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田姓氏的研究报告(实用10篇)
报告材料主要是向上级汇报工作,其表达方式以叙述、说明为
主,在语言运用上要突出陈述性,把事情交代清楚,充分显示内
容的真实和材料的客观。那么报告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

田姓氏的研究报告篇一

亲爱的各位游客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有一种文化叫西汉文化，有一座名城叫彭城。
欢迎各位来到历史文化名城——徐州。我是abc旅行社青年张
总派出专职导游员，今天非常荣幸担任本次徐州一日游的地
接导游，我代表本人以及我所在的旅行社对你们的到来表示
热烈真诚的欢迎。在这里，请允许我作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俗话说“秦唐文化看
西安，明清文化看北京，两汉文化看徐州”。那两汉王朝的
国姓是什么？“刘”两汉之前刘姓氏是比较稀少的，但自从
徐州沛县出了个平民皇帝刘邦，“刘”姓就成了汉朝国姓，
经过四百余年的发展，刘姓氏也遍布大江南北。刘邦还
将“刘”姓作为礼物送给达官贵人。那在座的祖先有没有收
到过这个礼物呢？地导非常荣幸啦，我的这个刘呢，可能就
是我的祖先的收到了这个礼物，我姓刘、名南，大江南北的
南，大家可以叫我刘导或者小刘。

那在我右手边这位是我们本次的全程司机——周师傅，为人
热情，不要看他长得粗糙但是做事心细的很，尤其是车技非
常好，所以大家就放心的把行车安全交给他。在徐州这一天
里，我和周师傅将携程为大家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如果在
旅游中遇到问题或者有合理而又有可能的请求，小刘都会尽



全力去解决，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了大家的方便记下手
机号xxxxxxxxxxx小刘提前预祝本次旅途愉快，希望大家不仅
能够欣赏到秀丽的风景，品尝到可口的菜肴，还能进一步领
略徐州的两汉文化与风土人情。

今天的行程安排：现在是北京时间x点，我们到xx景点参观游
览，中午到徐州老菜馆品尝徐州当地特色菜肴，吃完午饭，
我们到下一站龟山汉墓进行参观浏览，大概为2个小时，领略
徐州两汉文化的精髓。下午4点乘车返回各自的家乡。

注意事项：1.天气情况：今天的气温是4-6度，阴转小雨，东
南风2级，今天的天气虽然不是阳光明媚，当气温比前几天上
升了2-3度，所以还是比较适合游览的，那大家也要注意保暖，
带上雨具。2、古城徐州路况不太理想，那在行车过程中呢，
大家不要随意在车厢内走动，晕车的游客，往前就做，提前
半小时吃晕车药。2、下车时贵重物品随身携带，不要放在车
厢内，那麻烦司机师傅，也关好车门窗。4、到达景区浏览前，
要记住三点，哪三点？a.贵重物品随身携带。b、记住游览的时
间和集合地点。游览时，最好结伴而行，保管好自己的物品，
遇到人身危险或者其他情况立即向我示意。

城市概括

徐州位于中国江苏省北部四省交界处，是淮海经济区中心城
市，古称彭城，为华夏九州之一。他是彭祖故国、刘邦故里、
项羽故都，具有多年的建城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中
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市面积11258平方米，总人口960万
人，1945年正式设市，现辖丰、沛、睢宁三县，邳州、新沂
（yi二声）二市，以及鼓楼、云龙、泉山、铜山、贾汪五区。

东近淮海，西接中原，南平江海，北厄齐鲁，是全国重要的
综合性交通枢纽和东西南北经济联系的重要“十字路口”，
被誉为“北国锁钥，南国门户”素有“五省通衢”之美誉。
是江苏省重点规划建设的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和四个特大城



市之一。陇海、京沪铁路干线在此交会，拥有全国第二大铁
路编组站。

境内公路四通八达，京杭大运河绕城穿行，观音机场成为国
家干线机场，鲁沪运油管管道纵贯境内，形成了铁路、水路、
公路、航空、管道“五通流汇”的立体交通体系。

徐州是资源富集且组合条件优越的地区之一。其煤矿年产
为2500万吨，是江苏省唯一的产煤基地，也是江苏省重要能
源基地。徐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历史胜迹浩繁。其
中最为夺目的便是以“汉代三绝”汉墓汉兵马俑、汉画像石
为代表的两汉文化。除此之外，还有“放鹤亭”“兴化
寺”“大石佛”“燕子楼”“城下城”等名胜古迹遍布全城，
使徐州这座古城处处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独特魅力。

“楚汉风韵、南秀北雄”说的就是徐州了，黄河水穿城而过，
大运河傍城而流，山城环绕，山水相连，美不胜收。

近年来徐州的经济也飞速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水
平显著提高，三个文明建筑协调发展。开始启动的新城区建
设，目前出具规模，基础建设不断完善，60万平方公里的新
城区将建成集商业贸易、行政金融、文化娱乐和旅游一体的
现代化城区，一个繁荣文明和谐的新徐州正在古彭大地上迅
速崛起。耸立的大楼，如茵的绿草，交织成一道生机勃勃充
满魅力的都市风景线。

欢送词

“相见时难别亦难，”各位，我们今天的徐州一日游就要结
束了，首先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上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在这短
暂而又美好的一天里，导游很荣幸能成为你的朋友，收获这
份珍贵的友情。在xx景区里，想必对徐州的文化也有个更深
刻了解，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值得大家永远回忆，虽然今天
还有一些景点还没有参观，但是导游并不觉得你们在徐州留



下了一份遗憾，因为这也给大家再次来徐州游玩留下了填补
的空白，最后小刘衷心的祝愿大家能够带着美好的回忆，早
日顺利的回到温馨的家，各位一路顺风。

田姓氏的研究报告篇二

起源的时候我们就感觉没有那么简单了，果不其然老师说选
择四个组长，当中也有我还个每组起了个名字，因为我名字
最后一个子时虎字所以老师就给我们组起了名字叫飞虎队，
其他的也差不多一名字而起。就这些基本没有准备还了，每
个组成员全部等待我的命令，而我则等待老师的命令了。过
了几天老师就把任务给我们说了出来，当我们听到我们组是
姓氏文化探源的时候我们就懵了，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其他
的组也相同。老师看到我们每个组也都翘起了嘴巴，抱起双
手的时候他走到我们的面前开始知道我们该怎么做，要用到
什么资料，什么材料，都说的一清二楚将我们从迷雾中带了
出来。

最终我们按照指导顺利的将第一个人物完成了。老师还说等
我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后给我们一节自由空间。后来每次老
师给我们布置的任务我们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然而我们有
时候也遇到一些小问题，但我们自己最终也克服了。其中有
一次采用的方法是调查法，我就积极的给给个成员交待，让
他们回家问自己的长辈之后整理资料展示出来给小组内讨论
取其精华。本次活动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中国姓氏文化，探
究姓氏的由来。当然在这次研究性学习中使同学间拉近了距
离，也使我们认识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为此，我要感谢我
的同学和老师谢谢你们的合作和帮助。

高一(2)班xxx小组申请老师结题。

田姓氏的研究报告篇三

我们班的同学姓氏一样的有很多，可姓“曾”的只有我一个。



我不禁有点好奇：“曾”姓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姓“曾”的`
又有多少人呢?于是我打算做一个关于“曾”姓的研究报告。

1、查阅一些关于“曾”姓的书籍，并了解它的来历。

2、查一查相关资料，认识那些姓“曾”的历史名人

3、上网浏览，了解姓“曾”的人的人口数量。

4、询问家人，听听姓“曾”的祖祖辈辈的故事。

1、我去查了关于“曾”姓的书籍，知道了“曾”姓的来历：
鄫国太子巫，出奔于邻近的鲁国为官，其后裔以原国
名“鄫”为氏，后去掉偏旁，表示离开故城，称为曾氏。曲烈
(鄫侯)也就成为了曾姓的始祖。

2、历史上“曾”姓的名人

在知道了“曾”氏的来历，我不禁有点好奇：你说我们这些姓
“曾”的人，有多少是像那孔子一样的历史名人呢?于是我并
且查看了资料。这一看，还发现了不少嘞!

曾子、曾国藩、曾巩、曾公亮、曾几......

3、曾姓在当今中国姓氏排行中是第三十八位、台湾第十六位
的大姓，人口众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四九，
约650万人。

最后，我又在奶奶膝下听着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奶奶竟
告诉我我是曾国藩的后代，我半信半疑，最后我不禁为我的
先辈感到自豪，更为我的姓氏自豪!



田姓氏的研究报告篇四

我们学校没有同学姓郇，我的邻居只有几个姓郇。“郇”姓
是怎么来的?历史上姓郇的.名人有哪些?现在的郇姓是在全家
姓里排第几位?带着这些问题，我对“郇”姓的历史和现状做
了一次研究。

1、查阅书籍和报刊。

2、询问身边的人。

3、其他方法。

“郇”姓的来源：据载，周文王第十七子姬葡受封于郇(今山
西省临猗县境内)为伯爵，史称郇候、郇伯，建立于郇(xun
音)国。春秋初年(公元前677年)被晋国晋武公所灭，其后裔
遂以国名为郇姓，称为郇氏。

“郇”姓历史名人：郇越：西汉太原人郇(xun音旬)越，字臣
仲，与族弟郇相一起举州郡的孝廉、茂才。曾散发先人遗留
下的资财千余万给九族，人们都赞扬他的高节。郇旃：明代
沭阳人郇旃(zhan音沾)。明洪武三十年(1397)考中进士，永
乐年间由进士授给事中。

“郇”姓现状：人口：约2万(罕见姓氏)排名：第595位。位
于冒姓之后，忻姓之前。

1、传说，郇姓出自姬，为周文王子之后，以国名为氏。

3、xx年，全家姓中郇依旧在595位，在冒姓之后，忻姓之前。

田姓氏的研究报告篇五

我们学校也有不少同学姓徐，我有好几个邻居也姓



徐。“徐”姓名是怎么来的?历史上姓徐的名人有哪些?现在的
“徐”姓的是不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姓氏?带着这些问题，我
对“徐”信的`历史和现状做了一次研究。

1、查阅书籍和报刊。

2、询问身边的人。

3、其他方法。

徐志的远古始祖是东夷集团中的重要首领少昊。改姓而来：
氐族改徐姓蒙古族改徐姓、朝鲜族改徐姓、满族改徐。

先秦时期，徐姓主要分布于安徽、江苏、山东等地。秦汉时
期，徐姓已经迁播于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同时，也开始南
迁至江东南昌、浙江龙游等地，但聚集区人以黄河下游地区
为主。

魏晋时期，徐姓开始大规模南迁，但主要繁衍在准河及长江
下游大部分地区。宋朝，徐姓由江西石城迁至福建上杭、连
城等地。元朝，徐姓在广东丰顺县、梅州市梅县区、海丰县
等地繁衍。

1、传说，“徐”姓来源于上古时代的官名。唐代时，大量姓
氏改为“徐”姓，这可能为后来“徐”姓人口的增长奠定了
基础。

2、历史上，“徐”姓名人辈出。有：徐特立、徐向前、徐海
东。还有革命领袖徐晃，他们在各个领域都闪耀着光芒。

3、xx年，我国户籍人口最多的姓氏是“王”姓，“徐”姓排
名第150位。



田姓氏的研究报告篇六

本文目录

姓氏调查报告1.
关于王姓氏的来源调查报告2.

我们班的同学每人都做了一次对自己姓氏的调查。

1、 查阅有关书籍，阅读报刊，上网浏览。

2、 通过多种途径，搜集尹姓的名人故事。

1、我们的尹氏现主要活动在河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
安徽、四川、湖南、甘肃、江西等省。

2、在历史长河中尹姓人才辈出。有清代学者尹会一，杰出的
政治家尹继善，著名的文学家尹洙，战国时的哲学家尹文，
著名的经济家尹敏，南太守、大司农尹勋，云南巡安尹
淳……我为尹姓祖先创造的辉煌感到自豪。

3、尹姓是当今中国排名第91位的姓氏，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
之零点一九。

姓氏调查报告（2） | 返回目录

因为我姓王于是我决定对王姓的历史和现状做一次调查。

1.查阅有关中华姓氏的书籍，阅读报刊，上网浏览，了解王
姓来源。

2.走访有关部门，了解王姓的分布情况 和人口数量。

3.通过多种渠道，搜集王姓的历史名人。



1.王姓是当今中国第二大姓，分布非常广，约占汉族人口
的7.41%，人口众多。

田姓氏的研究报告篇七

一、问题的提出。

我们学校也有不少同学姓徐，我有好几个邻居也姓
徐。“徐”姓名是怎么来的?历史上姓徐的名人有哪些?现在的
“徐”姓的是不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姓氏?带着这些问题，我
对“徐”信的历史和现状做了一次研究。

二、研究方法

1、查阅书籍和报刊。

2、询问身边的'人。

3、其他方法。

三、资料整理

徐志的远古始祖是东夷集团中的重要首领少昊。改姓而来：
氐族改徐姓蒙古族改徐姓、朝鲜族改徐姓、满族改徐。

先秦时期，徐姓主要分布于安徽、江苏、山东等地。秦汉时
期，徐姓已经迁播于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同时，也开始南
迁至江东南昌、浙江龙游等地，但聚集区人以黄河下游地区
为主。

魏晋时期，徐姓开始大规模南迁，但主要繁衍在准河及长江
下游大部分地区。宋朝，徐姓由江西石城迁至福建上杭、连
城等地。元朝，徐姓在广东丰顺县、梅州市梅县区、海丰县
等地繁衍。



四、研究结论

1、传说，“徐”姓来源于上古时代的官名。唐代时，大量姓
氏改为“徐”姓，这可能为后来“徐”姓人口的增长奠定了
基础。

2、历史上，“徐”姓名人辈出。有：徐特立、徐向前、徐海
东。还有革命领袖徐晃，他们在各个领域都闪耀着光芒。

3、xx年，我国户籍人口最多的姓氏是“王”姓，“徐”姓排
名第150位。

田姓氏的研究报告篇八

出版团队：汕头一中高一27班

中华姓氏文化研究课题小组

出版日期：12月15日编辑员：刘丹纯

第一版：中华姓氏文化起源1.图腾2.氏的出现

在夏商周三代，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用来区别贵贱，贵
族有氏，贫民有名无氏。姓用来区别婚姻。同姓不能通婚，
姓同氏不同也不能通婚，而氏同姓不同则可以通婚。后来在
中国一直保持了这种传统，同姓之人通婚被视为禁忌。直到
现代，这种传统才被逐渐打破，但是许多地方民间仍然不赞
成同姓通婚。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宗法制度瓦解，姓氏制度也发生
根本变革。这时氏开始转变为姓。战国以后，平民也有姓，
百姓遂成为民众的通称。这反映了贵族的没落，平民地位的
上升。



秦汉以后，姓与氏合一，遂称“姓氏”。

[课题研究报告姓氏文化]

田姓氏的研究报告篇九

我们班同学的姓氏各有不同，有多有少，我们想要了解自己
姓氏的来源和故事，我因此做了调查。

二、调查方法

1.查阅书籍

2.了解关于此姓的故事

3.了解此姓的分布情况

4.问自己的长辈、查祖籍

三、调查资料的.整理

朱姓的来源：

朱姓成于西周，以国名为姓，传周武王封曹挟于邾国，建都
于邾。他的遗族以国为姓，称邾姓。后邾国被灭，邾国贵族
为了逃亡，为了不忘祖国，去了耳字旁，改姓朱。20xx年朱姓
人口为1500多万。

四、结论

起源于朱襄氏，以先祖名字为氏。朱襄氏是伏羲氏的大臣，
被封于朱，以赤心木为图腾，后来朱襄氏成为“炎帝”，三
代炎帝朱襄氏均活动于今河南柘城一带，后代以朱为姓氏。



有诸多姓氏如曹、子、姬、祁姓都因历史原因而改朱姓。

朱姓在历也出了许多名人，如理学大家朱熹，散文家朱自清，
革命大将朱德元帅，都在历青史留名。

田姓氏的研究报告篇十

一、问题的提出

二、调查方法

1.上网浏览，了解有关姓氏的来源的资料。

2.询问父母长辈，了解中国姓氏。

三、调查情况资料整理

信息

渠道方面涉及具体内容

上网姓氏的来源

方面中国人在三皇五帝以前，就有了姓。那时是只知有母，
不知有父，所以“姓”是“女”、“生”组成，就说明最早
姓，是跟母亲姓。夏、商、周的时候，人们有姓有
氏。“姓”是从所在的部族名称而来。

“氏”是从君主所赐的爵位、官职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
也有氏；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

父母讲述中国姓氏之最中国最常见姓氏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一
以上，有133个，排在前列的有“王、李、张、刘”，低于总
人口万分之一的稀有姓氏约有2800个，“接、伯、脱、须”



成为最稀有的4个姓氏。

四、结论

1.中国人在三皇五帝以前，就有了姓。据传说，姓的最早起
源与原始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关。氏族部落不但对图腾奉若神
明，禁止食、杀、冒犯，而且把它作为本氏族统一的族号。
在原始部落中，族名和祖先名常常是一致的，久而久之，图
腾的名称就演变成同一氏族全体成员共有的标记——姓。由
图腾演变为姓的传说很多。据考证，夜郎国的国君是竹王，
他的臣民以竹为图腾，姓竹。隐约可见图腾崇拜对姓氏起源
的历史印迹。

2.中国汉族目前正在使用的姓氏大约在3500个。目前，中国
最常见姓氏是占到总人口的千分之一以上的，有133个，占汉
族总人口的91％；常见姓氏是人口占总人口万分之一与千分
之一之间的，有214个；罕见姓氏是人口占总人口的十万分之
一与万分之一之间的，共有299个。另外低于总人口万分之一
的为稀有姓氏，大约有2800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