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学生借贷现象调查报告(实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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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报告的时候需要注意什
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报
告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大学生借贷现象调查报告篇一

大学生逃课的现象十分普遍，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关于大
学生逃课现象的调查报告，仅供大家参考。

大学是知识的殿堂,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如今的校园里却弥
漫这一种逃课的风气,而且这种不良风气的扩散的范围广,持
续的时间长,对校园文化有很大的破坏性。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对大学生逃课问题的.调查，找出大学生逃
课问题的主要原因，为高校改变现有的教育模式提供帮助，
加强教师、学生以及学校社会之间的共同发展,提高大学生的
整体素质,融洽师生关系、改进教育方法、提高教育质量等措
施，尽早解决大学生的逃课问题，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

本调查采取抽样调查。我们将从周口师范学院学生中抽取600
名进行抽查。

抽样方法采取分层抽样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把所
有学生按年级分成三个层次，每个层次抽取200人。其次在每
个层次中分系别进行整群抽样，以20：1为比例在各系进行调
查。

大学生逃课情况调查

问卷设计



本次问卷调查通过网上查找资料，询问同学等方法设计出以
下个问题。

由于大四学生正在实习无法进行有效地调查，故本次调查主
要以大一，大二，大三年级在校学生为对象。

开卷语

亲爱的同学:

您好!我们是周口师范学院新闻系05级的学生。为了了解大学
生的逃课情况，并进一步探寻其中的原因，帮助学校提高教
学质量，我们真诚地希望得到您的合作，协助我们完成这份
调查问卷。感谢你的配合!(本次问卷采取不记名方式)

(一)基本资料

1 请问你的性别?

a 男 b 女

2 请问你是大几的学生?

a 大一 b大二 c 大三

3 请问你的系别?__________

(二)调查内容

4您在大学期间有逃过课吗?

a从不

b基本不



c.有时

d. 经常

5 如果您有逃课，您认为

a.逃课是不对的

b.偶尔逃一次无所谓

c.有些课不得不逃

d.不逃课不算大学生

6.逃课的时候您一般做什么?

a.上网

b.上自习或去图书馆

c.运动

d.去逛街购物

e与男(女)朋友在一起

f.做兼职

f.其他

7 你认为逃课的原因是：(多选)

a 老师讲课很无聊



b 课程本身很无聊，没有兴趣

c 确实有事 只是不想上课

d 不喜欢某个老师 去了也是睡觉，没什么收获

e 老师不经常考勤

f 认为反正最后考试老师会划重点,去不去无所谓

g 其它

8.您经常逃的课___(多选)

a.马哲,邓论等基础课

b 教育学心理学等公共课

c.英语

d.专业课

e.选修课

f.视情况而定

9 请问你一周逃几节课?

a 1节-3节

b 4节-6节

c 7节-10节



d 11节以上

10 你所在的班级对逃课是否有相关的条文约束?

a.是

b.否

11 你认为大学生逃课是否会影响其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的提
高?

a.是

b.否

(三)逃课行为检测

11 你逃课后的心理?

a 很内疚

b 比较自责，但下次还会逃

c 无所谓

12.对经常旷课的同学的看法?

a、影响了班级荣誉

b、完全理解他

c、好羡慕

d、真的佩服，做了自己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e、____________

(四)对减少逃课行为的建议

13您认为要想使您不逃课，老师该怎样改进自己的教学?

a.风趣幽默一点

b.多讲点课本以外的知识

c.学识渊博一点

d.与学生有更多的交流

14 你认为怎样才可以使大家减少逃课?(多选)

a.学校出台严厉的措施

b.老师改善课堂教学方式

c.进行良好的学前教育

d.同学之间互相监督

e.出勤率作为综合测评的一项指标与奖学金挂钩

f.其他

15您认为以后逃课的现象会怎样?

a.不会消失，将成为一项“大学传统”

b.一定会消失



c.不好说

本次调查不足的地方，请同学们多多提出意见，我们将非常
感谢!

大学生借贷现象调查报告篇二

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大学生不逃课是件奇怪的事”，
如今像这样的话语在大学校园中极为流传。时下大学生逃课
也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对各高校来说是一个难题，也影响
到学校教学质量和学生专业知识的提高。正常的教学秩序会
促进校风的建设，同时也为学生的学习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本次的调查只要是大学四年的本科生，由于这个学期大四的
学生没有课时，调查年级从大一至大三。调查主要以显性逃
课为主题，共发了100份问卷，收回50份，经整理确认有效问
卷为50份。

调查表明大学期间从不逃课的大学生占32%，甚少的占22%，
有时逃课的占16%。经常逃课的占30%。

调查表明大多数学生逃课是为了上网占26%，上自习的占22%，
18%的学生是为了运动。18%的大学生是为了去逛街。16%的学
生是和男(女)在一起。

具调查表明，大多数学生知道逃课是不良的行为然而为什么
还要去做呢?这样的学生占66%。不属于的占10%，说不清的
占24%。

1、改革教学方式和管理。学生逃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老师的
因素。老师授课的内容单一，陈旧，授课方式过于死板，加
上老师上课没有动劲，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教师不注意
与学生的交流，而是只管自己满堂灌，激发不出学生的兴趣。



一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老师授课的目标，范围和程
度，提高老师授课水平。教师要增加课堂的灵活性，也要做
到理论联系实际的讲课方法，激发学生上课听课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二要增加老师的责任心。一些老师上课只是为了打
发时间，没有真正把心发在上课上，少了与学生的沟通和交
流，使课堂出现冷场。要建立一个教师“评优”的方式，激
发老师的积极性和生动性，同时要对老师的授课进行监督，
促使老师做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讲课吸引力。同时要扭转
非要学生在课堂上听课的教学观念，可以采取更生动活泼的
方式向学生传输知识，引导他们研究和学习。

2、合理安排课程，确定培养学生的目标。在安排课程时要考
虑到相应的专业要学习哪些课程，哪些专业需要补修哪些科
目。不要让学生觉得学习这个课程只是为了考试和学分，别
无用处。考试只是一个学生学习知识的考核，但是毕竟不是
学生的前途，没有必要的考试会削弱学生的进取心。要根据
学生的需要、社会的需要的问题相对专业性地对学生进行培
养，增强学生专业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特长，使学生的`综
合能力和创造力的个性得以发展。

3、要加强学生思想教育。大学生经历了高考来到大学面临的
是一个不同的环境，感情骤然放松，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
动力不足、学习方法不当。许多同学已经习惯于高中时的题
海战术，习惯于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刚入学时仍按高中时的
路子套，没有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自理能力、自制力不强。
58%的大学生认为逃课不会影响到学习和考试，38%的学生认
为逃课后不会自责。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正确引导大学
生进一步的了解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加强大学生的思
想修养和身心健康教育，端正大学生的学习态度，使他们明
白选课或是上课不是为了学分或是考试。同时大学生在校期
间应参加学校的各项有意义的课外活动，增加自身的社会实
践能力和社交能力。

4、学校要求学生在校期间的选课和应修得相应的学分要给学



生一个选课的自由空间，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来选
修自己喜欢的课程。不要应选课而选课而减少了学生选课的
兴趣，使学生的发展空间缩小，这样会使他们提不起学习的
精神和兴致，也使选课成了学生的负担，毕竟大学生现在学
的东西不是一个很完全的系统理论，只是吸收一些思考问题
的方法或是方式，当他们走上社会后必会学更多的使用性的
知识，同时他们可以变工作边补充知识营养。当然，学校也
要有自己的选课方针和管理，既要做到符合学生的需要又符
合学校自身的发展。在第二课堂上要多提供一些社会实践性
的东西，给老师和学生一个在课堂时间段参加社会实践，形
成学有所用的教学体系。

大学的逃课原因是多方面的，针对大学生逃课的多样性，学
校要注重学生的培养和教学的方式，根据学校的方针和政策，
提高老师授课水平和吸引力以至提高教学质量，更新教学内
容和模式，注重学与用的教学方法，注重课堂的趣味性，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正确引导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
世界观，才能减少学生逃课的现象，教学效率才能进一步提
高。

大学生借贷现象调查报告篇三

大学是知识的殿堂，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如今的校园里却
弥漫这一种逃课的风气，而且这种不良风气的扩散的范围广，
持续的时间长，对校园文化有很大的破坏性。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对大学生逃课问题的调查，找出大学生逃
课问题的主要原因，为高校改变现有的教育模式提供帮助，
加强教师、学生以及学校社会之间的共同发展，提高大学生
的整体素质，融洽师生关系、改进教育方法、提高教育质量
等措施，尽早解决大学生的逃课问题，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

大学生逃课情况抽样设计方案



本调查采取抽样调查。我们将从周口师范学院学生中抽取600
名进行抽查。

抽样方法采取分层抽样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把所
有学生按年级分成三个层次，每个层次抽取200人。其次在每
个层次中分系别进行整群抽样，以20：1为比例在各系进行调
查。

大学生逃课情况调查

本次问卷调查通过网上查找资料，询问同学等方法设计出以
下个问题。

由于大四学生正在实习无法进行有效地调查，故本次调查主
要以大一，大二，大三年级在校学生为对象。

亲爱的同学：

您好！我们是周口师范学院新闻系05级的学生。为了了解大
学生的逃课情况，并进一步探寻其中的原因，帮助学校提高
教学质量，我们真诚地希望得到您的合作，协助我们完成这
份调查问卷。感谢你的配合！(本次问卷采取不记名方式)

大学生逃课现象调查问卷

1请问你的性别？

a男b女

2请问你是大几的学生？

a大一b大二c大三

3请问你的系别？__________



(二)调查内容

4您在大学期间有逃过课吗？

b基本不

d.经常

5如果您有逃课，您认为

b.偶尔逃一次无所谓

d.不逃课不算大学生

6.逃课的时候您一般做什么？

a.上网

b.上自习或去图书馆

d.去逛街购物

e与男(女)朋友在一起

f.做兼职

f.其他

7你认为逃课的原因是：(多选)

b课程本身很无聊，没有兴趣

c确实有事只是不想上课



d不喜欢某个老师去了也是睡觉，没什么收获

f认为反正最后考试老师会划重点，去不去无所谓

g其它

8.您经常逃的课___(多选)

a.马哲，邓论等基础课

b教育学心理学等公共课

c.英语

e.选修课

f.视情况而定

9请问你一周逃几节课？

b4节-6节

d11节以上

10你所在的班级对逃课是否有相关的条文约束？

b.否

11你认为大学生逃课是否会影响其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的提
高？

b.否

11你逃课后的心理？



b比较自责，但下次还会逃

c无所谓

12.对经常旷课的同学的看法？

b、完全理解他

d、真的佩服，做了自己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e、____________

(四)对减少逃课行为的建议

13您认为要想使您不逃课，老师该怎样改进自己的教学？

b.多讲点课本以外的知识

d.与学生有更多的交流

14你认为怎样才可以使大家减少逃课？(多选)

a.学校出台严厉的措施

b.老师改善课堂教学方式

c.进行良好的学前教育

d.同学之间互相监督

e.出勤率作为综合测评的一项指标与奖学金挂钩

f.其他



15您认为以后逃课的现象会怎样？

a.不会消失，将成为一项“大学传统”

c.不好说

本次调查不足的地方，请同学们多多提出意见，我们将非常
感谢！

相关的精彩文章阅读分享：

大学生恋爱观调查报告广东年度薪酬福利调查报告民工子女
受教育现状调查报告

大学生借贷现象调查报告篇四

调查大学生逃课现象的意义

大学是知识的殿堂，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如今的校园里却
弥漫这一种逃课的风气，而且这种不良风气的扩散的范围广，
持续的时间长，对校园文化有很大的破坏性。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对大学生逃课问题的调查，找出大学生逃
课问题的主要原因，为高校改变现有的教育模式提供帮助，
加强教师、学生以及学校社会之间的共同发展，提高大学生
的整体素质，融洽师生关系、改进教育方法、提高教育质量
等措施，尽早解决大学生的逃课问题，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

大学生逃课情况抽样设计方案

本调查采取抽样调查。我们将从周口师范学院学生中抽取600
名进行抽查。



抽样方法采取分层抽样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把所
有学生按年级分成三个层次，每个层次抽取200人。其次在每
个层次中分系别进行整群抽样，以20：1为比例在各系进行调
查。

大学生逃课情况调查

本次问卷调查通过网上查找资料，询问同学等方法设计出以
下个问题。

由于大四学生正在实习无法进行有效地调查，故本次调查主
要以大一，大二，大三年级在校学生为对象。

亲爱的同学：

您好！我们是周口师范学院新闻系05级的学生。为了了解大
学生的逃课情况，并进一步探寻其中的原因，帮助学校提高
教学质量，我们真诚地希望得到您的合作，协助我们完成这
份调查问卷。感谢你的配合！（本次问卷采取不记名方式）

大学生逃课现象调查问卷

1 请问你的性别？

a   男     b  女

2 请问你是大几的学生？

a  大一     b大二    c    大三

3  请问你的系别？__________

（二）调查内容



4您在大学期间有逃过课吗？

b基本不

d. 经常

5 如果您有逃课，您认为

b.偶尔逃一次无所谓

d.不逃课不算大学生

6.逃课的时候您一般做什么？

a.上网

b.上自习或去图书馆

d.去逛街购物

e与男（女）朋友在一起

f.做兼职

f.其他

7 你认为逃课的原因是：（多选）

b 课程本身很无聊，没有兴趣

c 确实有事 只是不想上课

d 不喜欢某个老师 去了也是睡觉，没什么收获



f 认为反正最后考试老师会划重点，去不去无所谓

g 其它

8.您经常逃的课___（多选）

a.马哲，邓论等基础课

b 教育学心理学等公共课

c.英语

e.选修课

f.视情况而定

9 请问你一周逃几节课？

b 4节-6节

d 11节以上

10 你所在的班级对逃课是否有相关的条文约束？

b.否

11 你认为大学生逃课是否会影响其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的提
高？

b.否

11 你逃课后的心理？

b 比较自责，但下次还会逃



c 无所谓

12.对经常旷课的同学的看法？

b、完全理解他

d、真的佩服，做了自己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e、____________

（四）对减少逃课行为的建议

13您认为要想使您不逃课，老师该怎样改进自己的教学？

b.多讲点课本以外的知识

d.与学生有更多的交流

14 你认为怎样才可以使大家减少逃课？（多选）

a.学校出台严厉的措施

b.老师改善课堂教学方式

c.进行良好的学前教育

d.同学之间互相监督

e.出勤率作为综合测评的一项指标与奖学金挂钩

f.其他

15您认为以后逃课的现象会怎样？



a.不会消失，将成为一项“大学传统”

c.不好说

本次调查不足的地方，请同学们多多提出意见，我们将非常
感谢！

大学生借贷现象调查报告篇五

高校乃是高材生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地方。大学生，也被一致
认为是高素质者。然而如今，大学生作弊现象越来越常见，
更有部分学生对作弊见怪不怪、不以为耻。日前，一项相关
的调查报告显示，六成受访者表示自己或身边的同学在大学
期间作过弊。

最近，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对20xx人进行了一项调查，
有2/3的受访者感到如今大学生作弊现象普遍，50.6%的受访
者建议严格考场纪律，坚决杜绝大学生作弊。在受访者中，
有51.2%是在校生或毕业大学生。

2/3受访者表示大学生作弊现象普遍

就读于湖南某高校汉语言学院的徐雯大一上学期英语课程挂
科了，补考时还是不及格，需要重修。在跟同学交流时发现，
有同学作弊通过了考试，于是她也有了这种想法。大一下时
她在英语考试中作弊了：“当时我的室友坐在我前面我能看
见她放在桌上的答题卡，于是就抄了，最后顺利的通过了考
试。”

这次的经历尝到了甜头，大二时她开始在其他科目考试中作
弊。她试了不少方法——考前探查考场、将答案写在纸巾上、
把重点答案先写在桌子上等。她发现考试结束老师收卷时最
混乱，可趁机走动看看别人的考卷，把没确定答案的题目迅



速做好。这些都是在期末考试时才用，而且每次都能成功。
平时的测验监考太松，她会直接拿书出来看或使用手机。徐
雯的情况并非个案，有60.4%的受访者确认自己或周围同学在
大学时有过作弊行为，66.6%的受访者感觉大学生作弊现象普
遍，21.9%表示非常普遍。

山西一高校毕业生王檬在大二时选修了经济学作为第二专业。
经济学涉及到很多数理、统计学的课程，而文科生的她数学
不太好。为了通过考试，她开始作弊。“我和几个同学在考
试时会分工合作，有人负责找以前的考试题，有人整理答案，
有人将答案缩印。”王檬说，在双学位考试中作弊现象很常
见，作弊的同学彼此间并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在她看来，不
公正的考试现象也很多，她曾在参加秘书证考试时听到老师
直接向学生保证交钱保过，该老师在给分时也会照顾与自己
亲近的学生。

此次的调查表发现，有54.0%的受访者认为作弊可耻。然而竟
有12.6%的受访者觉得不可耻，33.5%表示不好说。对于作弊
行为，54.3%的受访者认为是不诚信的表现，53.4%认为是对
别人的不公平，34.7%表示应严惩作弊的学生。然而，有三成
受访者认为作弊是可以理解的，5.7%的受访者表示这不算什
么。上海社科联和上海信用研究会联合开展的20xx年“上海
高校学生信用指数调查”报告显示，大学生将作弊行为排在
失信行为的最前面，说明多数学生对作弊还保持正确的认识。

半数受访者表示要严格考场纪律

徐雯表示，高中翘一节课老师可能就会打电话叫家长，但大
学翘一个月的课可能都没人发现。文科专业大一课程比较枯
燥，她完全没有学习兴趣，不作弊就过不了考试。“很多学
生缺乏学习自觉性和主动性，对考试应付。平时不学习，临
时抱佛脚。”湖南大学法学院20xx级辅导员王耿翔认为，大
学生作弊主要是害怕挂科。当挂科的担忧超过了考试作弊被
抓的担忧时，学生就极可能作弊。但大学生作弊也有一些客



观上的原因：“现在的考试形式、评价体系过于僵硬单一，
对课程只注重最终的考试成绩而忽视平时的表现。当然，学
校防作弊的措施也有待完善。”

大学生考试作弊的原因，38.3%的受访者认为一些学生只想混
文凭，38.0%认为部分学生觉得不作弊吃亏，37.2%表示有些
学生对考试持应付态度，36.6%指出作弊代价太低。除此之外，
还有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足、同学间互相包庇、考
试难度大等原因。而且一旦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部
分学生作弊会影响到老师对每个同学的公平评价，也会引起
部分学生的心理不平衡。从学校角度来说即影响了人才培养
的质量，也破坏了校风。一旦形成思维定式，将来工作遇到
困难就会想找捷径。

怎样才能杜绝作弊现象？50.6%的受访者建议严格考场纪
律，47.7%认为要提高教学质量，46.7%表示加大惩罚力度，
41.3%觉得应创新考试方式，40.9%建议加强诚信教育，38.5%
表示要完善学生综合评价体系。王耿翔认为，学校应改善对
学生的考核机制。不仅要看考试成绩，也要注重平时的表现。
当然，学校也要加大对考试作弊行为的惩处力度。洪玫认为，
杜绝作弊要从他律和自律两个方面入手。自律是要提升个人
素质，他律一方面要靠学校建立并执行相关制度，一方面建
设个人信用体系及其数据库。完善奖惩机制，让守信者获益，
让失信者付出成本。高校应加强信用方面的宣传，让学生懂
的维护自己的信用。“学生的信用意识提高了，进入社会后
也能带动身边的人，这样整个社会的信用程度就提高了”。

你在大学时有作过弊吗？作弊行为时不守信的.表现，是对他
人的不公平，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如果是自己不够努力学
习，那就应该调整状态。即便是看到别人在作弊，既然知道
这是不守信的行为，那又为何要学习？总而言之，不管是主
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作弊行为总是应被禁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