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汉字研究报告(通用9篇)
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报告中提
到的所有信息应该是准确无误的。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报告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汉字研究报告篇一

我姓黄，让我来看看我排第几名“赵、钱、孙、李……”黄
这个姓氏怎样排在那么后面，哼！我倒要看一看，按什么在
排，于是我对姓氏的排行做了一份研究报告。

1、翻书查看

2、上网寻找

3、询问身边人

最开始记录，我国汉族姓氏的一本书是《百家姓》百家姓与
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三百千”是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读
物。该书每次四字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学习和记忆。

据说百家姓这本书成于北宋初年，是一位姓钱的书生编著的，
里面收录的姓氏有中国大部分的姓氏。

百家姓中的姓氏排列顺序并不是依据，当时的人口数量排列
的，而是依据当时的政治地位，因为当时的作者生活的地区
还是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管辖，而当时的皇帝
姓“赵”，“钱”是吴越国国王姓氏，“孙”是吴越国国王
正妃的姓氏，而接下来的”周吴正王”四个姓都是开国国王
的妻子姓氏。

而此刻还有一种百家姓叫新百家姓，新百家姓是按姓氏人口



数量，从大到小进行排行，2018年统计，王姓位居第一人口
超过一个亿。

1、百家姓是按当时的政治地位去排行的地位越高就在越前面。

2、新百家姓就是按姓氏人口去排行的，2018年姓王的最多。

汉字研究报告篇二

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由最开始形象复杂的甲骨文到今日简
洁易懂的楷书，共经过五个主要阶段。由简单的一到一百七
十二划的chao字。有字如画，画如字的美称，但依然让很多
人懵懂。所以有必要展开调查来研究一下汉字的来龙去脉。

1.汉字的由来。

2.汉字的发展。

3.汉字的使用。

1.图书文献查阅。

2.网络搜索。

3.咨询父母。

1.汉字的由来

(1)发明人仓颉，复姓侯刚，号史皇氏，负责管理粮食。

(2)发明汉字的原因:仓颉负责管理粮食，由于华夏民族的强
大，牲口粮食的储藏日渐增多，光凭脑袋已经记不住了。最
开始仓颉用堆石记事，再结绳记事，又用贝壳。他觉得贝壳
挺好用，一连用了好几年，黄帝看他挺能干，于是将年年祭



祀的次数、回回狩猎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减都交给仓颉负
责。绳子和贝壳慢慢的也不够用了，受到三位老人的启发，
仓颉创造了符号文字，又创造了甲骨文。汉字所以诞生了。

2.汉字的发展

甲骨文书写不方便，又不统一，于是金文代替了甲骨文。后
又出现了大篆、小篆、隶书、行书、草书，才到此刻的楷书。
汉字的数量并没有准确数字，大约将近十万个，日常所使用
的汉字仅有几千字。

据统计，1000个常用字能覆盖约92%的书面资料，2000字可覆
盖98%以上，3000字则已到99%，简体与繁体的统计结果相差
不大。

3.汉字的使用

汉字在全世界有15亿人口使用。其中中国有14亿多人使用。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也有广泛使用。近年来，由于中国
的影响力日渐升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

4.结论

汉字由仓颉发明，由开始的甲骨文到现代的楷书，经历了五
个主要发展阶段。汉字总数有十万个左右，常用汉字有几千
个。时至今日，全球有15亿人在使用汉字，并且随着中国影
响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也加入到使用汉字的人群里。

汉字研究报告篇三

1、上网查询。

2、询问家长。



1、书法的字体有哪几种？

如果按传统分类，能够分为五个大类:行书、草书、隶书、篆
书和楷书五种。在每个大内中有细分若干个小类，篆书分为
大篆和小篆，楷书分为魏碑和唐楷，草书分为章草、今草和
狂草，行书分为行楷和行草，隶书分为秦隶和汉隶。

2、初学者最好先学哪一种字体？

初学者最好先学楷书和隶书这种比较规矩的字体。楷书中最
适合初学者的是欧体和颜体，隶书能够先学张迁碑。因为楷
书和隶书的字体工整，相对于草书、篆书和行书来说简单一
些，先易后难，要先掌握最基础的字体，再学个难一些的。

3、各类字体都有什么特点？

（1）篆体特点

小篆:字体略长而整齐，笔画圆匀秀美。大篆:书法细劲挺直，
笔画无顿挫轻重。

（2）隶书特点

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轻重顿挫富有变化。

（3）楷书特点

楷书笔画方正、横平竖直、规矩整齐，很适合初学者练习。

（4）行书特点

行书不及楷书工整，也没有草书草案，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字
体。

（5）草书特点



按必须规律将字的点划连字，结构简省。章草:简易快写，字
字独立不连写。今草:是楷书的快写法，点化飞动，上下之间
笔画痕迹往往牵连。

隶书和楷书较为工整，初学者能够先学这两种字体。而草书、
行书和篆书，就比较复杂，最好先打好基础再学。

汉字研究报告篇四

我姓黄，让我来看看我排第几名“赵、钱、孙、李……”黄
这个姓氏怎样排在那么后面，哼！我倒要看一看，按什么在
排，于是我对姓氏的排行做了一份研究报告。

1.翻书查看

2.上网寻找

3.询问身边人

最开始记录，我国汉族姓氏的一本书是《百家姓》百家姓与
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三百千”是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读
物。该书每次四字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学习和记忆。

据说百家姓这本书成于北宋初年，是一位姓钱的书生编著的，
里面收录的姓氏有中国大部分的姓氏。

百家姓中的姓氏排列顺序并不是依据，当时的人口数量排列
的，而是依据当时的政治地位，因为当时的作者生活的地区
还是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管辖，而当时的皇帝
姓“赵”，“钱”是吴越国国王姓氏，“孙”是吴越国国王
正妃的姓氏，而接下来的”周吴正王”四个姓都是开国国王
的妻子姓氏。

而此刻还有一种百家姓叫新百家姓，新百家姓是按姓氏人口



数量，从大到小进行排行，2018年统计，王姓位居第一人口
超过一个亿。

1.百家姓是按当时的政治地位去排行的地位越高就在越前面。

2.新百家姓就是按姓氏人口去排行的，2018年姓王的最多。

汉字研究报告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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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了解现在街头汉字使用规范情况

万若澜

中华汉字不但是文化的基本载体，而且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
种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同
音字，形近字混用、写错别字、写字潦草不规范以及滥改成
语等情况屡见不鲜。所以我介于社会用字情况，展开实地调
查。

1、错别字

这幅图是我在实地调查中，在电脑城一个比较大的电脑店里
拍到的，“张扬个性”的“扬”写成了木字旁的杨树
的“杨”另外，我还在cbd的中央大街与cbd商业城分别发现
了这几个个错别字:一个包子摊的价格表上“烧麦”印成
了“烧卖”，这是不规范的用法，并且稀饭的“稀”印成
了“希望”的希，同一个价格表上竟出现两个错误，只能说
这太不应该。

而我在商业城中发现的错误就更让人啼笑皆非了：一个卖十
字绣的店铺中，招牌边闪烁的led屏上有这样几个大字“十字
绣专卖”，可绣字却打成了铁锈的锈，这样的十字绣，估计



没人敢买。

2、因写字不规范而造成的错误

这个错误是我在气象台小区发现的因为是手写字，所以有很
多地方不规范：“画”字中间的“田”一竖出头了、“美
化”一词中，“美”少了一横，“化”的一撇没有出头。还
有一个缺胳膊少腿的错字:“精神风貌”的貌少了一撇。这些
虽然都是小错，但是这个布告栏是社区的窗口，我们可以从
这里看出一个社区的好坏，出现错字只能说明写这个布告栏
的人本身文化水平不算高。

通过实地观察、走访，我认为，用字不规范的情况已经得到
了改善，因为那些比较新的店铺基本上没有错别字，这说明
人们的文化水平以及对用规范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不过那
些老一些、小一些的店铺中仍存在着用错汉字的现象。

我希望我们在生活中杜绝错别字，从我做起，从每一个汉字
写起，使用正确、规范文字。

汉字研究报告篇六

汉字历史悠久，文化丰富。阅读、写文章、看报都离不开汉
字。我不禁想：汉字的演变过程是怎样的？什么字体？每种
字体的特点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做了一些研究报告。

1、查阅相关书籍。

2、搜索互联网

3、问老师

信息渠道：上网问老师



最有名的字：甲骨文、文、篆书、楷书。

历史背景：甲骨文是商周时期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象形文字。
青铜铭文是商周时期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字体。篆书是这个
系列最早的字体。楷书—一直到今天。

书法特点：小篆，字体略长工整，笔画均匀美观。隶书结得
精巧，挫折变化重重。楷书，方方正正，笔法端正。

1、汉字历史悠久，风格多样，如篆书、楷书、书法
等。.。.。.

2、汉字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就像甲骨文一样，至今仍在
被研究和认可。

3、中国古代书法家留下了许多书法作品，如王羲之的《兰亨
集序》、苏轼的《赤壁赋》、米芾的《蜀素贴》。

经过这次学习，我深深体会到了汉字的伟大，实用、艺术、
包容。.。.。.

据说这个汉字的祖先是古代的仓颉。黄帝让他负责牛的数量。
他觉得打结计数既麻烦又无效。——有一次，他看到不同动
物的脚印，突然受到启发。既然——一个脚印代表——一个
动物，为什么我不能用——一个符号来代表我所负责的东西
呢？他高兴地开始创造各种符号来代表事物。果然，事情管
理得井井有条。这些符号是原始的象形文字。

从古至今，汉字已经走过了60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从甲骨
文、文、篆书、楷书、草书、行书七大变化。这些不同的字
体各有特色，也代表着历史的变迁。

如果说有一种字体更让我喜欢的话，那就是字迹方方正正、
经久不衰的楷书。楷书也叫正楷，也有很多名字，比如真楷、



楷书等等。楷书由程淼创作的“隶书”一步步演变而来。与
隶书相比，楷书更简单明了。它横平竖直，被《辞海》解释
为方块字，笔画平直，堪称汉字中的典范，故名楷书。楷书
始于汉末，时至今日，楷书仍是许多书法家喜爱的笔法。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狂狷与舞龙》的草书。草书的诞生不
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方便。当然，它也是独一无二的。虽
然豪放，但仍保留了汉字的慷慨，同时也成为许多书法家作
品的对象。

汉字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有很强的代入感。当我看到“山”
这个词时，我觉得自己仿佛站在一座巍峨的高山上，享受
着“其他的山在天底下都显得矮小”的乐趣。当我读到“星
星”这个词时，眼前似乎有一片星空。当我读到“国家”这
个词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了无数为祖国而战的爱国者，当我
读到爱情的时候。

汉字研究报告篇七

字。有字如画，画如字的美称，但依然让很多人懵懂。所以
有必要展开调查来研究一下汉字的来龙去脉。

主要研究问题如下：

1、汉字的由来。

2、汉字的发展。

3、汉字的使用。

1、图书文献查阅。

2、网络搜索。



3、咨询父母。

1、汉字的由来

（1）发明人仓颉，复姓侯刚，号史皇氏，负责管理粮食。

（2）发明汉字的原因:仓颉负责管理粮食，由于华夏民族的
强大，牲口粮食的储藏日渐增多，光凭脑袋已经记不住了。
最开始仓颉用堆石记事，再结绳记事，又用贝壳。他觉得贝
壳挺好用，一连用了好几年，黄帝看他挺能干，于是将年年
祭祀的次数、回回狩猎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减都交给仓颉
负责。绳子和贝壳慢慢的也不够用了，受到三位老人的启发，
仓颉创造了符号文字，又创造了甲骨文。汉字所以诞生了。

2、汉字的发展

甲骨文书写不方便，又不统一，于是金文代替了甲骨文。后
又出现了大篆、小篆、隶书、行书、草书，才到此刻的楷书。
汉字的数量并没有准确数字，大约将近十万个，日常所使用
的汉字仅有几千字。

据统计，1000个常用字能覆盖约92%的书面资料，2000字可覆
盖98%以上，3000字则已到99%，简体与繁体的统计结果相差
不大。

3、汉字的使用

汉字在全世界有15亿人口使用。其中中国有14亿多人使用。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也有广泛使用。近年来，由于中国
的影响力日渐升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

4、结论

汉字由仓颉发明，由开始的甲骨文到现代的楷书，经历了五



个主要发展阶段。汉字总数有十万个左右，常用汉字有几千
个。时至今日，全球有15亿人在使用汉字，并且随着中国影
响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也加入到使用汉字的人群里。

汉字研究报告篇八

我们华夏儿女都自称是龙的传人。作为龙的传人，关
于“龙”这个字，我的心中充满了疑问和好奇。“中国人为
什么喜欢自称龙的传人？“龙”这个字是怎样演变而来
的？“龙”这个字的背后有什么历史文化渊源呢？带着这些
疑问，我对“龙”这个字的演变历史做了研究。

1、文献分析法

2、访谈法

1、起源

“龙”字在古代是一个象形字。这个形主要来自于一种神异
动物，《说文解字》说龙是鳞虫之长，它和“麟、凤、龟”
并称为礼记四灵之一。能大能小，会飞会游泳，能吞云吐
雾“雏形期，也称夔龙期。主要是夏、商、周时期，距今已
由5000多年的历史。它的特点是：抽象、神秘，但也具有现
代龙的雏形，其用途主要是，作为青铜器上的装饰花纹。

2、演变

商朝时期龙形构成期，也称飞龙期。主要是春秋战国至秦汉
时期，距今4000多年左右。它的特点是：粗狂、雄健，其用
途是用于贵族墓葬品和其他工艺品的装饰图案。

隋唐的龙，丰满雄健、气势逼人，其用途是除青铜器以外，
还有建筑物和工艺品的装饰图案。隋唐时期是“龙”构成期。



最初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里，“龙”字还是很形象的，就是
一个“龙”的形象。甲骨文中“龙”字为兽首蛇身之状，头
顶着一个表示刀状器的“辛”字符号。

甲骨文、金文、篆体、繁体龙字虽多有异形体，但演化却有
一条明显的规律，主体是龙的头部，为巨口有牙，头上方
有“辛”字头，右旁是弯曲之身。

1、“龙”字在古代是一个象形字。这个形主要来自于我国古
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异动物。

2、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已经有8000多年的历史了，
我们中国人都自称是龙的传人。封建时代用龙作为帝王的象
征。

3、龙字的演变过程：

4、此刻很多“书法大师”喜欢写这个龙字，写起来龙飞凤舞，
很有表现力。对“龙”字虽经多种艺术性处理，但主体形态
没有实质性变化，传承脉络清晰。

汉字研究报告篇九

1、汉字是出于什么时候？

2、是谁发明了汉字？

1、查阅书籍和报刊

2、询问长辈

3、其他方法

关于汉字起源的说法历来各家有不同主张，其中比较有影响



力的说法有：结绳说、八卦说、刻契说、仓颉造字说、刻划
说和图画说。在文字产生之前，古人们靠结绳记事、认事，
此举起到了帮助人们记忆的作用。关于八卦的起源说法并不
统一，有摹象说、星象说、数说和杨雄的“亥”为物之源说
等等。字说相传仓颉是黄帝时期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黄
帝是古代中原部落联盟的领袖，由于社会进入较大规模的部
落联盟阶段，联盟之间外交事务日益频繁，故迫切需要建立
一套各盟联共享的交际符号，于是搜集及整理共享文字的。
工作便交在史官仓颉的手上了。

甲骨文的演变过程是从甲骨文到金文到小篆，再到隶书，楷
书，这五种字体最为典型。甲骨文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
字，主要在商周时期使用，金文是铸刻在铜器上的文字，主
要在商周时期使用，小篆是从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发转来的，
秦统一全国后得到推行。成为我国最早的统一文字，隶书形
成于战国晚期，通用于两汉，魏晋时期又有了楷书。楷书进
入南北朝以后，正式成为占有主导地位的字体一直通行至今。

1、汉字是中国的传统文字，他丰富多彩，蕴含着古代劳动人
民的智慧，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2、汉字丰富多彩，在世界多处广泛使用，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