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学校环境调查报告 学校周边的环境
的调查报告(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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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
样的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报告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
欢!

学校环境调查报告篇一

通过调查学校周边环境，培养我们对环境的保护意识，让我
们更加重视保护环境，为同学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1、调查范围：学校周围200米内

2、调查方法：实地调查

3、调查时间：20xx年10月

4、调查结果：

具有污染及潜在危险的设施设备。

交通情况：

污染情况：

商业情况：

经过调查，我们的分析如下：

1、具有污染及潜在危险的设施设备：没有任何具有污染及潜
在危险的设施设备。



2、交通情况：人流量、车流量均很小不对学校构成危害。

3、污染情况：周围没有居民乱扔垃圾，学校左边是小河，右
边及后边是农田，居民区在学校对面，与学校有一路一沟相
隔，不对学校造成影响。唯一不足的是偶尔有汽车经过会扬
起灰尘。所以学校周围卫生状况总体上很好。

4、商业情况：周边没有不适宜未成年人进入的营业性场所，
学校附近没有流动食品摊贩及商店。

通过几天的调查和研究，我们认为学校周边的环境优美，无
污染。唯一不足的就是门前道路应予以修缮，应当向当地政
府部门反映此事。

学校环境调查报告篇二

了解学校卫生环境问题，找出相应的'解决方法，提高同学们
的环保意识。

xx年x月x日

小学

xxx

本校环境

一、优点

1、校园环境整体整洁，放眼望去，没有多少垃圾，大多数是
一些花草树木，绿草如茵，把校园打扮得更加绚丽多彩。

2、垃圾桶摆放整齐，周围没有小纸片，更闻不到一股臭气。



3、车棚里的自行车摆放依次、整齐，地面上没有垃圾，一尘
不染，让人赏心悦目。

二、缺点

2、学校的花坛，远远望去，表面上挺干净。走近仔细一看，
零零碎碎的小垃圾躲在花坛里，有断铅笔、塑料勺子、桂圆
皮等，让人看上去不雅观。

3、垃圾桶旁边的水槽里堆积着污水。

4、垃圾没有分类，这样会造成资源浪费。

三、建议

1、从我做起，不要随地扔垃圾，如果看到垃圾，要弯弯腰，
捡一捡。看到别人在扔垃圾，及时劝阻。

2、可以把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分类。再次把可回收垃圾利
用。

3、及时清理垃圾。

4、多设几个垃圾桶。

学校环境调查报告篇三

一进校门，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新种的小草枯萎了，上
面还有几张纸片，大树上的叶子也枯黄了，顶上还有许多垃
圾袋，整个学校遍地垃圾，短短的几天时间怎会使学校这般
模样呢？于是，我对学校的环境卫生进行了调查。

调查



我用目测法目测了学校受污染的面积有半个学校那么大，而
且污染的地区上都有垃圾袋、饮料瓶、零食包装等垃圾。又
用询问法询问了一些大哥哥、大姐姐，可他们却说：“这又
不是我们的包干区，又不用我来扫。再说了，丢到他们的包
干区里，扣他们的文明分，我们班就可以当选文明班了，干
嘛不丢。”

分析

1、草地上的垃圾袋可能是在食堂里吃午点的同学把袋子扔在
草地上的。

2、树上的垃圾袋可能是小同学把袋子扔着玩，不小心扔在了
树上。

3、草地上的零食包装可能是一些大姐姐们为了自己班的利益
才丢进了别班的包干区里的

结论

学校卫生环境污染的`原因：

1、有同学在食堂吃午点，吃完后把袋子随手乱丢，现在又是
雨季，一下雨，袋子渗进土地里，袋子里的化学物质污染了
土地，使小草也受到了污染致使小草死亡。

2、有同学把袋子扔在了树枝上罩住了树的叶子，使树叶因不
能吸收新鲜空气而枯黄。

3、有些高年级的哥哥因为自己班的利益而把垃圾袋扔在了别
班的包干区里致使草儿被压死

大量的事实告诉我，我们美丽的校园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因
为各种人为的因素造成的，因为死了的花草较多，学校又要



花一大笔钱去美化，真是一笔巨大的浪费。

建议

为了使我们的校园更美，我呼吁同学们，不要乱扔垃圾，同
时，学校管理卫生的部门也要加强管理，对乱扔垃圾的同学
进行严厉的教育，只要每人都可以不乱丢垃圾，我们的学校
将会更美丽。

学校环境调查报告篇四

根据《中共云南农业大学委员会关于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活动实施方案》(校党发〔20xx〕6号)和《关于做好深
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学习调研阶段各项工作的通
知》(校学办〔20xx〕2号)要求，在学习调研阶段，调研组一
行以我所联系的部门和学院为主要调研对象，对我校校园环
境建设问题进行了调研。通过对调研情况的整理、汇总和分
析，形成此报告。

调研的基本情况

年4月14、15、16日连续三天，调研采用召开座谈会、走访、
实地查看等方法，专题对校园环境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广
泛调研。根据现代大学对建筑、绿化、景观和文化要素等有
形和无形的软、硬环境的要求，对校园环境现状进行了深入
分析。通过分析，充分估价业已形成的实体功能和文化元素，
同时查找缺失和不足之处，提出整合、优化、改造、建设、
提升的对策和措施。

云南农业大学校园环境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

我校校园环境建设总的情况是新老校区分区布局，老校区环
境改造充分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特点，原有建筑保存
较好，道路、花园改造优化合理，形成了主体建筑突出，其



他建筑相呼应，错落有致，功能相互补充的建筑格局。道路
曲径通幽，形成了微循环系统，基本满足了交通和人行的需
要。新校区区域划分科学，办公区、教学科研区、生活区等
功能分区界限分明。特别是标志性建筑科研综合楼外型独特、
气势雄伟。校前区广场视野开阔，与气派的校门相协调、相
呼应，反映出现代大学的恢宏气势。校训、校园精神的提炼，
连接校园新老校区的天桥和文化墙，使校园有了最主要的文
化元素，反映了农大的历史积淀、学科特点和人才培养特色。
总之，从整体看，农大校园区域划分合理，建筑物布局科学、
功能完善，绿化、美化基本成型，总体上满足了师生工作、
学习和生活的需要。

存在问题

总体规划有待进一步完善、调整和优化。我校校园是根据学
校发展的需要逐步扩大的，总体规划未能及时跟进，目前未
能形成新校区、老校区、后山新征地扩展区相统一的总体规
划，而规划是学校发展的基础，亟待从学校发展定位、战略
目标出发，着眼长远，立足现实，应尽快组织力量对校园整
体规划进行完善、调整和优化。

校园建设缺少文化元素。目前除校训、校园精神外，理念文
化层尚未形成系统，包括大学精神、校风、校训、人才培养
目标在内的核心价值体系尚未完全成型。同时缺少文化载体
和文化符号，具体表现为无校歌，缺少主题突出的文化景观
和园林绿化，老校区建筑长期以来以序号命名，道路无规范
名称等。在一些细部问题上也体现出文化观念的不足，如新
老校区缺少垃圾桶，老校区蜘蛛网式的空中电线，灯光设计
不够科学等。上述现象的存在，与我校70年的办学历史不相
符合。

校园植物景观量少而单调，没有形成多样性群落，绿化档次
不高，与农大学科水平不符。同时环境与人缺乏互动，环境
育人的功能没有完全体现。



功能布局不尽合理，地下管网尚未健全。新校区办公、教学、
科研、生活区域划分虽已成型，但细部功能不全。老校区由
于历史原因，边发展边建设，缺少统一规划，分区不够合理，
部分区域功能交叉，客观上造成管理困难，人员混杂，有的
地沟气味难闻，校园环境未能充分体现大学应有氛围。

对策和建议

针对存在的问题，结合调研过程中反映的情况，提出以下对
策和建议：

在原来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的规划的基础上，聘请
全国知名院所和专家，对学校整体规划进行修改、补充和完
善。学校总体规划要根据科学谋划、超前规划、扩大数量、
强化质量、因地制宜、依山就势的原则进行编制和调整;要兼
顾软、硬环境建设，使二者相辅相成浑然一体;要定战略、看
长远，根据学校发展战略的需要，规划硬件建设;校园规划一
经确定，不应因领导的变动而变动，不应因领导的意图而随
意改变，应维护总体规划的严肃性、法定性、连续性，保持
学校的持续和谐健康发展。

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既要重视文化软环境的建设，理念
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并重，又要重视文化硬环境的建
设，建设若干文化设施，使之成为农大特色文化的载体，运
载和传承理念文化。在这方面，校训和大学精神的凝炼概括
已开了个好头，但农大70年办学历史仍需进一步挖掘提炼，
同时文化也是一个不断建设发展的过程，为此，有必要成立
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做好文化建设的规划，并组
织实施，长期不懈地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做实、做强学校的
软实力。

加强和改进校园绿化环境。根据云南气候和学校实际，分区
域建设若干园林景观，体现大学的清幽、厚重、古典、雅致
和生物多样性，融中西、传统与现代为一体，打造特色鲜明



的云南农大绿色环境。

进行学校视觉形象设计，统一学校标识系统，规范学校重大
活动、典礼议程。充分挖掘学校资源，结合学科特色，形成
在云南乃至全国高校都有影响的文化活动品牌。现有的如普
洱茶学院的茶文化系列活动已经有一定影响，工程技术学院
的汽车知识竞赛等也很有特色。建议在全校开展以学院为单
位、突出学科和专业特色的文化活动品牌创建活动，力争打
造出能够代表农大水平的文化活动品牌。

优化区域划分，完善细部功能。对停车、路网、电网、水网
进行适当改造，创建生活、学习、工作的优美环境。增加户
外读书、交流、活动的场所和设施，充分发挥环境育人功能。

总之，以上问题的存在，是学校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当
然也有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原因。近几年，学校发展很快，国
家、社会、家庭都对学校提出了很高要求，而学校自身也有
发展的需要。应对这些要求，学校花大力气，投入大量资金
进行校园环境的改造与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但客
观讲，农大校园环境包括硬件环境和校园文化软环境比起省
内部分高校还有差距，比省外高校差距就更大，这与农大不
断提升的科研水平和教育水平是不相匹配的。我们要正视存
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措施加强校园环境建设。也要看到，校
园环境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重要的
是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建设过程中秉持以人为本
的原则，统筹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推进校园建设的各项工作，为学校科学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学校环境调查报告篇五

目的：了解学校卫生环境问题，找出相应的解决方法，提高
同学们的环保意识。

时间：x月xx日



地点：xx小学

指导老师：xx

调查对象：本校环境

调查记录：

1、校园环境整体整洁，放眼望去，没有多少垃圾，大多数是
一些花草树木，绿草如茵，把校园打扮得更加绚丽多彩。

2、垃圾桶摆放整齐，周围没有小纸片，更闻不到一股臭气。

3、车棚里的.自行车摆放依次、整齐，地面上没有垃圾，一
尘不染，让人赏心悦目。

1、校园门口的花坛里：桔子皮、饮料盖、瓜子壳、花生壳随
处可见。

2、学校的花坛，远远望去，表面上挺干净。走近仔细一看，
零零碎碎的小垃圾躲在花坛里，有断铅笔、塑料勺子、桂圆
皮等，让人看上去不雅观。

3、垃圾桶旁边的水槽里堆积着污水。

4、垃圾没有分类，这样会造成资源浪费。

1、从我做起，不要随地扔垃圾，如果看到垃圾，要弯弯腰，
捡一捡。看到别人在扔垃圾，及时劝阻。

2、可以把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分类。再次把可回收垃圾利
用。

3、及时清理垃圾。



4、多设几个垃圾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