、作者的籍贯及作者单位所在地的邮政
编码。在署名下一格打上括号，在括号里写上作者的单位，
隔一个字写上作者的籍贯，再隔一个字写上作者单位所在地
的邮编。

4、摘要

摘要是调查报告基本思想的缩影，是调查报告的简单介绍，
是浓缩了的情报信息，目的是使其他人对全文有—个大致的
了解。

5、关键词

关键词是指文章中最关键、起决定作用的词语。它是文章内
容、观点、涉及的问题和类别等方面的标志和提示。一篇文
章关键词的个数根据文章内容需要可多可少，一般3—8个为
宜。

6、前言

前言亦称引言、引论、绪论、序论或导论，是调查报告的开
头部分即开场白。主要内容是提出问题、明确中心论点或阐
明研究的原因、目的和方法，或介绍研究的背景、范围及意
义，以使其他人对论述的内容先有个概括的了解。

7、正文

正文又称本论，即调查报告的核心部分，它是展开论题，对
论点进行分析论证，以表达你的见解和研究成果的中心部分，
占调查报告的绝大篇幅。正文的内容一般包括实验方法、理
论依据、实验结果、分析与讨论等。一篇报告只有想法、主
张是不行的，必须经过科学严密的论证，才能确认观点的合
理性和真实性，才能使别人信服。因此，报告主题部分的论
证是极为重要的。



8、结论

结论是调查报告的结束部分，即解决问题的部分，它起着画
龙点睛的作用，是整篇调查报告的归结。但不是实验结果的
简单重复，而是经过综合分析，将各种数据材料连贯起来，
思索判断，逻辑推理，形成总体论点。结论是去粗存精、由
表及里、抽象出共同的、本质的规律，它与正文紧密衔接，
与前言相呼应，使调查报告首尾呼应。它还要求结论写得措
词严谨、准确、鲜明。

9、参考文献

在报告最后列出重要的参考文献目录目的有三个：第一，表
示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第二，可加大报告的信息量，提
高报告的学术价值；第三，他人可以以此为线索查阅资料原
文。凡是在调查报告写作或研究过程中起到参考作用的文献
资料，都属于参考文献之列。

10、附录

各种调查表格、原始数据、研究记录等。就中学生的调查报
告来说，必须具备题目、署名、前言、正文、结论和建议、
附录这六个部分，其他不作统一要求。

指导老师：方盈欢

一、课题提出及研究目的：

校服，它能反映出一个学校所独具的风格特色。所以，校服
的合适与否，美观与否，是至关重要的。但现实中，我们中
国学生大多对本校校服并不满意，各所学校都存在学生拒穿
校服的现象。因此，了解中学生心中理想的校服是非常必要
的。



二、研究过程：

在市区里的几所普通高中进行问卷调查，各组员将所得数据
进行分类、筛选，讨论数据所反应的结果，组员们各抒己见，
其商论场面异常火爆，最后定下论文初稿。组内还有几位成
员上网查阅世界其他各国的中学校服风格及学生反应，又论
文调查即将诞生。

三、研究成果：

俗话说，服装最能表现一个人个性与审美观。作为新一代中
学生，校服与我们是接触最密切的，我们自然十分关注。在
现代都市生活中，有些人认为穿校服是学生的象征，那么，
既然是象征就要体现学生的个性和要求。对于我们高中生来
说，我们的思想随年龄的增长也渐趋成熟，能更好地突出高
中生的自身特点。

高中生校服相比于初中生已经改善了很多，冬季白蓝相间，
充满朝气。即使这样，我们还不难发现很多学生都修改了自
己的校服，把校服变成了自己喜欢的介于种种原因，我们小
组决定在同学中做一个调查，看看同学们对于校服的满意程
度及自己心目中的校服是什么样子。通过调查问卷，我们总
结出当代高中生不喜欢当今的校服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是对校服本身而言。现今校服的款式有些保守和古板，
无法显示出高中生应有的朝气和活力。校服的质量比较差。
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校服主要以化纤为原料，这种材料易
燃易破，而且对人身体有一定的危害。而校服的设计又过于
宽松肥大，校服的颜色也有些单一，大都以蓝，深蓝，另外，
学生的活动比较多，因此对校服的质量，透气性，吸水性有
了更高的要求，但学生校服这些方面做得不够全面，试问这
样的校服我们怎么会喜欢呢？其次，对高中生来说，他们的
年龄和思想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对事物有着自己个性的认
识，他们喜欢富有新奇，具有时代色彩的东西。校服设计的



落后已不能跟上高中生的思维方式。这是当今高中生不喜欢
校服的根本原因。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高中生的审美观
念也在不断加深，他们对校服的整体性要求得更加苛刻。高
中生对国外的校服是非常感兴趣的，观念上的差异势必会导
致高中生对现有校服的不满。

而通过我们的问卷调查也可以看出现在的高中生校服的款式，
颜色，质量等都不能满足当代高中生的需求，无法突出高中
生的精神面貌，张扬个性。在调查中，80%校服者几乎没有，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看出，对现今校服满意的学生几乎为零。
其中有90%的学生认为校服应该改进，有60%的学生希望校服
改成休闲式，这样既便于运动又不失个性品位，86%的学生认
为校服应该品牌化，这类人都是家庭较为富裕的追赶时尚的
人。而他们更注重质量，这才是关键。由上述数据可以看出
不少同学期待改进现有的校服。

在问卷调查中，有不少学生表示对一些外国的校服的款式、
颜色搭配十分喜爱，那种种“拒穿校服”的现象应该就会迎
刃而解吧。因此，我们又上网查找了外国一些学校的校服。

美国孩子追求个性、率真、极具青春活力。一些私立学校会
在学生毕业典礼上为学生准备统一、整洁而富含青春活力的
校服。英国校服款式经典、简洁大方，中学生必须穿着正统
西式校服，男生为正统西装、正规皮鞋、需要佩戴须佩戴领
花。这种经典的校服款式，以及严谨细致的服饰搭配，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英国学生的气质和审美观。校服沿用了多年的
皇室制服款式，不论是校徽、帽徽，无一澳大利亚学校则要
求每这看上去好像与我们的情形很相似。但事实上不然，因
己的校服十分满意：有正式场面必不可少的西装、领、蝴蝶结
（女）、白衬衫以及与之匹配的裤子、鞋子。

日本人在潜意识里非常注重统一制服所带来的社会认同感，
他们在生活中非常重视制服类服装，也愿意用心把这类服装
做好。这种文化背景使日本中学生喜爱这种大体统一，细节



个性的学生制服。日本的学生校服，已经成为国民文化不可
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尚化的款式设计是日服，体育课要
换上便于运动的体操服，有的学校要求在体育馆里换上体育
馆专用鞋。日本校服成功之处在于款式设计：男生校服阳刚
帅气，女生校服娴雅可爱，识。同时，日本校服设计有着强
烈的与时俱进意识，能够随着流行的变化，不断汲取时尚元
素对校服改进，这种设计有效地提高了日本新一代年轻人的
审美水平，也符合学生积极向上的现代意识。

如今，韩版其实韩国学生的校服也同样非常好看。男生大多
是白衬衫西装裤，女生通常是白衬衫加花格子百褶裙还有蝴
蝶结。青春中不乏时尚。韩国校服在款式上较为西化，夏季
上身为短袖衬衫，部分校服配以领带或领结，女生下身为及
膝裙，男生为长裤；春秋季节校服上身为长袖衬衫，部分配
以领带或领结，外罩各色西装外套或毛衣，女生下身为及膝
裙，长厚毛袜，男生为长裤。各校的校如帽子、长袜等。现，
其实不是学生排斥“穿校服”，而是中国的校服不符合学生
心里理想的标准。总结起来，有四点：

1、校服款式单一

目前多数校服款式陈旧，运动服几乎成为校服的代名词，

“千人一面”现象

严重。校服这种单一面孔严重抑制了学生对美的追求，压抑
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而且校服结构大多极为松垮，穿在身上
显出慵懒之态，无法体现出学生应有的活泼好动、生气勃勃
的特性。

2、不能体现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心理和生理特征，特别是进入
中学阶段，与小学生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已开始具备明确的
性别意识。而现在的校服在设计时并没有考虑到这点，使得
中学生在性别意识启蒙时期，没有因日常所穿着的服装而起



到良好的美育作用。

3、质量存在较大问题

但一些质地粗糙、不吸汗、起静电的服装面料，让穿着者有
明显的不适感，对学生身体健康十分不利。此外，还有穿着
不久就开线、破损等问题，甚至有被校服中的断针扎伤的案
例。目前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已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如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业标准“fz/t7302l—20xx针织学生服”。

4、购买方式单一且不透明

国内学生校服的购买方式只有一种，就是由学校指定款式和
价格，统一为学生量体定制。但这种收费不透明、带有半强
制性的校服购买方式已逐渐引起家长和学生的强烈不满。作
为消费者，家长和学生应该有权参与选择所购买校服的款式
和价位，而事实是，家长只能按照学校的要求交钱，这显然
不合理。因而，许多家长质疑，学生购买校服的钱是否真正
被用于校服的面料和制作上。

因此，只要学校能就这四个问题认真予以解决，相信会有意
想不到的效果。

四、心得体会：

通过本次研究性学习活动，培养和提高我们主动学习、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此外，在这期间，我们小组每个成员的都付
出了自己的努力。在搜索资料、共同讨论、相互交流、我们
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一篇记载着汗水和成果的论文，更实在的，
是我们自身素质和综合实践能力得到了提高，这恰好是新课
标教育宗旨和我们本次活动的目标所在。

在这次活动中，方盈欢老师不辞辛苦，悉心为我们指导，提
出宝贵意见，认真为我们审阅论文，在这里，我谨代表全组



同学感谢方老师的指导。

五、指导老师评析：

校服，与学生的学校生活密切相关，也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
生对它的关注。本组的几位同学，站在学生的角度，以校服
主人的眼光审视身边的校服存在的问题，较为深入地进行调
查分析，找出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他们合理规划、分工合作，无论是资料
的搜集还是校外访问的进行，他们都充分体现出了一种学习
研究的自主性，而他们展现给大家的成果，在我看来，这是
他们集体智慧的一次成功实践。

高中学生研究性学习结题报告篇五

一、课题提出及研究目的：

校服，它能反映出一个学校所独具的风格特色。所以，校服
的合适与否，美观与否，是至关重要的。但现实中，我们中
国学生大多对本校校服并不满意，各所学校都存在学生拒穿
校服的现象。因此，了解中学生心中理想的校服是非常必要
的。

二、研究过程：

在市区里的几所普通高中进行问卷调查，各组员将所得数据
进行分类、筛选，讨论数据所反应的结果，组员们各抒己见，
其商论场面异常火爆，最后定下论文初稿。组内还有几位成
员上网查阅世界其他各国的中学校服风格及学生反应，又论
文调查即将诞生。

三、研究成果：



俗话说，服装最能表现一个人个性与审美观。作为新一代中
学生，校服与我们是接触最密切的，我们自然十分关注。在
现代都市生活中，有些人认为穿校服是学生的象征，那么，
既然是象征就要体现学生的个性和要求。对于我们高中生来
说，我们的思想随年龄的增长也渐趋成熟，能更好地突出高
中生的自身特点。

高中生校服相比于初中生已经改善了很多，冬季白蓝相间，
充满朝气。即使这样，我们还不难发现很多学生都修改了自
己的校服，把校服变成了自己喜欢的介于种种原因，我们小
组决定在同学中做一个调查，看看同学们对于校服的满意程
度及自己心目中的校服是什么样子。通过调查问卷，我们总
结出当代高中生不喜欢当今的校服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是对校服本身而言。现今校服的款式有些保守和古板，
无法显示出高中生应有的朝气和活力。校服的质量比较差。
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校服主要以化纤为原料，这种材料易
燃易破，而且对人身体有一定的危害。而校服的设计又过于
宽松肥大，校服的颜色也有些单一，大都以蓝，深蓝，另外，
学生的活动比较多，因此对校服的质量，透气性，吸水性有
了更高的要求，但学生校服这些方面做得不够全面，试问这
样的校服我们怎么会喜欢呢？其次，对高中生来说，他们的
年龄和思想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对事物有着自己个性的认
识，他们喜欢富有新奇，具有时代色彩的东西。校服设计的
落后已不能跟上高中生的思维方式。这是当今高中生不喜欢
校服的根本原因。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高中生的审美观
念也在不断加深，他们对校服的整体性要求得更加苛刻。高
中生对国外的校服是非常感兴趣的，观念上的差异势必会导
致高中生对现有校服的不满。

而通过我们的问卷调查也可以看出现在的高中生校服的款式，
颜色，质量等都不能满足当代高中生的需求，无法突出高中
生的精神面貌，张扬个性。在调查中，80%校服者几乎没有，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看出，对现今校服满意的学生几乎为零。



其中有90%的学生认为校服应该改进，有60%的学生希望校服
改成休闲式，这样既便于运动又不失个性品位，86%的学生认
为校服应该品牌化，这类人都是家庭较为富裕的追赶时尚的
人。而他们更注重质量，这才是关键。由上述数据可以看出
不少同学期待改进现有的校服。

在问卷调查中，有不少学生表示对一些外国的校服的款式、
颜色搭配十分喜爱，那种种“拒穿校服”的现象应该就会迎
刃而解吧。因此，我们又上网查找了外国一些学校的校服。

美国孩子追求个性、率真、极具青春活力。一些私立学校会
在学生毕业典礼上为学生准备统一、整洁而富含青春活力的
校服。英国校服款式经典、简洁大方，中学生必须穿着正统
西式校服，男生为正统西装、正规皮鞋、需要佩戴须佩戴领
花。这种经典的校服款式，以及严谨细致的服饰搭配，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英国学生的气质和审美观。校服沿用了多年的
皇室制服款式，不论是校徽、帽徽，无一澳大利亚学校则要
求每这看上去好像与我们的情形很相似。但事实上不然，因
己的校服十分满意：有正式场面必不可少的西装、领、蝴蝶结
（女）、白衬衫以及与之匹配的裤子、鞋子。

日本人在潜意识里非常注重统一制服所带来的社会认同感，
他们在生活中非常重视制服类服装，也愿意用心把这类服装
做好。这种文化背景使日本中学生喜爱这种大体统一，细节
个性的学生制服。日本的学生校服，已经成为国民文化不可
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尚化的款式设计是日服，体育课要
换上便于运动的体操服，有的学校要求在体育馆里换上体育
馆专用鞋。日本校服成功之处在于款式设计：男生校服阳刚
帅气，女生校服娴雅可爱，识。同时，日本校服设计有着强
烈的与时俱进意识，能够随着流行的变化，不断汲取时尚元
素对校服改进，这种设计有效地提高了日本新一代年轻人的
审美水平，也符合学生积极向上的现代意识。

如今，韩版其实韩国学生的校服也同样非常好看。男生大多



是白衬衫西装裤，女生通常是白衬衫加花格子百褶裙还有蝴
蝶结。青春中不乏时尚。韩国校服在款式上较为西化，夏季
上身为短袖衬衫，部分校服配以领带或领结，女生下身为及
膝裙，男生为长裤；春秋季节校服上身为长袖衬衫，部分配
以领带或领结，外罩各色西装外套或毛衣，女生下身为及膝
裙，长厚毛袜，男生为长裤。各校的校如帽子、长袜等。现，
其实不是学生排斥“穿校服”，而是中国的校服不符合学生
心里理想的标准。总结起来，有四点：

1、校服款式单一

目前多数校服款式陈旧，运动服几乎成为校服的代名词，

“千人一面”现象

严重。校服这种单一面孔严重抑制了学生对美的追求，压抑
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而且校服结构大多极为松垮，穿在身上
显出慵懒之态，无法体现出学生应有的活泼好动、生气勃勃
的特性。

2、不能体现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心理和生理特征，特别是进入
中学阶段，与小学生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已开始具备明确的
性别意识。而现在的校服在设计时并没有考虑到这点，使得
中学生在性别意识启蒙时期，没有因日常所穿着的服装而起
到良好的美育作用。

3、质量存在较大问题

但一些质地粗糙、不吸汗、起静电的服装面料，让穿着者有
明显的不适感，对学生身体健康十分不利。此外，还有穿着
不久就开线、破损等问题，甚至有被校服中的断针扎伤的案
例。目前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已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如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业标准“fz/t7302l—20xx针织学生服”。



4、购买方式单一且不透明

国内学生校服的购买方式只有一种，就是由学校指定款式和
价格，统一为学生量体定制。但这种收费不透明、带有半强
制性的校服购买方式已逐渐引起家长和学生的强烈不满。作
为消费者，家长和学生应该有权参与选择所购买校服的款式
和价位，而事实是，家长只能按照学校的要求交钱，这显然
不合理。因而，许多家长质疑，学生购买校服的钱是否真正
被用于校服的面料和制作上。

因此，只要学校能就这四个问题认真予以解决，相信会有意
想不到的效果。

四、心得体会：

通过本次研究性学习活动，培养和提高我们主动学习、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此外，在这期间，我们小组每个成员的都付
出了自己的努力。在搜索资料、共同讨论、相互交流、我们
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一篇记载着汗水和成果的论文，更实在的，
是我们自身素质和综合实践能力得到了提高，这恰好是新课
标教育宗旨和我们本次活动的目标所在。

在这次活动中，方盈欢老师不辞辛苦，悉心为我们指导，提
出宝贵意见，认真为我们审阅论文，在这里，我谨代表全组
同学感谢方老师的指导。

五、指导老师评析：

校服，与学生的学校生活密切相关，也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
生对它的关注。本组的几位同学，站在学生的角度，以校服
主人的眼光审视身边的校服存在的问题，较为深入地进行调
查分析，找出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他们合理规划、分工合作，无论是资料



的搜集还是校外访问的进行，他们都充分体现出了一种学习
研究的自主性，而他们展现给大家的成果，在我看来，这是
他们集体智慧的一次成功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