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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汉语词语，公文的一种格式，是指对上级有所陈请或
汇报时所作的口头或书面的陈述。写报告的时候需要注意什
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报告
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街头错别字调查报告篇一

调查时间：

20xx年11月16日星期六

调查来源：

报纸、电视、互联网、同学和自己的家庭作业

调查理由：

多年来，汉字一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渊源。它们是地球
上独一无二的语言，与其他语言非常不同。今天，随着科学
技术的迅速发展，许多人经常使用计算机和其他工具，很少
用手写字。渐渐地，他们开始对汉字感到不熟悉，但是许多
非常简单的汉字不能写或写错。今天，我对打字错误进行了
一次调查，总结如下。

调查案例：

让我想起打字错误的第一件事是几乎所有孩子和我小时候犯
的错误。我记得当我在二年级的时候，我能说一口流利的中
文，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会写。当时，两兄弟“在，在”
是让我最头疼的。虽然它们看起来完全不同，但我总是会犯



错。当“在”这个词应该被使用时，我又用它作为“再次”。
我的父母和老师也说我已经做过几次了。但是现在我长大了，
我终于把这两兄弟区分开来，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有一次，在看书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像“越来越漂亮”这
样的词。当时，我在想，“越来越漂亮”不应该是“越来越
漂亮”。他们写错了吗？带着这样的心态，我跑去问妈妈发
生了什么事。我妈妈说，“这两个词写得不同，但意思相同，
并不是说它们错了。”我开始明白汉字真的很神秘！

调查分析：

目前，小学生写错别字主要是由于网络的影响，导致他们因
练习较少而写错别字。也有一些学生经常玩游戏，而不是在
业余时间读更多的书空。他们所见甚少，自然不会知道。

调查建议：

我建议每个人在空的空闲时间尽可能多阅读。如果你遇到你
不会写的单词，你应该主动去查字典，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
错误单词的出现。只有我们不写错字，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
和文化才能健康发展，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明才能繁荣昌盛。

街头错别字调查报告篇二

我听一些家长说，孩子总是找他们要钱，说什么要买本子、
笔、橡皮什么的，可回到家时，家长一搜书包，根本就没有
买本子，钱也不见孩子给回来，当父母问起孩子钱的事情时，
他们总是红着脸低头不语，可家长又没有办法婉拒孩子，又
不知道孩子们是否真的要买本子。

我们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卖部，我发现，每当下课铃敲响的时
候，一些学生就会争先恐后的跑去买零食吃，这时，小卖部
就挤得水泄不通的。有的同学害怕上课了，就抓起零食大把



大把的往嘴里塞，上课铃敲响的时候就一边嚼着零食一边不
紧不慢的走回教室，回到教室的时候，嘴巴里的零食就消失
啦！

我想，同学们都那么爱吃零食，一个小学生一天、一个月、
一年要吃多少零食呢？为此，我做了一次调查行动。

放学的时候，我碰见一些认识的小朋友，就问他们一天大约
有多少钱买零食吃，我调查到的结果是：富裕家庭5～25元、
小康家庭5～10元、普通家庭1～5元。

在我们中心小学，平均每人3元，这并不是一个夸张的数，我
根据这个数算了一下，一个小学生一年花在吃零食上的钱
有1095元，小学六年算下来，可吃掉6570元；一个班以50人
为基准计算，六年可吃掉32.85万元；一个学校以1000人为基
准计算，六年要吃掉657万元！那么，全区、全市、全省、全
国、全世界的小学生，六年可吃掉多少钱呢？这真是：不算
不知道，一算下一跳呀！

同学们，你们看了这份调查报告又有何感想呢？

街头错别字调查报告篇三

超市

罗斯丁

了解街头错别字情况

观察

汉字书法是一门独特的艺术，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可
是，还是有许多人，总是写错今天，我要去调查街头错别字。



今天是6月1日，我来到了超市，在蔬菜区，我们看到蘑菇的
标牌上错写成了“磨菇”，水果区的火龙果写成了“火尤
果”，副食区的瓜子写成了“瓜了”。我们马上把这些信息
告诉了超市管理员，管理员看了我们的记录本后，点了点头，
找了一支笔，和我一起把这些错字都改了过来。

一、对容易混淆的汉字掌握不太牢固，如把蘑菇写成“磨
菇”；

二、运用汉字时不够认真，如把瓜子写成了“瓜了”；

三、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如果他们平时注意检查，就能发
现这些不该发生的错误。

一、会误导小学生和未入学的小朋友，使他们把错别字牢牢
记在心里，以后改正会非常困难

二、如果外地人来南头古城探亲或参观学习，会影响到我们
的南头古城形象；

三、做为中国人，在使用自己民族文字时，在公共场合出现
错别字形象，还会玷污我们的骄傲----汉字。

以上都是不认真写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学好汉字，不写出错
别字。

二、运用汉字时如果有不清楚或拿不准的字，应该及时查阅
字典或请教他人；

三、我们每个人都有维护汉字尊严的义务，在我们发现有错
别字时，要及时提醒他们予以纠正。



街头错别字调查报告篇四

：xx市华龙区

：我和同学

：寻找街头错别字，并记载下来，改正，

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错别字，乱用错别字的现
象真的是五花八门。比如：某热水器专卖店门头上写着“随
心所浴”；服装店门前写着“衣衣不舍”；往前走，我又发
现了一个小餐馆叫“开心食刻”；理发店门头上写着“今日
说发”；药店里的广告更让人哭笑不得，明明是刻不容缓，
被他们说成了“咳不容缓”。

关于街头错别字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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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报告500字调查报告是人们对某一情况、事件、经验或问
题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而写成的书面报告，它反映了人
们通过调查研究找出某些事物的规律，并提出相应的措施和
建议，是社会调查实践活动的成果。学习撰写调查报告，有
助于同学们进一步认识社会，参与社会，把所学知识与社会
实践结合起来，全面提高自身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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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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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写成“衫国演衣”、“挑
三拣四”写成“挑衫捡饰”、“家具”写成“家俱”、“摩
托车”写成“么托车”、“百依百顺”写成“白衣百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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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下午一放学，我就和几个同学一溜烟儿跑回家。我们
用最快的速度吃完晚饭后立即集合前往沱江河、商机厂及市
区调查家乡的环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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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商家为了吸引顾客，或是一时大意而写错了字。

思维的定势影响。定势又称心向，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准备状
态，在识字过程中表现之一是，前一个字的字型影响后一个
字。例如：批评——批抨，眼镜——眼目竟。这种情况也出
现在双音节词中。表现之二是先学的字影响后学的字。“一
般”受“船”的影响写成“一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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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错别字已经屡见不鲜，什么小摊小贩的招牌、网络文章、
广告上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因此，我决定来一次错别字调查
报告。

他做题时，喜欢看着干想，而懒于动手。听课时，也只
是“洗耳恭听”，从未做笔记。这正是他学习懒惰的体现。
我清楚地知道：他有时会给我带来“沉重”的打击。记得有



一次，我给他讲解了，他听课时，显得有些吃力。我讲完后，
问他是否还有疑问。他点头表示全听懂了。过了两天，为了
检验复习的效果，，我感觉自己仿佛从九霄云殿一下子跌进
了无底深渊。这是我家教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事后，
我不断地反思：是自己的原因，还是他的原因？不管怎样，
有一点很清楚：他根本没听懂，或者没有深刻理解。面对懒
惰成性的他，我显得“束手无策”。学习成绩的好坏，往往
取决于学习习惯的好坏。懒惰是学习的“大敌”。，只得不
时地督促他，鞭策他，使他逐渐变得勤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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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慰藉是空巢老人渴求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来自家庭成员
的上门探视、打电话问安等形式，他们渴求的探视频率要求
在一周或一月一次。他们渴求向配偶、子女或亲友倾诉烦恼。

街头错别字调查报告篇五

调查地点：西水关（竹子街）

调查目的：搜集街上的错别字，交流感受，向有关部门提出
改正意见。

调查材料分析：通过一天的社会调查，可以看出街头错别字
还真不少。我们一共调查了36家的商店的招牌，有7家出现了
错别字或繁体字现象。如：一家餐厅将“餐”字错写成
了“歺”字；二个家具店将“具”字错写成“俱”字；有两
家发廊的“发”字写成了——“髪”。钟表店“钟表”
的“钟”字写成了“锺”；将实惠的“实”字写成了“實”；



二家网吧的“网”字写成繁体字——“網”。

在调查的64张街头广告中，有20张街头广告出现了错别字，
错误出现率达31.2％，错别字的样式也是五花八门。如：
将“打折”的“折”写成“拆”，将“拆迁”的“拆”写
成“折”；寻人启事的“事”写成“示”；啤酒的“酒”写成
“九”和“洒”；更有甚者，将“防火栓”的“防”写
成“防火”的“放”，看后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呀。

通过讨论，同学们认为街头错别字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几点成
因：

1.写字人文化水平比较低，对汉字的使用随意，有的明知道
是错的，还习惯性的写上

了。

2.同音字产生混淆：如，再，在；以，已等。

3.形近字产生混淆：如，概，慨；己，已等。

4.字义分析错误：如，和、合；象、像等。

5.多笔少画：如，酒、洒；候、侯等。

6.有关部门监管不力，治理缺乏力度。

针对上述现象，同学们提出了如下建议：

1.成立“净化街头语言文字小卫士”志愿者活动小组，定期
走上街头，宣传街头错别

字的危害，清除一些错别字垃圾。

2.倡议商家制作标准、规范的广告牌。



3.建议城管和文化稽查部门加强监管力度，出台整治措施。

五（1）班活动小组20**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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