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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个人素质的提升，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
报告的时候要注意逻辑的合理性。报告帮助人们了解特定问
题或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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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年货调查实践报告篇一

20xx年1月21日20xx年2月31日

亲戚、同学、朋友、家长、教师

问卷调查、电话咨询、谈

首先制作好问卷，电话咨询亲朋好友，再采用谈咨询家长、
教师来记录高中生的假期安排和外出情况，以便给出恰当又
合理的建议。利用网络整理出资料。

经过谈记录知道里部分高中生都喜欢蜗居在家里做作业，尤
其是高三学生，在为最后的冲刺做准备。高一学生比较悠闲，
部分喜欢外出，但是有小部分外出都是去网吧等不良场所。
虽然都喜欢外出，但是出去锻炼身体的极为少数。高一学生
外出的约有60%，但是锻炼身体的只有20%。高二学生外出的
约有40%，锻炼身体的只有15%。高三学生外出的只有15%，锻
炼身体的几乎是没有，只是微乎其微，仅有3%左右。经过计
算，高中生平均外出的.时间约为23个小时，一般都是去书店、
公园等公共场所。这些人中，是父母清楚原因后才外出的
有60%左右。

对于假期的学习安排，百分之百的学生会上网或者看电视，
平均在12个小时，因为不论是谁，都经受不住这些诱惑。高



一、高二的学生在完成寒假作业后，都喜欢上网或聊天，但
也有部分学生喜欢阅读有益书籍，约在12本书。高三学生做
完寒假作业后，还喜欢复习以前的知识，然后做做高考的题
目。

对于上述情况，我认为学生外出是不能完全否认的。因为一
些学生外出是为了有益身心，也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
一些学生在寄宿学校就读的就应该多多外出，否则一些学生
会因此得忧郁症，最后走上不归之路。我们现在的任务主要
还是学习，但是亲近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学习不能少，外
出也不能少。我们应该合理的制定好假期计划表，将学习和
外出相结合。

所以，以下是我给出的建议：

1、制定一张假期计划表，合理安排时间

2、外出时应先和父母说明原因，让父母放心

3、外出时最好是多去一些有益的地方，绝对不能去不良场所，
尤其是网吧

为了更好地安排学生外出与学习的时间，我们咨询了家长、
教师的意见，也上网采取了一些建议。

制定寒假生活计划：“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现在的初
中生更应该制定一张假期生活计划表，充实自己的假期生活，
同时也能合理的安排学习时间，不仅能学习还有走进自然。
在寒假的最后几天里，还可以写一份新学期的打算，为新学
期做好充分的准备。

春节年货调查实践报告篇二

在惊喜与迷惘中，一学期的大学生生活悄悄滑过，半年的大



学生活让我对社会实践充满无限热情和向往。于是，在结束
上学期的全部课程之后，我开始奔走于商业街的各种大大小
小的店面，想给我的社会实践找一个可靠的落脚点。时值寒
假，春节将至，各大商场，卖场都在筹备促销活动，于是促
销员便成为我的首选。

带着各种证件及一颗激动的心情，在商业街的小道上穿行，
终于通过重重面试，应聘上了中国网通青岛路分店的促销员，
当时的感觉妙不可言，毫不夸张的说，我当时想四年后大学
毕业，应聘上高薪工作的感觉也就如此了吧！中学时期，虽
然参加过社会实践，但那如同中国的应试教育，呆板，枯燥，
无味，只能在老师的带领下寻规蹈矩，丝毫没有自由发挥可
言，走进大学才有了自己的畅想和创意，才能真正去锻炼自
己，挖掘自己，从而提高自己！在这次为期只有两周的社会
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这一点，虽然时间不长，却让我对自
己有了全新的认识，对社会有了一定了解。

当然，这次知识一名临时促销员，没有专业知识还可以原谅，
但是如果作为网通员工，对顾客的疑问作不出专业回答，那
显然不是意见小事，可能就得做好被炒的准备了，为了能更
好的接纳这份工作，全心全意的投入到这份工作中，我参加
了临时促销员的培训，了解了一些基本知识。

没有工作技巧

恒心和毅力

如果工作是娱乐活动，能够不停地变化，那么工作的人都在
享受生活，但是工作毕竟是工作，每天重复做着同一件事情，
渐渐也失去了热情，做为一名临促，每天要站柜台将近12小
时，慢慢地有些厌烦，将工作坚持到底，恒心和毅力便变的
犹为重要，我从一开始的期盼上班变成了期盼下班，从一开
始的主动热情变成了应付了事，不管怎样，在自己不断加油
和坚持下，终于完成了我的实践活动。



当然，实践活动的视角不能仅仅停留在自我的层面，通过这
次实践活动，我更亲密的接触了社会。从手机的更新换代看
出了社会的日新月异，手机含概功能越来越多，外型设计越
来越时尚美观，而且趋向智能化。而透过消费者又能看出人
民生活水平，消费水平都在不断提升，社会科技发展又在提
倡人文科技，追求着绿色发展。以消费者作为一个样本，进
行抽样调查，我发现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也透漏
出xx大之后，提出的继续推进"三农"成功在望，人民思想道
德素质也上升到新层面，小眼看世界，也看出了社会的进步
与文明，小事情也反映出社会大问题。通过对手机的了解，
也看到了中国手机行业的问题，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产品
在市面上价格很低，但销售量并不高，消费者反映国产手机
不耐用，这就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希望国产品牌在追求时尚
的同时注重质量，在不久后的销售量排行榜上，看到咱们中
国品牌。

一次经历便是一份财富，一种体验边有一种感受，xx年的钟声
敲响，新一学期又紧接而来，我将走上新的征程，通过这次
实践，我对自己以后的生活有了新的规划，这次实践活动增
强了我的社会责任感，团结合作精神，让我了解了社会，同
时锻炼了自己，相信在以后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它将是
我的一份教本指引我驶向成功！

春节年货调查实践报告篇三

在春节期间，我国每个民族都要举行各种活动庆祝，作为一
名中学生，在学习课本知识的同时，更应了解这丰富多采，
带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春节。

xx年xx月xx日

家中及周边

家中及附近老人



询问并记录

在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从腊月二十三二十四直到正月十
五。

腊月二十三/二十四祭灶扫尘民谣中“二十三，糖瓜粘”指的
即是每年腊月二十三的祭灶。传说灶王爷自上一年的除夕就
一直留在家中，到了腊月二十三日灶王爷便要升天汇报这一
家人的善行恶行。送灶多在黄昏入夜之时举行，一家人到灶
房摆上桌子，向灶王爷敬香，供上甜品。举行过祭灶后，便
要扫尘，新春扫尘其用意是要把“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

腊月二十七/二十八洗浴"二十七洗疚疾，二十八洗邋遢"传统
民俗中在这两天要集中地洗澡、洗衣，除去一年的晦气，准
备迎接来年的新春。

腊月三十贴门神贴春联贴福字贴窗花贴年画守岁年吃饺子放
爆竹给压岁钱

除夕是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的晚上，有旧岁至此而除，
来年另换新岁的意思。过年都有贴门神春联的风俗。最初的
门神是刻桃木为人形挂在门旁，后来是画成门神人像张贴于
门。春联原题写在桃木板上，后来改写在大红纸上，有吉祥
避邪的意思，但守制要用白绿黄三色。贴福字、贴窗花、贴
年画都具有祈福、装点居所的民俗功能，是我国的一种古老
的民间艺术。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从吃年夜饭开始，这顿
饭要慢慢地吃，一直吃到深夜，而饺子则是饭桌上必不可少
的，民间有"好吃不过饺子"的俗语，在三十晚上12点以前包
好，到半夜子时吃。当新年钟声敲响时，整个中华大地上爆
竹声震响天宇。下面就是给压岁钱，这可是我最喜欢的节目
了。

拜年的形式



一是走亲戚的拜访。初一必须到长辈家，须带礼物。

二是礼节性的拜访。给同事朋友拜年，一般寒喧两句就要告
辞。

三是感谢性的拜访。一年来欠人家情，就要借拜年之机买些
礼物。

四是串门式的拜访。对于左邻右舍的街坊，见面彼此
说：“恭禧发财”

另外正月初一为扫帚生日，这一天不能动用扫帚，否则会扫
走运气、破财，而把“扫帚星”引来，招致霉运。这一天也
不能往外泼水倒垃圾。

正月初二祭财神

正月初二祭财神，这天各家把除夕夜接来的财神祭祀一番，
祭祀的供品用鱼和羊肉。

正月初五

正月初五俗称破五，说破五前诸多禁忌过此日皆可破。

过了正月十五，这一年的春节算是结束了

春节年货调查实践报告篇四

在春节期间，我国每个民族都要举行各种活动庆祝，作为一
名中学生，在学习课本知识的同时，更应了解这丰富多采，
带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春节。

20xx年x月x日



家中及周边

家中及附近老人

询问并记录

在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从腊月二十三二十四直到正月十
五。

腊月二十三/二十四祭灶扫尘民谣中“二十三，糖瓜粘”指的
即是每年腊月二十三的祭灶。传说灶王爷自上一年的除夕就
一直留在家中，到了腊月二十三日灶王爷便要升天汇报这一
家人的善行恶行。送灶多在黄昏入夜之时举行，一家人到灶
房摆上桌子，向灶王爷敬香，供上甜品。举行过祭灶后，便
要扫尘，新春扫尘其用意是要把“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

腊月二十七/二十八

洗浴

"二十七洗疚疾，二十八洗邋遢"传统民俗中在这两天要集中
地洗澡、洗衣，除去一年的晦气，准备迎接来年的新春。

腊月三十贴门神贴春联贴福字贴窗花贴年画守岁年吃饺子放
爆竹给压岁钱除夕是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的晚上，有旧
岁至此而除，来年另换新岁的意思。过年都有贴门神春联的
风俗。最初的门神是刻桃木为人形挂在门旁，后来是画成门
神人像张贴于门。春联原题写在桃木板上，后来改写在大红
纸上，有吉祥避邪的意思，但守制要用白绿黄三色。贴福字、
贴窗花、贴年画都具有祈福、装点居所的民俗功能，是我国
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从吃年夜饭开
始，这顿饭要慢慢地吃，一直吃到深夜，而饺子则是饭桌上
必不可少的，民间有"好吃不过饺子"的俗语，在三十晚上12
点以前包好，到半夜子时吃。当新年钟声敲响时，整个中华



大地上爆竹声震响天宇。下面就是给压岁钱，这可是我最喜
欢的节目了。

正月初一开门炮仗拜年聚财春节早晨，开门先放爆竹，叫
做“开门炮仗”。爆竹声后，碎红满地，称为“满堂红”。
春节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拜年，是人们辞旧迎新、表达美好
祝愿的方式拜年的形式一是走亲戚的拜访。初一必须到长辈
家，须带礼物。

二是礼节性的拜访。给同事朋友拜年，一般寒喧两句就要告
辞。

三是感谢性的拜访。一年来欠人家情，就要借拜年之机买些
礼物。

四是串门式的拜访。对于左邻右舍的街坊，见面彼此
说：“恭禧发财”

另外正月初一为扫帚生日，这一天不能动用扫帚，否则会扫
走运气、破财，而把“扫帚星”引来，招致霉运。这一天也
不能往外泼水倒垃圾。

正月初二祭财神正月初二祭财神，这天各家把除夕夜接来的
财神祭祀一番，祭祀的供品用鱼和羊肉。

春节年货调查实践报告篇五

调查对象：邻居、亲戚、朋友、市民

调查地点：庙会、灯会、商场、公园

调查时间：20xx年1月

调查目的：更多的了解我国的民俗文化、春节习俗和民间文



化

20xx年的春节就要到了，我们满心的欢喜，“春节”的到来
意味着春天将要来临，万物复苏，草木更新，新一轮生命、
成长和收获又要开始。人们刚刚度过冰天雪地，草木凋零的
漫漫寒冬，早就盼望着春暖花开的日子。当新春到来之际，
自然要充满喜悦，载歌载舞的迎接这个节日。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也经历了多个春节，也了解
一些春节风俗，这个寒假，我对春节风俗做了个调查，让我对
“春节”有了更新，更多的了解与认识。

春节俗称“年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自汉武
帝太初元年始，以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即“年”，春节
的日期由此固定下来，延续至今。

春节，即农历新年，俗称过年，一般指除夕和正月初一。但
在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
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
初一为高潮。春节历史悠久，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
神祭祖活动。在春节期间，中国的汉族和很多少数民族都要
举行各种活动以示庆祝。这些活动均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
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活动丰富多彩，
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然后就是家家户户准备年货，节前十
天左右，人们就开始忙于采购物品，年货包括鸡鸭鱼肉、茶
酒油酱、南北炒货、糖饵果品，都要采买充足，还要准备一
些过年时走亲访友时赠送的礼品，小孩子要添置新衣新帽，
准备过年时穿。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这几天跟着大人们去
买年货，商场里，菜市场，街上，到处是人山人海，好不热
闹，人们忙着买过年的新衣服，玩具，更多的是食物。因为
要写这个调查报告，我一点也不敢偷懒，只要大人们要出门，
我一定要跟上的。

在节前要在住宅的大门上粘贴春联。门前挂大红灯笼或贴福



字及财神、门神像等，福字还可以倒贴，路人一念福倒了，
也就是福气到了，所有这些活动都是要为节日增添足够的喜
庆气氛。我也是个心灵手巧的姑娘，窗花虽然是买来的，但
是我亲手装饰的，我还在门口挂了对灯笼，欢欢喜喜地在大
门上贴上了“福”字和对联，忙碌了半天，真是感觉蓬荜生
辉，有过年的味道了。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如何过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
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传至今。我缠着姥姥姥爷
给我讲春节的习俗，还是姥爷知识渊博，给我讲了好多好多
关于春节的趣事。

小年也叫祭灶节。祭灶，即祭送灶神升天，据民间传说，灶
王爷本是天上的一颗星宿，因为犯了过错，被玉皇大帝贬谪
到了人间，当上了“东厨司命”。他端坐在各家各户的厨灶
中间，记录人们怎样生活，如何行事，每年腊月二十三，灶
王爷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这家人的善恶，让玉皇大帝赏
罚。我早就知道小年要吃“小锅白糖”，应该就是基于这个
典故，一定要讨好灶王爷，帮我们到玉皇大帝那里多说好话
哦。

旧俗认为灶神上天后，天帝玉皇于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亲自
下界，查察人间善恶，并定来年祸福，所以家家祭之以祈福，
称为“接玉皇”。这一天起居、言语都要谨慎，争取好表现，
以博取玉皇欢心，降福来年。我知道了这些后，一大早就像
个小淑女乖乖的，表现特别好，妈妈自言自语到：“这孩子
是怎么了，难道是长大了，懂事了，不过一夜之间，变化也
太快了吧”我在一旁偷偷地乐着，自己默默品味着这节日的
滋味。

送灶神上天后至除夕才迎回，其间人间无神管辖，百无禁忌，
民间多嫁娶，被称为“赶乱岁”。乱岁是民众为自己设计的
调节社会生活的特定时段。岁末年终，人们有了闲暇与积蓄，



对于平时难得有精力操办大事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好时机。
因此，人们根据现实生活需要，发明了这一特殊的时间民俗。
可见，在传统社会里，民众生活秩序是依赖着民俗进行调节
的。

腊月二十三后，家家户户要蒸花馍。大体上分为敬神和走亲
戚用的两种类型。前者庄重，后者花梢。特别要制做一个大
枣山，以备供奉灶君。“一家蒸花馍，四邻来帮忙”。这往
往是民间女性一展灵巧手艺的大好机会，一个花馍，就是一
件手工艺品。在北方，就是蒸些豆馒头，我缠着姥姥也要参
加包馍馍，磨了好半天，姥姥才同意我包一个，看上去和简
单，真的动起手来，可是有些力不从心，要把豆陷包到里面，
还要把馒头包圆，不简单。要是平时我还真没有这耐心，不
过是过节要做的事情，还是细心，小心翼翼地包着，终于包
好一个豆包包，虽然不漂亮，但是我手里的果实。姥姥还给
我讲，在南方还有春节包粽子的风俗呢，我的思绪飘到了遥
远的南方，看着面板上的馒头，竟都变成了可爱的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