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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一) 作用 

 

報告是一種帶有敘述、說明性質的文書，可以是下級用來向上級敘述或匯報某

些事情或工作進展的文件，也可以是某些機關團體對其成員、會眾，或受委托者對

委托者就特定事情的報告；可以用來介紹狀況、分析現象、說明原委、答覆詢問、

總結經驗，也可以藉此鋪陳意見，提出建議。 

 

 

(二) 應用範圍 

 

報告的種類繁多，常見的有工作報告、業務報告、考察報告、調查報告、實驗

報告、學術研究報告、可行性研究報告和閱讀報告等。 

在學校的環境裏使用得比較多的，無疑是閱讀報告、實驗報告、工作報告、考

察報告、調查報告等幾種。 

以上幾種報告，內容和寫作重點各有不同。閱讀報告是在閱讀完文章或者書籍

以後，把個人對作品的體會、感想、分析、評價等記錄下來的文書。實驗報告是在

完成一項科學實驗以後，把實驗的目的、方法、過程、結果等記錄下來的書面報告。

考察報告是記錄某次考察工作的目的、所涉及的對象、過程、結果等的報告。工作

報告是機關團體就各自的工作、業務，向部門主管、委托者，或者團體成員所提交

的報告。調查報告則是就某一些事件或者課題進行調查研究，把所得的材料加以整

理分析以後所寫成的報告。 
 

 

(三) 寫作注意事項 

 

各種不同的報告雖然在內容重點上並不一致，但是結構基本上相同，一般都包

括標題、正文、署名和日期四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又分為引言、主體、結尾三個層

次。格式方面沒有太嚴格的規限，比較簡單的報告可以採用公函形式寫作，收信人

是報告所要呈交的對象，書信主體就是報告的主體，落款就是撰寫報告的人。不過，

對於內容比較複雜的報告，多數人會採用章程形式寫作，根據內容重點分章節、分

項目敘述，書寫起來眉目比較清晰，層次比較明顯。 
 

(1) 閱讀報告 
閱讀報告的寫作頗為自由，內容沒有嚴格的規限，可以比較主觀地、感性

地抒發自己對於書中人物、情節、事理等的感想和體會，也可以比較客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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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地分析作品的思想、技巧、價值等等問題。形式上，可以用分項敘述的方

式，也可以用文章寫作的方式。 

 

一般來說，閱讀報告的正文開頭部分要首先介紹一下有關文章或者書籍的

背景資料，包括名稱、作者、出版時間地點等。這部分材料可詳可略，視乎作

品的知名度、背景資料與作品的關係，以及報告的篇幅而定。對於知名度比較

低，比較冷僻的作品，背景資料不妨稍為詳細。而作者生平或者寫作的時代背

景如果與寫作的動機、作品的產生、內容的情節、寫作技巧的運用等有比較密

切關係的話，寫閱讀報告時也不妨多交代一下。比如魯迅的雜文，往往是針對

他身邊的一些社會事件或人物而寫作的，不清楚當時的社會狀況，以至特定的

歷史事件，就不容易了解文章的內容，因此閱讀這一類文章，必須同時了解當

時的寫作背景，在閱讀報告中有時也就難免要多介紹幾句。當然，最終要寫多

少，還得視乎整篇報告究竟有多長。背景資料的介紹只是用來輔助主要內容的

陳述，是比較次要的信息，應該與主要內容形成較為合理的比重，而不應佔太

多篇幅。 

 

閱讀報告正文的主要內容如上所述，可以抒發自己對於書中人物、情節、

事理等的感想和體會，也可以分析探討作品的思想、技巧、藝術價值。可以用

抒情散文的形式寫作，也可以用學術論文的方式寫作；可以是短小雋永的小品，

也可以是周詳嚴謹的鴻文。可以就作品的各個方面都概括探討，也可以只針對

某個與作品有關的課題作深入闡析。閱讀報告作為中小學語文課的其中一種作

業，比較常見的是前一種方法，就是對作品作比較主觀的、簡略的、概括性的

報告，因此主要部分多數包括內容大要、人物分析(如果是小說的話)、寫作技巧

三部分。 

 

正文的結束部分，可以對上文的介紹作一個歸納總結，或交代個人的讀後

感想，或總結個人對作品的評價、喜好；有時還會順應老師的要求，摘錄一些

作品中的佳句妙語，作為日後寫作時模仿的依據。 

 

(2) 實驗報告 
科學實驗可以根據其目的分為觀察性實驗、驗證性實驗和探索性實驗三

類。實驗報告的標題就是實驗的名稱；正文部分需要列明實驗的目的，實驗所

用的材料、儀器和實驗的步驟、方法。這些可以視為正文的引言部分。正文的

主體必須交代實驗過程中所出現的變化、所觀察到的現象或所得到的數據；對

變化、現象或數據的處理、分析，以及由此所得出的結論。有的報告還會在最

後加上對實驗的評價或建議。 

 

實驗名稱可以包含實驗對象、實驗方法或科學概念，或者幾方面同時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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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如液體的飽和蒸汽壓、色譜法、離子遷移數、氨基甲酸銨的分解、凝膠

滲透色譜法測定高聚物分子量分佈。 

 

在中小學階段進行的科學實驗，目的主要是幫助學生驗證和掌握書本上的

理論知識，並使學生學會科學實驗的程序、操作儀器的方法；這些實驗以觀察

和驗證為主。在報告裏交代實驗目的，通常可以用略去主語的短語來表達。進

行科學實驗的是甚麼人，對實驗本身並不產生任何影響。事實上，科學實驗所

要強調的就是客觀性，要盡量排除實驗者的主觀意志，所以科學文獻中通常都

不交代主語。比如在說明實驗目的時，可以用動賓短語：測定碳鋼在碳溶液中

的陽極極化曲線；或者偏正短語：用 PH 滴定法測定醋酸溶液的濃度。 

  

實驗儀器的說明比較簡單，只需列舉實驗過程中所要使用的儀器、設備、

材料，必要時可輔以圖表說明。 

  

實驗的方法和步驟千變萬化，概括而言，通常包括以下幾個步驟：清洗或

整理、檢查儀器；準備材料，確定其分量、重量無誤；把材料放進適當的儀器

中；操作實驗；記錄變化或數據；檢查實驗是否成功；處理或分析數據；實驗

總結。以上各步驟的寫作，同樣可以使用略去主語的陳述句，例如： 

- 把所有玻璃儀器沖洗乾凈。 

- 將 NaSO4 溶液倒入試管，再加熱。 

- 在實驗組三隻小白鼠的每日飼料中，增加甲狀激素 18 毫克。 

- 放完氣後，打開蓋子，檢查燃燒是否完全。 

- 當懸浮液已透明時，或經半小時不發現觀察點繼續移動，則測量完畢。 

 

值得注意的是，結論部分的寫作，可以使用比較多完整的句子，主要是因

為結論部分通常要把某些元素或材料的相互作用跟某些現象結合起來，它們之

間可能在敘述的過程中形成主語跟謂語的關係，如： 

- 實驗數據證實，在液體金屬中，由磷及氧組成的分子或離子是不穩定的。 

- 當高能電子和正電子相撞時，它們會產生電磁相互作用。 

-  正常數量的激素能調節人體的新陳代謝速度，促進兒童時期的生長發育，  

提高神經系統的興奮性，對智力的發育有一定的作用。 

 

(3) 考察報告 
學習活動除了在課室裏進行以外，也可以在其他地方進行。比如史地、文

化學科的教學，如果能配合實地考察，往往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一般的考察活動，都有一定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取某一方面的資料，而有

關的資料又往往要通過實地觀察、接觸、體驗，才可以比較全面地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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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活動所得到的資料，通常都是第一手的珍貴材料，常可以用來印證現有材

料的真偽或者補充現有材料的不足。 

 

考察報告是記錄考察活動的文書，最主要的內容當然就是考察的經過和結

果，也就是有關考察對象的介紹和說明，以及考察者的分析、總結。但是，由

於以上這些材料都是通過某次考察活動而得來的，因此考察報告還需要在前言

部分概略介紹一下有關的考察活動，包括舉行的日期、地點、參與者，以及考

察目的、活動內容等。 

 

至於考察報告的標題，跟工作報告的標題寫作要求比較接近，一般要交代

考察的主要內容，如：四川阿霸州金川縣嘉絨藏族婚禮考察報告、東坪洲地質

考察報告等。 
 
相對於其他報告而言，考察報告的語言運用比較自由，既可以寫得比較嚴

肅正規，也可以寫得比較感性自然，尤其當涉及到參與者的感想體會部分，可

以適量夾雜一些比較主觀的言辭，但比重不宜太大，畢竟考察報告的中心在記

錄考察活動的過程和結果，因此對於考察對象本身的客觀介紹和說明，還是應

該佔主導地位的。 

 

(4) 工作報告 
各種不同性質的機關團體，往往需要在其日常運作的過程中，就工作、業

務上的種種情況，向部門主管、委托人或者團體成員提交報告，這些報告，都

可以視為工作報告。 

 

寫作工作報告，主要目的在檢查工作進展和得失，因此工作報告的內容通

常都會包括對工作開展的背景、過去一段時間的工作回顧、目前的狀況，以及

日後的計畫和展望。 

 

工作報告的標題通常要交代報告所涉及的是甚麼事情，關於哪一個階段的

工作情況，如：XX 中學學生會 1998-99 年工作報告、XX 區區議會主席 XXX
議員工作報告(1999 年上半年)、香港管弦樂團九八/九九樂季報告等。有的報告

會把撰寫報告的人和日期都寫在標題底下、正文之前，有的則把署名和日期寫

在正文之後，兩種處理方法都可以。 

 

工作報告的正文一般分為引言、主體和結尾三部分。引言或是交代一些背

景資料、寫作緣由，或是概述工作的進展、成績。主體部分應該包括整篇報告

的主要內容。如果涉及的是比較簡單的工作，寫作時可以根據工作順序的先後

加以陳述，但是對於組織比較龐大、工作比較複雜的機關團體來說，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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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按照工作內容性質來畫分層次。正文的結尾可以是對主要報告內容的簡單

總結，可以是一些資料的補充，可以是對現實情況的分析和議論，也可以是未

來開展工作的建議或者對未來的展望，內容比較自由。 

 

工作報告跟實驗報告不同的地方，是使用比較多完整的陳述句。如： 

-本會會員人數持續增長，去年新會員人數為 96 人，全體會員人數為 562 人。 

-本會於聖誕假期舉辦第一屆扶弱濟貧活動，得到同學踴躍參與。 

-該項活動的目的在加強同學的環保意識，並促進同學之間的交流。 

-校方對是項建議極表支持，並考慮於下學年開始實施。 

  

(5) 調查報告 
為了了解情況或解決問題，我們有時候需要對某些事件、問題或現象展開

調查。把調查研究所得的材料加以介紹、整理、分析，所寫成的書面總結文字，

就是調查報告。 

 

所有報告類文書在寫作之前，都需要經過一個操作運行、記錄或搜集材料，

以及分析整理材料的過程；調查研究的寫作更是如此。從寫作前的準備和對所

得資料的整理方面來看，調查報告跟實驗報告比較接近，大家都要有明確的目

的、周詳的計畫、嚴謹的步驟、科學的方法，以及客觀的分析。只有經過周詳

的計畫和部署，調查的結果才比較可信，調查報告才會比較充實飽滿。 

 

調查報告的標題通常包含調查的主旨和內容，有時候也會包括調查的對象

和地區，如： 

- 香港中小學生視力狀況調查 

- 關於學校飲品供應情況的調查 

- XX 中學學生電腦使用習慣調查 

- 青少年心目中最理想的父母 

 

至於正文的引言部分，通常要交代調查的原因、目的、時間、地點、對象、

範圍和調查的方法。例如我們如果想調查香港青少年看電視的習慣，必須首先

確定為甚麼要開展這樣的調查，其次要說明調查的方式是用問卷、面對面訪問、

電話訪問、座談，還是其他方式；也要交代調查的對象是甚麼人、如何界定「青

少年」、用甚麼抽樣方法；至於調查的內容是甚麼、包含些甚麼問題、怎樣展開

等等，也都需要扼要說明。 

 

正文的主體要介紹調查的結果，並對調查所得的數據、事實加以闡述、分

析。如果調查的內容比較簡單，可以按事情的發展層次，採取順序的寫作方式；

但是如果牽涉比較複雜的事情，則可以按內容性質分別敘述，必要時冠以小標

題。如上述調查可以按每天看電視的時間、最常觀看的電視節目類型、選擇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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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節目的原則、看電視的目的等幾項分別交代調查結果。 

 

正文的結尾部分可以就調查的結果作中性的歸納，羅列現象，鋪陳事實，

讓讀者自行決定如何利用這些調查結果；像消費者委員會所展開的一些調查，

如果發現產品的優劣高下只有程度上的差異，而不牽涉違法或危害消費者安全

的話，就往往只羅列數據，而讓消費者自行決定日後是否繼續購買某些質量較

差的產品。當然，在其他的一些情況下，撰寫調查報告的人也可以根據調查結

果，提出一些判斷或建議，以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 

 

調查報告的句式使用比較靈活自由，有的人喜歡用比較完整的句子表述調

查結果；有的則喜歡採用點列方式，因此使用比較多短語或不完全句；不少人

還會用表格或統計表輔助說明；雖然沒有一定的成規，但是如果調查結果涉及

比較多數字，應該盡量利用圖表，而避免冗長瑣碎的文字說明。在長篇文字裏

面夾雜大量數字，閱讀起來會很困難，也很費時，用圖表則會比較清晰簡明；

此外，用阿拉伯數字也比用漢字容易閱讀。 

 

(四)  空白格式範本 

 

 

 

 

 

 

 

 

 

 

               正文 

 

 

 

 

 

 

 

署名和日期

可以寫在標

題下面 

 
 
 

標題 

 
引言 

---------------------------------------------------------------- 
 

 
主體 

 
 
---------------------------------------------------------------- 

結論 

 

署名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