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字研究报告(模板9篇)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
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报告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
才能写好一篇报告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报告优秀范
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汉字研究报告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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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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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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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研究报告篇四

汉字多种多样，能够组成各种趣味的东西，我最近在网上明
白了一种诗，叫藏字诗，可藏字诗是什么呢？有哪些类型的
藏字诗？藏字诗有什么用？带着这些问题我对藏字诗进行了
一次调查。

网络查找

1.什么是藏字诗：藏字诗属于“异体诗”之一种。将组成所
要表达的某种意愿的一个词语或某个字，藏在句子必须的位
置，并按某种题材，以诗的格式表达出来，即谓之藏字诗。

2.藏字位置的分类：

（1）藏头类；

（2）藏尾类；

（3）藏中类；

（4）混合类如藏头藏尾类等。

3.藏字诗举例：

（1）芦花丛中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
反躬难逃可无忧。

（2）笑看坎坷风雨年，口出话语注重轻，常翻万卷自信永，
开心十分把爱驻。



（3）众人皆醒我独醉，心有灵犀最珍贵，邂逅真情爱不悔，
今生只为你相随。

（4）后生可畏牛仔人，知易行难为散民，后涨先伏优质股，
觉悟股道做股神。

4.藏字诗的用处：

（1）表白；

（2）祝贺；

（3）传递秘密信息；

（4）作为文字游戏。

藏字诗是一种十分趣味的、暗含其它意义的诗歌，它体现了
中国汉字的趣味性、灵活性和含蓄性，能够锻炼人的思维本
事，我们应当继续传承创新这一类诗歌，能够让小朋友学习
创作。

汉字研究报告篇五

（1）汉字的字体经过了怎样的演变？

（2）汉字的字义也经过了怎样的演变？

（3）汉字发展的基本过程是怎样的？

（4）汉字的优点和缺点。

我利用书籍、报刊、网络、电视上的专家点评节目等渠道研
究汉字的发展以及演变。

汉字从商朝开始发展，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草书、



楷书、行书到我们此刻使用的简体，一共经过了3000多年的
演变。

最早的汉字就是象形字，然后就到了指事、会意、假借、转
注还有形声，每一个造字法的意义都十分不一样。

汉字的特点

1.汉字跟音节、语素是相对应的。

2.汉语是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语法意义、语法关系主要经
过词序和虚词表示。

3.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

4.汉字还有较强的超时空性。

汉字的优缺点

汉字跟汉语相通，但由于汉语无法将同音字区分开，所以汉
字的记录就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一样的地区方言无法相互沟
通，汉字还能够给人们相互沟通的机会。但汉字数量太多，
没有统一的表音，难免会给人们带来一些不便。

1.汉字字体的演变不仅仅体现出汉字的悠远历史，还令世人
发现各个朝代的变迁和鼎盛。例如小篆，小篆是秦始皇统一
六国之后的一种通用字体。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出现了文
字异体的局面。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便他的统治，下令丞
相李斯把不一样的文字整理统一为小篆。

3.如今的汉字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此刻还有很多异体
字出此刻大街上，可是字典又没有明确地标注这属不属于汉
字。可是中国此刻的提高越来越快，我相信在将来的一天，
汉字的不足之处都会被修订好！



汉字研究报告篇六

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久、空间最广、人数最多的文字，
汉字的创制和应用不仅仅推进了中国的文化发展，还促进了
世界文化的发展，所以我们应当研究一下汉字的来龙去脉。

1、汉字的来源

2、汉字的发展

网络。

上古时期，黄帝部落，没有文字，只能结绳记事。有位大臣
名叫仓颉，虽然他很能干，也所以很苦恼，无法解决结绳记
事不能记录的事情，只能在门外饮酒解闷。他看见天上飞的
鸟和水里游的鱼顿时有了灵感创造出了一种和动物相似的文
字，就是甲骨文。

金文是商朝晚期出现的，主要体此刻龟壳上。金文是在甲骨
文的基础上更“复杂”了一步，一向到了战国时期才结束。

西周晚期出现籀篆，即大篆。石鼓文是大篆与小篆之间的过
渡字体。之后，秦国将大篆转化为小篆，并且在竹简上刻小
篆。

隶书之前是战国字体，有金文，篆书，还是简牍帛书，也称
为古隶。秦隶是在秦简基础上改善而来，到东汉时隶书完备。
三国战乱隶书埋没在了烽烟之中，被大家遗忘了。

楷书在三国时期开始出现，以钟繇为代表。东晋“二王”将
其发扬光大，成为“书圣”，唐楷最为繁荣。楷书一向繁盛
到了21世纪，才慢慢的演变成了现代的简体楷书。



汉字研究报告篇七

1、查阅书籍，搜寻资料。

2、询问身边的人

3、其他方法

汉字的演变过程是甲骨文（商）—金文（周）—篆书
（秦）—隶书（汉）—楷书（魏晋）—行书，以上的七种字
体被称为“汉子七体。”

1、甲骨文商朝时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高峰期在商朝后
期。

2、经书是商朝时刻，住客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又称钟鼎文。
高峰期在周朝。经文有粗有细，点画圆浑，比甲骨文更规范.

3、大篆西周晚期，经文形体轴向线条化，笔画比较整齐、均
称。高峰时期在西周晚期。

4、小篆李斯按照秦国文字标准，制定的文字，高峰期在秦朝。

5、隶书：隶书构成与战国晚期，通行于两汉。他的笔画简化，
书写方便。高峰期在东汉。隶书，构成了汉字发展史上的分
水岭。

6、新书，古代行书四大高峰期是魏初，魏晋，唐代、宋代。
行书最早是出此刻东汉末年。

7、楷书：魏晋时期，有了看书。楷规矩的意思，所以楷书字
行方阵，笔画规整品质，比例书更便于书写和认读。高峰在
南北朝。



1、汉字演变过程是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行书，
楷书。

2、他们分别出生在商代、周朝，西周、秦朝、战国、魏晋、
东汉。

3、高峰时期，分别在商朝、周朝、西周、东汉、魏晋。

汉字研究报告篇八

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刻刻都能接触到汉字，可是，许多人都会
不注意、不在乎汉字的一些运用，导致了写错别字的后果。

为了防止汉字被其他的人乱用，使其他人明白写错别字的危
害，对汉字造成了一些什么样的不良影响，让小学生不要在
日记本上写错别字。

十全十美小组。

去大街小巷各个街口，寻找一些错别字，在自我的日记本中、
写的文章中找一些容易写错的错字，发现之后立刻改正。

1、此刻有许多厂家为了赚更多的钱，便乱改成语。如：衣服
店广告：“衣衣不舍”、“衣”见钟情；摩托车广
告：“骑”乐无穷等。

4、在我们的日记本中也找到了错字，把“阻”写
成“担”、“宝”字下头写成“王”字底；“太”字写
成“大”或“头”等。这一个小小的细节都能够破坏我们的
好文章。

经过这次调查，我想说：“汉字是自我的祖国创造的，我们
应当好好读写和记忆，如果我们不注意和认真，等将来会出
现许多笑话的。假如我们连字都能写错，那我们将来还能干



什么呢？”所以，我呼吁大家必须要用好汉字！

汉字研究报告篇九

随着社会进步发展，社会中越来越多人使用汉字，但有很多
人经常会写错别字，所以，为了别人正确使用汉字，所以我
进行了一次调查。

二、研究方法

我用了街头探访、询问别人和上网查找资料等方法。

三、研究内容

(1)写错别字：

(2)写繁体字：

在很多橱柜，有些商家就会写很多顾客看不懂的字。比如
把“针”写成“针”，把“电冰箱”写成“电冰箱”……因
为商家会认为这样子很有文化，可以更好的销售商品。

(3)写同音字：

在我们的学生默写以及考试中也会不小心写出一些错别字。
比如：把“孟郊”写成“梦郊”把“话梅”写成“画眉”。

四、研究结论

汉字是中华民族智慧结晶，是我国文化的瑰宝，所以我们要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把写出错别字的机率减少为0。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