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汉字的研究报告的资料整理 汉字
的研究报告(实用7篇)

报告在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出建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效的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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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的研究报告的资料整理篇一

20xx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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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的研究报告的资料整理篇二

汉字至少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
汉字字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学习，我对汉字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汉字的起源是什么?汉字是如何演变的?带着这些
问题，我进行了一次关于汉字演变的研究。

1.查阅书籍

3.请教老师家长

4.其他方法



1.甲骨文主要使用时期在商周，字形图画性较强，字体不固
定，字形线条比较纤细。

2.金文主要使用时期在商周，又叫铜器铭文，字形线条粗壮，
早期部分字形象性还很明显，西周晚期之后，字删逐渐规整
和美观。

3.小篆主要使用时期在秦统一六国后，字形结构稳定，线条
圆转，粗细一致，象形意味不明显。

4.隶书主要使用时期在两汉，线条多为直笔或方笔，象形意
味已基本消失，笔画简化，书写方便，汉字的点、横、竖、
撇、捺等基本笔画已经形成，成为汉字发展史上古今文字的
分水岭。

5.楷书主要使用时期在魏晋至今，字形方正，笔画规整平直，
便于书写和认读。

1.汉字字体演变的历史，也是汉字书写由“图画”型向“规
范”型转变的历史。“甲骨文”时期，由于是文字形成的初
期，其功能主要还是在于记录占卜情况。随着发展，今天的
汉字已经成熟，达到形神兼备、书写便捷的程度，我们识记，
使用起来也十分方便的。

2.隶书的作用非常大，它承前启后，既承载着汉字造字，构
字的特点，同时也让汉字的男趋向规范化。作为书法的一种，
隶书直到今日也广受书法爱好者的喜爱。

3.甲骨文、金文的“图画”性很强，看起来比小篆、隶书、
楷书都要“直观”许多。比如“鱼”字，甲骨文、金文
的“鱼”字，人们一看就知道“代表”着什么，而楷书等就
不太容易看出来，尤其是小篆，更加复杂。尽管如此，汉字
演变的历史还是走到了今日，甲骨文、金文早已被淘汰，这
说明它们其实还是不够成熟与统一，只有统一的、规范的文



字，才能普及。

汉字的研究报告的资料整理篇三

徐方辰

马，原来是一种动物，却因为时间的推移，演变成了一个字，
这就是中国字。

中国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从商朝后期到现在经历
了数代的变化，这其中就有马字。

马字，作为早期甲骨文的一员，令我对他有深刻的印象。马
字前后共有九代：早期甲骨、晚期甲骨、再到金文、篆
书……最后到楷书。马的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故事，从古至今，
无人不知“马”字，从古代的赛马到现在有人姓马，都是马
字的故事。

马的甲骨文是一只头身尾足俱全的马的侧面形象，原本指动
物。但现在，马也用作于姓氏上。

马是速度的代表，也是令人信任的伙伴。在古代一但养了马，
马便会忠心的为主人服务，在打仗时为主人出生入死，在家
里与主人同甘共苦一起劳作，一起休息。

作为速度的代表，马字旁的字基本用于形容速度很快。
像“驰”字，组词便有飞驰、急驰，都是形容速度很快的词，
还有“驱”字。

马的记性是非常好的，因为只有找到了目的地才能奔腾如风。

像老马识途，在众人迷失方向的时候往往是上了年纪的马却
可以带众人找到归途。为什么？这就像一个人，在某个领域
中经验丰富它，极为擅长，当你在这块领域中不懂的时候你



就可以像这人请教，他一定能帮助你。

关于马的成语也有许多：像一马当先、千军万马、天马行空
这些成语我们熟悉的不能在熟悉了，但它们都代表什么？一
个勇猛，一个势为不可挡，一个奇思妙想，个个都是极端的
词语，每个也都有美好的寓意。

马字的博大精深令我振撼，汉字的历史演进令我吃
惊。“马”虽是一个平凡的字，但却有不平凡的故事。

汉字的研究报告的资料整理篇四

毛婧亦

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如。老
子的道德经中，这便是中国人的“善”吧！在金文
中，“善”本身是三只羊。

羊在古代，是代表吉祥的象征。三只羊加在一起更是有寓意；
到了战国时期。三只羊合为一体，运运着福气的感觉，而且
字体美观，这也是最像现在楷书中“善”的一体。

到了篆文这一代，“善”和现在相比，已经经过了几次的演
变。和楷书对照，有模有样。

而隶书新增加了另一个字，那就是“言”，想到“言”，人
们总是联想到“诚信”这两个字。“信”也有一个言。善的
基本，不就是讲诚信，助人为乐？过上好几轮的演化。才得
到了现在的“善”字。当然“善”这个字它也有同音字。譬
如，加了一个月字旁的“膳”，是膳食的“膳”；加了一个
鱼字旁的“鳝”，是鳝鱼的“鳝”等等。

“善”字的演变，说起来还有个故事。甲骨文“善”字猛一
看就是羊的象形，羊是一种温顺和没有攻击的动物，同时也



是传统意义上的吉祥物。所以用羊的象形来表示“善”字还
是合情合理的。经金文中下部变为“二言”，表示两人用吉
祥的话交谈。《论语》：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关于他
的名言也不少，最为经典的便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也有“天下皆知，美之
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还有“一言之
善，重于千金。”对于我来说，善。它是一种行为，是一种
美德，是一种自知，更是一种天生的道理。他是每一位中国
人牢记于心的一个中国字。一个人的代表。是一个国家最形
象的一个特点，一个标签！“善”给我的启迪特别深。有困
难找善人；有时间当善人；有志者做善事；问路道谢伤人赔
礼，是必要的。

一善染心，万劫不朽。百灯框照，千里通明。一颗善心抵得
过黄金。我骄傲。骄傲我了解中国字，我品识中国字，我博
览中国字。我自豪，自豪中国字“善”永久绕于我身边！

汉字的研究报告的资料整理篇五

我开始学汉字的时候是幼儿园发的一张张小卡片一面是图，
一面是字，字上有拼音，这种方法让我机械地认识了几个简
单的汉字。

后来，小卡片上的字已经学完了，我们开始学一些简单的小
诗和诗句，诗里让我感受到几千年前老祖宗们跳跃的思想，
可是姐姐的课本上不是这些简单的小诗和诗句，而是一首首
带有情感的诗，他能把你引入我，几千年前老祖宗人写这首
诗的时候。

而后就是大篇大篇的文章，一篇篇写得生动形象，描写的恰
到好处。

我读汉字没有问题，可我写汉字就有很大的问题。



我一次写素描二字可写成了“素抽”，我甚至把名字写成
了“王玉于”了，老师问谁是“王玉于”，把素描写成了素抽
“素”还少了一道横，见没人拿，老师又把我那张听写纸放
在最底下，让我们站起来点名，名是点完了，可是老师，却
没有点到我的名字，我傻愣愣站在那里，才明白过来我写错
名了，后来老师也知道我写错名了，就对我说下次别犯这种
低级错误了。

后来我明白了，写字和做人一样，要认认真真，工工整整。

我从小小的事情中却获得了受益终生的启示，那就是认认真
真写字，工工整整做人。

汉字的研究报告的资料整理篇六

李昊伦

每当我想起可怜的老人们腿脚不便、重病缠身，看到他们因
病痛而呻吟，因孤独而叫苦，因无助而焦虑，因饥饿而哀
叹……这一幕幕像幻灯片一样浮过我的脑海，感慨万千，疑
惑不解，一连串的问题涌上心头：他们有子孙吗？他们的子
孙去哪儿？他们为何这样孤苦伶仃？直到我看到了“孝”字
才豁然开朗。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如耄耋之年的老人佝偻着背，耷拉着
头，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着，也许风一吹他就会倒下，
也许一颗小石头就能绊倒他，也许他走一小段就气喘吁吁，
也许一个稍大的声响就会把他吓得直哆嗦。这时，年轻力壮、
意气风发的青年，迈着轻盈的步伐，默默地弯下腰，轻轻地
挽起老人的手臂，给予他无穷的力量，给予他无限的温暖，
给予他无尽的希望，给予他天伦之乐。老人的步伐坚定了，
头昂起来了，速度快些了，他仿佛找回了他年轻力壮的模样。

原来这个孝字的上半部分是老字头，老字底下是一个匕首，



这意味着老人时时刻刻被匕首威胁着，但他的子孙当起了拐
杖，顶替了匕首的位置，顶住了匕首的威胁，顶住了匕首的
寒光，顶住了匕首的锋利，顶住了匕首的残忍，这就是孝，
正如许慎的《说文解字》所言：“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
从子。子承老也。”这样，长辈就老有可养，老有可靠，老
有可依。

一个婴儿呱呱坠地，父母日夜守护着，精心照料着，用心陪
伴着，倾心教育着，父母就像一把保护伞，保护着弱小的孩
子，渐渐地，孩子长大了，身体强壮了，内心坚强了，而父
母们逐渐衰老了，脸上、手上布满了皱纹，腿脚不便了。父
母的养育之恩，定当以孝来回报。

舜，就是一个著名的孝子，虽然他的继母、父亲、弟弟不断
迫害他，什么苦活、累活都压在他肩上，哪怕连性命都快没
有了，在尧的帮助下，他脱离了危险，但他不记愁，仍然固
守孝心，感动了尧，感动了世人，感动了一代又一代，千古
流传。这大概就是孝的最高境界了吧。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从古至今，人们都把孝放在首位。孝
敬父母，孝敬长辈，是一种重要的礼仪，一种古老的习俗，
一种深入骨髓的意识。孝，它是我国千百年来一直推崇的优
良传统美德之一。

又如汉平帝，他的母亲病了，他亲自守在床前，给母亲喂药，
亲子侍奉她。即使是皇帝，他不请侍从，而是亲自陪伴，这
样的孝心才是真正的孝心，才是发自内心的，才是最有价值
的！

我们虽然年纪小，也要学会孝敬父母，在自己空闲时，主动
扫地、拖地、擦桌子、整理书桌、洗衣服，这些看似琐碎的
事情，也得花费不少时间，假如我们能分担一些，也许父母
就会轻松很多，也会老得慢一些，白头发少一些。



《论语·为政》里有“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
以礼”，这是一种传承了千百年的孝文化，无论生前、死后，
都应以礼为孝。

汉字的研究报告的资料整理篇七

汉字是中华民族相互沟通的语言，我们经常会用到它。可是
我发现，在生活中经常会有人用错别字。为此，我展开了调
查研究。

我利用课后的时间调查，不但调查了同学们的错别字，还调
查了街头广告及招牌的使用情况。

错别字有很多，往往让人看了捧腹大笑，现归类如下：

1、写其它的字。

有的店为了加深顾客的印象，写了像“食面八方”“食全食
美”之类的词。这样不仅改变了词语的意思，还容易误导他
人写错别字。曾经我看到一个商标上写着“瑶滚果冻”，当
时便惊得一下不敢买了，怕不能吃。

2、写形近字。

在同学的作文本里，我已写不下百次地看到这种把“流水”
写成“琉水”之类的词……

3、写同音字。

我有一次写作文，因分不清“再”和“在”的用法，常常闹
笑话。更有甚者，即使是老师，也会把“即”和“既”混淆。

通过调查，我发现使用者错别字的情况严重，比较多的是后
两者。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我们更应该守护好它，特此，



我建议大家规范使用汉字，减少错别字的使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