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际关系报告心理(大全5篇)
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
容同样也是不同的。那么报告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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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际关系报告心理篇一

人生活在社会中，离不开他人的交往与协同，如何处理好各
种人际关系就成为世人皆要碰到的，谁也回避不了的事情。
人的成长、发展、成功、幸福都与人际关系密切相关。没有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没有生活基础。对任何人而言，正常
的人际交往和良好的人际关系都是其心理正常发展、个性保
持健康和生活具有幸福感的必要前提。为了深入了解大学生
人际关系究竟如何，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治安0704区
队第四调查小组展开了一次大学生人际关系的问卷调查活动。

二、 调查基本情况

(一)调查时间：20xx年6月

(二)调查地点：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和南京师范大学
的图书馆

(三)调查对象：本次调查以仙林大学城内南京森林公安高等
专科学校和南京师范大学所有在校大学生为总体。

(四)抽样方法：本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办法进行问卷调查，
当场发放当场回收，不分性别，每人一份问卷，共发放调查
问卷60份，回收的有效问卷为59份，有效回收率为98%。其中
男生37人，女生22人。以下是被我们调查的大学生所在年级
的分布图。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对于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初步了解

(二)大学生人际关系现状

大学生处于一种渴求交往、渴求理解的心理发展时期，良好
的人际关系，是是他们心理正常发展、个性保持健康和具有
安全感、归属感、幸福感的必然要求。人际交往是大学生生
活的基本内容之一。同学之间、师生之间、老乡之间、室友
之间、个人与班级以及和学校之间等错综复杂的社会交往，
构成了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网络系统。

有50.8%的大学生表示“以前的好友多，现在的好友也多” ，
有10.1%的大学生表示“以前的好友少，现在的好友多” 。
也就说有60.9%的在校大学生表示“现在的好友多” 。不难
看出，大学生与同学间的交往是最普遍的。一方面，大学生
年龄相仿、经历相同，兴趣爱好相近，又共同生活在一个群
体，学习相同的专业，沟通与交往容易;另一方面，大学生来
自不同地域、不同家庭背景、生活习惯，个性气质差异，再
加上大学生空间距离小，交往密度高而自我空间相对狭小，
而对人际交往的期望较高。

(三)大学生与室友之间的人际关系状况

寝室是大学生生活、活动的主要场所，寝室的人际关系直接
的影响到寝室成员的生活、学习和心理健康。和谐的寝室关
系能促进大学生社会生活适应能力，为将来走向社会做好准
备。因此，研究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是很有必要的。调查研
究发现，有28.8%(17人)的在校大学生表示与舍友的关系“非
常融洽” ;有49.2%(29人)的在校大学生表示与舍友的关
系“还算融洽” ;有22%(13人)的在校大学生表示与舍友的关系
“一般” 。根据此次调查的结果看，当前大学生宿舍人际关
系状况还是比较好的。

此外，我们还对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的人际关系进行了比较



研究。结果发现女大学生的人际关系要比男大学生的人际关
系差得多。主要原因是女大学生心眼小、喜欢消极夸张地评
价人或事，相互之间就会产生误解，导致了同学之间即一步
隔膜，产生孤独和痛苦。这些因素使得女大学生人际关系的
负性影响明显高于男大学生，女大学生更多的受到宿舍人际
关系的困扰。

以上研究带给我们启示，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将那些兴趣性
格比较相近的大学生安排在一起，会适当的减少冲突，促进
宿舍人际关系的和谐，进而增进同学之间的友谊。相对而言
南京师范大学可能会做到这一点，但对于我校来说根本不可
能。

(四)大学生之间的冲突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影响大学生人际关系的主要原因并
不是什么巨大的利益冲突，无外乎一些生活琐事，对生活习
惯以及日常行为观点不一致引发的小争执。统计时，我们专
门还为男、女大学生的冲突来源状况作出了统计，结果显示，
这些现象表现在女生身上更为明显。

人际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可能会引起大学生情绪上的消极反
应，但是人际冲突不仅仅是坏事，关键怎么去解决冲突。俗
话说“不打不相识”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对人际冲突问题
的解决能力的高低也是衡量大学生个体认知适应性发展的良
好指标。

在这个研究中，大学生跟多愿意采用主动沟通的方法去解决
问题，但是还是有一些人采用迁就和冷战这种回避性的策略，
这种方法暂时可以平息冲突，但是并没有根本上去解决，以
后冲突可能重新爆发，甚至升级。那么，如果即使有了冲突，
大家都知道怎么去积极主动的化解冲突，化敌为友，那么，
再差的人际关系都一定可以改善的很好。



四、小结

本研究通过抽样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从大学生的人际交往
能力、人际关系状况、好友状况、室友之间 人际关系状况、
大学生之间的冲突以及解决冲突的策略等方面描述了大学生
朋友人际关系的总体情况。我们知道，人际关系是人们在生
活实践中通过互相交往与互相作用形成的人与人的直接心理
联系。大学生人际关系是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特殊产物，是其
大学生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和谐、友好、积极、
亲密的人际关系对于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是有益的，紧张、
消极、敌对的不良人际关系对大学生的工作、学习、生活是
有害的。每一个人都希望与他人友好相处，都希望自己能拥
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笔者认为，要想改善自己的人际关
系应做到以下几点：

1.主动开放

2.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摆正位置，了解大学校园人际关系的
特点。

3.谦虚谨慎，摆正位置。

4.平等相待，真诚相处。

5.要宽宏豁达，学会体察对方立场，真诚待人。

6.心理互换与相容。

7.合作协助，友好竞争。

8.要努力塑造良好的个人形象，改善性格上的不足之处，注
重自身能力的培养。



人际关系报告心理篇二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际关系，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篇
关于人际关系的调查报告，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在银泰实习了5个月，我接触了各种人，男女老少都有，但是
不管是怎么样的人，都被一条线连着——关系。常常听人说，
有关系好办事，以前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悲哀的现象，让
人不齿，更羞于看着自己身边的人托关系。现在我不这么想
了。因为，关系，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另一种体现形式。

人降生于世界上，就是为了认识更多的人，人与人之前的联
系，就叫人际关系。

其一，人际关系的表现形式

人际关系有多少种表现形式呢?不知道。因为很多。比如亲人
间的，情侣间的，还有更多的是和陌生人的。以前有本书上
写着，两个不认识的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六个人，特别是在现
在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
因为相同的爱好，甚至于相同的遭遇而认识的人不在少数，
我总是认为，人际关系是很奇妙的。本来是不相交的平行线，
往往因为千丝万缕而被串在了一起。俗话说“冥冥之中有天
意”所谓“天意”就是指关系。关系的表现形式有几大类：

一.按相熟程度分，主要有

1.一度人脉。所谓一度人脉，是指与本人有密切关联的人，
像亲人间，同学间，同事间的关系就是一度人脉，这类人脉
通常是需要经常联系的，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这
个是绝对必须的。

2.二度人脉。二度人脉，是指和与自己亲人，朋友等相熟的



其他人，经过与自己相熟的人为媒介，可以认识的人。一般
来说，二度人脉也许不如一度人脉联系密切，但多认识点朋
友总是没错的，而更重要的是，二度人脉可以发展为一度人
脉，可以认识更多的三度人脉和四度人脉以至于更多的关系。

二.按阶级程度分，主要就是上下级关系。上下级关系，不仅
仅指的是领导和员工，还有的是长辈和小辈，学长和学弟学
妹，老师和学生。

三.在人际关系中最特别的，陌生人关系。为什么说它特别
呢?因为人是奇怪的生物，有时候会为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更多的是单向认识的人付出很多。那个人，就是偶像。偶像
是人心灵的寄托，以前的偶像，是完完全全的泥塑，高坐于
庙堂，受着人们的顶礼膜拜，只是让人心安。而现在的偶像，
有的是真实人物，有的是虚拟的人物，他们的粉丝为他们组
成了一个个的团体，在团体里的人有着同样的爱好，因而可
以成为另一种人脉关系。

其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是相当奇妙的，有时无意识的成为朋友或者熟人，
在不经意的时候能造成意想不到的结果。所以，不管是有意
还是无意，为自己建立人际关系都是不会错的，那么新的问
题又出现了，该怎么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我认为，建立良
好的人际关系有以下几点要素：

1.倾听。边听边想边分析，分析这个人的性格和所遇到的一
切，针对他/她的个性做出可能令他/她满意的回答，从而和
他/她成为朋友。

2.从兴趣或者其他东西入手。这就是传说中的搭讪。像“吃
了没?”“今天天气不错”之类的，顺便聊到各自的兴趣上，
然后顺理成章的认识了。也可以说是双向沟通。



3.学会换位思考。为他人思考，想他人所想，不做别人讨厌
的事，不说他人讨厌的`话，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为了避免
说出令他人厌恶的话，还要加强对自己的了解，及时改正自
己的错误，有时候，一点点小错误也会导致别人的讨厌。

4.善于处理自己的情绪，因为更多的时候，与别人交往，多
多少少会产生一些负面情绪，这就要注意不要让自己的情绪
影响了他人。

5.主动交往。不主动出击，怎么会有收获?试着和他人接触，
聊聊各自的喜好，分享各自的经历，邀请朋友一起出去玩，
很多时候，朋友就是这样不经意之间交到的。

6.关心他人，宽容待人。当朋友遇到困难时，一个鼓励的眼
神，一句关心的话语，就能温暖人的心;当遭人背叛时，不要
暗暗诅咒，学会宽容，对于困境一笑置之，这样反而能赢得
他人的尊重。

7.保持已有的朋人际关系。经常和朋友保持联系，节假日时
别忘了发短信送祝福，心里有这个人，这无疑是最让人感到
欣慰和感动的。

人际关系不是可有可无的，虚拟飘渺的东西，而是切实存在
的。多个朋友就是多条人脉，朋友多，才真正有活在世上的
实感。一个没朋友的人，就是一个落单的人，一个不被人所
需要的人。需要是引发人欲望的因素，如果一个在世上的人
不被需要了，那是多么悲哀的事。所以，要处理好自己的人
际关系也是一门耐人寻味的学问，要研究这门学问需要更多
的时间和社会经验，通过妥善处理人际关系，很多做人的道
理也将不言而喻了。



人际关系报告心理篇三

（一）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三江学院1990年后出生（大一、大二年级）大学
生500人作为调查对象，其中涉及文新院、外国语学院、电子
信息工程学院、建筑学院等学院相关专业，共发放问卷500份，
回收有效问卷486份，有效回收率为97.2%，符合统计要求。
在486份有效问卷中，大一学生368人，占76%，大二学生
为118人，占24%；男生268人，占55.1%，女生218人，
占44.9%；理工科学生255人，占52%，文科学生231人，
占47.6%。

（二）调查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以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
校心理学家编制的《人际交往能力问卷》（中文版）两个问
卷进行人际交往能力现状调查，同时通过各种形式的座谈会、
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的讲授、讨论会和个体分析，对在校90
后大学生人际交往的情况进行了解。自编问卷包括学院、专
业、性别、年级、生源地、家庭经济情况、是否担任学生干
部等基本信息，问卷从家庭教养、交往范围、网络交往状况、
交往态度和原则、交往内容、交往方式、交往动机、交往认
知和交往冲突及处理情况等9个维度；《人际交往能力问卷》
包括主动交往、适当拒绝、自我表露、冲突管理与情感支持5
个维度，从而剖析良好人际交往中的障碍性因素，力求探寻
改善90后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对策措施。

综合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的结果显示，大学生精力充沛、思
维活跃、兴趣广泛，内心有交友渴望，普遍比较重视在校期
间同学人际关系，并希望能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融入集体
生活。调查显示，大部分的90后学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能够
听取别人的意见。其中，有131人在交往中会坚持自己的观点，
绝不让步，占调查人数的27%，298人在交往中能听取别人的



意见并考虑对方的意见是否合理，占调查人数的61%，还有57
人表示会直接接受对方的观点，占调查人数的12%。可见，大
部分的90后学生对人际交往的态度比较理性，但是由于90后
的大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很多学生从小就形成了以自我为
中心的人生观，忽视他人和集体，不能或者不愿深入的了解
他人，关心他人，帮助他人。

在交往范围和方式上，调查显示，90后大学生结交朋友的最
主要的渠道是宿舍与班级，所占比例是59%，其次，社会实践、
网络、社团活动也是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很重要的渠道。在宿
舍人际关系上，对自己所处的宿舍关系氛围评价“融洽和
睦”的占33.8%，“较融洽”的占55.2%，可见大部分宿舍成
员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气氛友好、融洽，而还有7%的学生
表示宿舍关系“沉闷冷漠”，宿舍成员之间关系不太紧密，
成员之间互不关心，但这些宿舍并没有太大的矛盾和冲突，
另有4%的学生选择宿舍关系“较为紧张”；在班级人际方面，
调查显示，90后大学生对集体活动的态度是有35%的学生表
示“很热心”，在集体中，能积极投入、热心为班集体服务，
这类学生多为学生干部或者班级干部；55%的学生表示“比较
热心”，可见大部分学生还是比较愿意积极地参与集体活动，
另有10%的学生表示“不太热心”于大学的集体活动，部分学
生埋怨集体活动太多，安排不合理。

在交往方式上，除了与班级、宿舍及其他一般交往对象进行
面对面的.交往、交流外，在调查的学生当中，68%的学生表
示更习惯通过手机平台进行人际间的交流和沟通，同时，在
对学生的访谈中，也有不少学生表示信息化的网络平台对大
学生人际交往也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可见90后的大学生交
往方式日渐多样化，网络作为一个便捷的交往工具，给学生
们提供了多种交往方式，但同时，多样化的交往方式也会给
一些学生带来一定的无所适从感。

在交往的主动性方面，有36%的学生表示愿意和陌生人主动聊
天，在这部分学生中，男生所占比例为77%，可见男生较女生



在交往中更为主动，女生相对较为内敛，只有少部分女生愿
意主动与陌生人聊天。而在愿意与陌生人聊天的大学生当中，
采取小心谨慎态度的占75%，说明大部分的大学生对人际交往
的安全有所防范，只有7.9%的学生表示会对陌生人坦诚相待，
另有19%的大学生表示不会于陌生人接触，对于这部分学生来
说，他们的人际交往范围应该相对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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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报告心理篇四

进入大学之后，大学生们面临着新的环境、新的群体、重新
整合各种关系，处理好与交往对象的关系便成为大学生们新
的生活内容。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其今后事业发展与人生幸福
的基石。

从进入大学校门的那天起，大学生就会遇到个方便的人际关
系：师生之间、同学之间、舍友之间、以及个人与班级、学
校之间的关系等等。面对着如此多的人际关系，有的同学因
为处理不当，整日郁郁寡欢，心情沮丧;有的同学因为人际关
系紧张，精神压力很大，导致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而更多的



同学则由于不知如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而经常为苦闷、
烦恼的情绪所困扰。为此，笔者通过对我校和南京师范大学
两所高校的大学生朋友进行了问卷调查。希望借此能清楚地
了解大学生朋友人际关系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以便引起
大学生朋友的重视，为大学生人际关系的改善提供帮助。

一、引言

人生活在社会中，离不开他人的交往与协同，如何处理好各
种人际关系就成为世人皆要碰到的，谁也回避不了的事情。
人的成长、发展、成功、幸福都与人际关系密切相关。没有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没有生活基础。对任何人而言，正常
的'人际交往和良好的人际关系都是其心理正常发展、个性保
持健康和生活具有幸福感的必要前提。为了深入了解大学生
人际关系究竟如何，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治安0704区
队第四调查小组展开了一次大学生人际关系的问卷调查活动。

二、调查基本情况

(一)调查时间：20xx年6月

(二)调查地点：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和南京师范大学
的图书馆

(三)调查对象：本次调查以仙林大学城内南京森林公安高等
专科学校和南京师范大学所有在校大学生为总体。

(四)抽样方法：本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办法进行问卷调查，
当场发放当场回收，不分性别，每人一份问卷，共发放调查
问卷60份，回收的有效问卷为59份，有效回收率为98%。其中
男生37人，女生22人。以下是被我们调查的大学生所在年级
的分布图。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对于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初步了解

表1大学生对自己人际交往能力的评价

评价

人数（人）

（百分比％）

1

很好

11

18.6%

2

还好

42

71.2%

3



不太好

4

6.8%

4

很差

2

3.4%

(二)大学生人际关系现状

大学生处于一种渴求交往、渴求理解的心理发展时期，良好
的人际关系，是是他们心理正常发展、个性保持健康和具有
安全感、归属感、幸福感的必然要求。人际交往是大学生生
活的基本内容之一。同学之间、师生之间、老乡之间、室友
之间、个人与班级以及和学校之间等错综复杂的社会交往，
构成了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网络系统。

不难看出，有50.8%的大学生表示“以前的好友多，现在的好
友也多”，有10.1%的大学生表示“以前的好友少，现在的好
友多”。也就说有60.9%的在校大学生表示“现在的好友多”。
不难看出，大学生与同学间的交往是最普遍的。一方面，大
学生年龄相仿、经历相同，兴趣爱好相近，又共同生活在一
个群体，学习相同的专业，沟通与交往容易;另一方面，大学
生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家庭背景、生活习惯，个性气质差异，
再加上大学生空间距离小，交往密度高而自我空间相对狭小，



而对人际交往的期望较高。

(三)大学生与室友之间的人际关系状况

寝室是大学生生活、活动的主要场所，寝室的人际关系直接
的影响到寝室成员的生活、学习和心理健康。和谐的寝室关
系能促进大学生社会生活适应能力，为将来走向社会做好准
备。因此，研究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是很有必要的。调查研
究发现，有28.8%(17人)的在校大学生表示与舍友的关系“非
常融洽”;有49.2%(29人)的在校大学生表示与舍友的关
系“还算融洽”;有22%(13人)的在校大学生表示与舍友的关系
“一般”。根据此次调查的结果看，当前大学生宿舍人际关
系状况还是比较好的。

此外，我们还对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的人际关系进行了比较
研究。结果发现女大学生的人际关系要比男大学生的人际关
系差得多。主要原因是女大学生心眼小、喜欢消极夸张地评
价人或事，相互之间就会产生误解，导致了同学之间即一步
隔膜，产生孤独和痛苦。这些因素使得女大学生人际关系的
负性影响明显高于男大学生，女大学生更多的受到宿舍人际
关系的困扰。

以上研究带给我们启示，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将那些兴趣性
格比较相近的大学生安排在一起，会适当的减少冲突，促进
宿舍人际关系的和谐，进而增进同学之间的友谊。相对而言
南京师范大学可能会做到这一点，但对于我校来说根本不可
能。

(四)大学生之间的冲突

表2大学生人际冲突的来源



冲突来源

占总人数的比例（％）

1

生活习惯不同，生活上的琐事，比如卫生、作息时间等

51.9％

2

性格不合

16.1%

3

价值观不一样，兴趣爱好不同

15.2%

4

沟通的不好，有障碍

6.6%



5

利益上

3.0%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影响大学生人际关系的主要原因并
不是什么巨大的利益冲突，无外乎一些生活琐事，对生活习
惯以及日常行为观点不一致引发的小争执。统计时，我们专
门还为男、女大学生的冲突来源状况作出了统计，结果显示，
这些现象表现在女生身上更为明显。

人际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可能会引起大学生情绪上的消极反
应，但是人际冲突不仅仅是坏事，关键怎么去解决冲突。俗
话说“不打不相识”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对人际冲突问题
的解决能力的高低也是衡量大学生个体认知适应性发展的良
好指标。

在这个研究中，大学生跟多愿意采用主动沟通的方法去解决
问题，但是还是有一些人采用迁就和冷战这种回避性的策略，
这种方法暂时可以平息冲突，但是并没有根本上去解决，以
后冲突可能重新爆发，甚至升级。那么，如果即使有了冲突，
大家都知道怎么去积极主动的化解冲突，化敌为友，那么，
再差的人际关系都一定可以改善的很好。

四、小结

本研究通过抽样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从大学生的人际交往
能力、人际关系状况、好友状况、室友之间人际关系状况、
大学生之间的冲突以及解决冲突的策略等方面描述了大学生
朋友人际关系的总体情况。我们知道，人际关系是人们在生
活实践中通过互相交往与互相作用形成的人与人的直接心理
联系。大学生人际关系是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特殊产物，是其



大学生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和谐、友好、积极、
亲密的人际关系对于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是有益的，紧张、
消极、敌对的不良人际关系对大学生的工作、学习、生活是
有害的。每一个人都希望与他人友好相处，都希望自己能拥
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笔者认为，要想改善自己的人际关
系应做到以下几点：

1.主动开放

2.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摆正位置，了解大学校园人际关系的
特点。

3.谦虚谨慎，摆正位置。

4.平等相待，真诚相处。

5.要宽宏豁达，学会体察对方立场，真诚待人。

6.心理互换与相容。

7.合作协助，友好竞争。

8.要努力塑造良好的个人形象，改善性格上的不足之处，注
重自身能力的培养。

人际关系是一门艺术，是一门必修课，需要我们好好的学习，
任何一个人并不是一出生就是一个“万人迷”;任何一个人一
出生也不是一只“过街的老鼠”。只要我们保持着一份真诚
的心、宽容的心、自信的心、热情的心，更差的人际关系都
一定可以改善的，朋友一定会越来越多的!

人际关系报告心理篇五

人际关系就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由人际交往产生的人与人之



间的心理关系。正确的人际交往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个体心
理正常发展，个性保持和生活具有幸福感的必要前提，是衡
量人们人们心理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中学时期是人生中生
理和心理趋与成熟的阶段，学习和交往是处于此阶段的中学
生生活的两件重要大事。许多老师和家长为此担忧。作为中
学生，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些复杂的关系?这些疑问激发了我
们研究的欲望。在老师、家长和同学的支持及帮助下，我们
针对这些问题展开了调查。

西安市育才中学初一、初二、高一

(1)问卷调查：以发放问卷的形式对学生们的想法进行多方汇
集

(2)访问：访问了学校的老师和同学

(3)网络查询：上网查阅有关资料，拓展资源

20xx年9月——20xx年10月

共发放问卷625份，实回收600份，回收率96%。

本次发放的问卷，采用了不记名的方式，从问卷的回收情况
看，大部分学生都很认真地填写了问卷，为本次调查研究提
供了丰富的素材。以下是我们就调查的相关内容及各方面的
反馈信息，进行调查数据统计和分析：

1.增进友谊的方式：你与好朋友如何利用时间增进友谊?

a 努力学习 b 诉说心事 c 疯玩享乐 d 其他方式

2.至亲密友的人选：你觉得怎样的人最容易成为你的至亲密
友?



a 学习上的佼佼者 b 一起娱乐的人 c 志趣相投的人

据调查，有76%学生选择志趣相投的人，19%的学生选择学习
上的佼佼者，其余5%的学生选择能在一起娱乐的人，根据这
种比例来看，大部分中学生在择友时，希望结交有共同语言
的人。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挑选朋友，存在一定的主观臆断性，
往往会出现沆瀣一气的现象，不利于友情的正面发展。因此，
择友时不应只以自己为主体，应当以客观的角度去剖析。

3.衡量学习与朋友间的轻重

据统计显示，绝大部分学生会因友情上的失意而影响学习，
比如上课走神，失去学习的兴致等，特别是当学生与友情相
冲突时，他们会选择友情至上，义气横在学生面前，天平失
去了平衡，偏向了朋友一方，认为学习来日方长，友情失不
再来，但对于中学生来说，更应以学习优先，兼顾友谊。

4.老师的影响：你会因为和某科老师关系好而特别努力学习
某科吗?

a 会 b 不会 c 不知道，看兴趣

据统计显示，38.9%的同学都认为与老师相处的关系会影响到
自己的学习。从学生的反应来看，当老师对他们比较关心时，
他会觉得自己比较受重视，因而会产生一种感激的心理。他
们大多会努力学习，奋发上进。有38.1%的同学认为自己对某
科的喜好，是由兴趣而定，这些同学是比较理智的。他们通
常不会受某些客观性的影响而轻易改变自己的想法;有23.1%
的同学，则认为自己不会受老师的影响。从总体上看，老师
与同学相处的关系，是影响学生学习兴趣的原因之一。

5.朋友对自己的影响

据统计显示，很多同学都很在乎自己的朋友圈，朋友对自己



的影响很大，不仅是在学习上，在生活中也一样。自己会因
为在朋友圈中的情况而感到烦恼，会为受到朋友的`关注而努
力学习等。这是一种心理的驱使，他会根据自己的意愿而做
出相应反应，综合上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际关系会影
响同学们的学习和心情。

6.决定人缘好坏的因素：你觉得决定人缘好坏的因素是?

a 相貌穿着 b 谈吐举止 c 身份背景 d 学习成绩的好坏 单击此
处下载图表6

从上图中我们不难看出，87.6%的同学认为一个人的谈吐举止
是影响人缘的主要因素，有少部分同学认为：一个人的相貌
穿着，身份背景，也是影响人缘的原因之一。

在问卷的最后，设置了一道关于如何提高自己人际关系的题
目，通过分析获得的资料，给同学们提几点改善人际关系的
建议：

1 礼貌待人，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2 关心爱护他人，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主动帮助他人

3 要常常微笑对人

4 不为小事斤斤计较

5 学会理解、宽容他人

6 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看到自己的短处

7 不要在背后对人说三道四，指指点点

8 要有上进心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了解到当代中学生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
的一些情况。绝大部分学生能够处理得当，以学习为首要任
务，兼顾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团结友爱，宽容待人，这
些中国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得到了体现，这是值得欣慰的。
但有些学生在这方面还存在薄弱之处，不能很好地将个人情
感与周遭环境分开，导致一些错误决断或行为，在不经意间
伤害他人。如果人人都将心比心，付出会比索取更快乐。在
此，唯一希望的是广大中学生们能够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
定能成为魅力无限的"人气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