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街头错别字调查报告(大全6篇)
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报告具有
语言陈述性的特点。报告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
好好写一篇报告。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街头错别字调查报告篇一

地点：武隆县城散

目的：寻找街头错别字,并记载下来,改正。

行走在街头，各类城市广告、宣传画廊、招牌、店牌、标语
牌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错别字，调查发现，街头路边上各种
招牌、广告不规范用字普遍存在，有的故意使用错别字，有
的用谐音乱改成语，用繁体字等。

一些街边店面广告上是出现错别字，如“新形象”写成“新
形像”，一些服装店把“一见钟情”写成“衣见钟
情”、“伊拉克”写成“衣拉客”、“三国演义”写成“衫
国演衣”、“挑三拣四”写成“挑衫捡饰”，就更是屡见不
鲜。滥用简体字的情况还经常存在于各种手写的告示上，有
的错别字如果不经琢磨、推敲甚至考究一番，还真有点难以
辨认呢!

现在，在同学们的生活中，错别字、繁体字、简化字少了，
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了，我觉得，这次调查对我们的生活很有
帮助，希望以后能多组织这样的活动。

我认为:这些不规范的字句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错字,另一
类是别字。有关部门应该调查一下,查查商店为什么要用错别
字来做广告招牌呢?好多小学生总以为广告招牌上的字都是对
的,所以写了许多错别字,影响了用字的规范性和准确性。希



望我们以后看到的都是正确的字,不再出现错别字了!

街头错别字调查报告篇二

xx市华龙区

：我和同学

：寻找街头错别字，并记载下来，改正，

调查经过：行走在街头，各类城市广告、宣传画廊、招牌、
店牌、标语牌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错别字，调查发现，街头
路边上各种招牌、广告不规范用字普遍存在，有的故意使用
错别字，有的用谐音乱改成语，用繁体字等。

滥用简体字的情况还经常存在于各种手写的告示上，有的错
别字如果不经琢磨、推敲甚至考究一番，还真有点难以辨认
呢！

分析：商家为了吸引顾客，或是一时大意而写错了字。

现在，在同学们的'生活中，错别字、繁体字、简化字少了，
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了，我觉得，这次调查对我们的生活很有
帮助，希望以后能多组织这样的活动。

我认为：这些不规范的字句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错字，
另一类是别字。有关部门应该调查一下，查查商店为什么要
用错别字来做广告招牌呢？好多小学生总以为广告招牌上的
字都是对的，所以写了许多错别字，影响了用字的规范性和
准确性。希望我们以后看到的都是正确的字，不再出现错别
字了！



街头错别字调查报告篇三

陈家琛

20xx年11月19日

瓜渚景园附近的街头小巷

走上街头，调查招牌，广告标语等用词是否不规范，交流感
受，向有关部门提出改正建议。

通过一天的仔细调查，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汉字文化博大精深，
可是，我们很们社会中很多人仍然不怎么能好好运用这些千
变万化的中华汉字。

我们一共调查了50多家商店的招牌，总共有15家商店的招牌
出现了繁体字或这错别字这样的错误，有一家饭店的招牌应
该是“赵家小餐馆”，可是“赵家”的“家”上面少了一点，
还有一家电器店，卖节能灯炮的，但这个“节”字，人家却
写成了“杰”出的.杰。还有一卖手机的店，叫“疾速手机
店”，我觉得他应该叫“极速手机店吧”。让人意想不到的
是，有一家公司门口的防火栓的“防”字竟然写成了“放”
字，虽然只一字之差，但意思却完全相反，看后真让人啼笑
皆非。

通过调查统计分析，我认为街头错别字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造成：

（1）写字人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对汉字的使用比较随意，有
的明知道是错别字还习惯的写上，不愿意去改正。

（2）同音字混淆比较多。

（3）近形字分辨不清。



（4）字义分析错误。

（5）笔划多少错误。

（6）有关部门监管不力，治理缺乏力度。

针对上述现象，我提出以下建议：

（1）倡议商家制作标准的、规范的招牌。

（2）组织同学成立纠错小组，利用周末时间上街向有错别字
的商家提出纠错意见。

（3）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广告牌的审核。

街头错别字调查报告篇四

20xx年xx月xx日

在生活中存在一些错别字，让同学们留心观察，发现错别字，
向有关部门提出，并改正。

经调查，发现错别字和不规范用处。具体结果如下：

一家休闲服装店的招牌上写“休闲服10元”写成“休闭服10
元”；

1、 1、有些写字人水平太低，容易写错字。

2、 2、有些字的读音相同或相似，字形相似，容易辨别不清。

3、有些商人为了生意兴隆，而故意把一些成语或词语改成和
自己卖的商品有关的。

向有关部门提出，并修改。建议有关媒体多多提醒市民，少



用错别字，多用规范字。

街头错别字调查报告篇五

一、调查时间：

20xx年11月15日

二、调查地点：

大庆北路

三、调查目的：

搜集街上的错别字，交流感受，向有关部门提出改正建议。

四、调查结果：

1、通过一下午的调查，我们找到了一些错别字。

2、我们在一张广告单上发现他们将“员工”写成了“圆工”。

3、我们在一张宣传单上发现他们将“资”写成了繁体
字“資”。

4、我们在一家饼子店发现他们将“蛋”少加一横。

五、原因分析：

1、写字人太粗心了。

2、写字人文化水平太低。

六、提出建议：



1、应选文化水平高的人做写字人。

2、城管部门应作出有效的管理。

街头错别字调查报告篇六

11月28日

东清巷

发现东清巷的错别字，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共调查20多家店，其中7家店有错别字。

行走在街头，各类城市广告、宣传画廊、招牌、店牌、标语
牌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错别字，调查发现，街头路边上各种
招牌、广告不规范用字普遍存在，有的故意使用错别字，有
的用谐音乱改成语，用繁体字等。

1、繁体错别字：請——请語——语長——长電——电貝——
贝髮——发藝——艺

2、简写错别字：“停”字右边部分写成了“丁”

3、象形错别字：“所”左边部分多了一横，“用”写成
了“甩”，“福”的“礻”写成了“衤”，“悠”的“攵”
写成了“夊”，“莫”的“艹”中间断开了。

1．店主为了方便，写成简体字和潦草字。

2．店主养成习惯，喜欢写繁体字和潦草字。

3．店主一时大意，随意写了错字。

4．店主不会写某字，用近音字、形近字代替。



1、成立“消灭错别字”志愿小队，利用休息日上街寻找错字，
提醒他们改正。

2、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监督的力度，尽量减少错别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