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街头错别字的调查报告资料(汇总8篇)
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
容同样也是不同的。怎样写报告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报告
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街头错别字的调查报告资料篇一

发现错别字，分析原因，增强正确使用规范汉字的意识。

街头店铺匾额、广告牌等地方出现的错别字。

陈睿知、张琦蓓、张雷、李佳。

递铺镇各主要街道。

找到错别字，将错别字用相机拍下来。

1.准备阶段

先在家里准备好笔、《不规范用字调查登记表》和用来采集
证据的相机，在指定地点集合，准备前往递铺。

2.实施阶段

我们找到的第一个不规范用字的地方就是超亚家具有限公司，
我们发现单位厂牌有一处缺损字：“中美合资”的“合”字
下半部分掉了，变成了“中美人资”，厂家真是太不注意了，
这么大的公司竟然出现了这种错误。为了找寻更多的错别字，
我们就去街头的商铺寻找。我们瞪大眼睛，争先恐后地冲着
周围的每一个字仔细地勘，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以免漏掉了
错别字。走了好长的时间，我们终于看到了两个繁体字，
把“诗”写成了“詩”，把“艺”写成了“兿”，它是在一



家花店的牌匾上出现的。随后在人民北路上，李佳发现一家
服装店的牌匾上也出现了错别字。一个是将“一”写成
了“衣”。另一个是将“枝”写成了“支”。我们赶紧把错
别字用相机拍下来。我们的收获真大啊!这不但说明我们4人
的成果大，更充分地说明社会中的错别字很多。汉字是中华
民族的瑰宝，因此我们要合理地运用汉字。

3.调查结果

最后大家将搜索到的不规范的照片洗好，填上《不规范用字
调查登记表》并写好了调查报告。

街头错别字的调查报告资料篇二

xxx路

路两边的商店

实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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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虽然浴和欲、衣和依、时和食、法和发、刻和咳是
同音，但意思完全不同，用错了说不定就会闹出一个大笑话，
让人笑掉大牙，可是一些商家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力，谋取
私利，还是在写的时候故意滥用，这样给我们小孩子带来很
多误解和麻烦。

调查后，我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某些商家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误导大家，因为汉字是中华
民族智慧的结晶，爱汉字就是爱自己的祖国，希望大家加强
对错别字危害性的认识，正确使用汉字，为我们中国的文化
锦上添花。

街头错别字的调查报告资料篇三

调查地点：xxx胜利路、新世纪

调查目的：发现、分析、纠正错别字，并向有关部门写建议
书

调查人员：xxx

行走在街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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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用谐音乱改字等等。
通过调查，总结出写错别字的种类其实主要在于同音字和同
形字这两大类。

作用不大，但是，事情往往会由小变大，积少成多。

给大家讲个故事，名字就叫做《一个偏旁毁了一座城的故
事》，说的是：清政府军队望风而逃，农民军队太平军乘胜
北伐时，驻扎在仪征城外，先行官让小校向主将请示路线。
此时，主将正在与人议事，随手写下手令。先行官拿到手一
看：烧城而走，虽感吃惊但又不敢违抗，于是下令每人准备
一大把柴火，拂晓前烧城。事后主将责问为何烧城，先行官
取出手令，主将捶胸顿足：我竟把‘绕’写成了‘烧’字，
好端端的仪征城化为灰烬，这都是我的过错啊！读了这个小
故事，你不觉着错别字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吗，鉴于错别字
的危害性，我特向有关部门提出一些建议：

１、成立净化街头语言文字小卫士志愿者活动小组，定期上
街头宣传错别字危害，清除一些错别字垃圾。



２、倡议商家制作标准、规范的广告牌等等。

３、我们小学生应该先把自己的错别字消灭掉，尽量在写字
前想好要写的字是什么样的，认真学好、写好每一个字，确
保每个字的准确性，搞好错别字，必须先要提高自己的语文
基础水平，才能对字负责，才不会写错别字。

４、请大家无论在任何场所都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规范用
语，杜绝错别字，提高中国人民的全民素质。以实际行动维
护城市良好形象，推动文明城市的创建工作。献出一份力量，
文明城市离我们将不再遥远。

别字，读者可以写信到报社，许多报社会根据错一个字，罚
一百元的制度来处理，高考作文中，错一个字扣一分。从这
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家已经对错别字重视起来了，我
相信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达到这个样子，错别字一定会飞到九
霄云外。

通过这次关于错别字的调查，使我更加地接近了社会生活，
提高了我参与社会的能力，使我知道了关于错别字的多方面
知识，和错别字的危害性质。这次调查，不仅丰富了我的课
外生活，还增长了我的课外知识。

街头错别字的调查报告资料篇四

调查员：xxx

调查时间：xx年10月4日11月16日

调查地点：学校附近的街头

调查目的：搜集街头的错别字，交流感受，并思考为什么会
写错别字，最后向有关部门提出改正。



调查材料分析：行走在街头，各类城市广告、宣传画廊、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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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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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调查的102个街头广告中，有48个出现了错别字，错误率达
到47.1%，错别字的样式也是五花八门、花样繁多。如：将打
折写成打拆寻人启事写成寻人启示停车写成仃车更有甚者，
将防火栓写成放火栓，看后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啼笑皆非!

通过本次调查，我认为街头错别字的出现主要原因是：

写字人文化水平较低，对汉字的使用随意;

同音字混淆;

形近字混淆;

字义分析错误;

多笔少画。

针对上述现象我认为，字如心画，只有把做人放在首位，注
重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提高文化素养，树立优秀品质，
培养创造能力，才能成为对社会既有用又有益的人，也才能
成为一个有智慧、有思想、有个性气质的人。



街头错别字的调查报告资料篇五

二、调查地点：中原路

三、调查对象：路两边的商店

四、调查方法：实地观察

五、调查人：xxx

六、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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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虽然浴和欲、衣和依、
时和食、法和发、刻和咳是同音，但意思完全不同，用错了
说不定就会闹出一个大笑话，让人笑掉大牙，可是一些商家
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力，谋取私利，还是在写的时候故意滥
用，这样给我们小孩子带来很多误解和麻烦。

调查后，我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某些商家不要为了自己的
利益而误导大家，因为汉字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爱汉字
就是爱自己的祖国，希望大家加强对错别字危害性的认识，
正确使用汉字，为我们中国的文化锦上添花。

街头错别字的调查报告资料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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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头错别字的调查报告资料篇七

调查时间：20xx年11月18日。

调查地点：小区门口。

调查目的：搜集街头错别字并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调查资料分析：一出去，便看见琳琅满目的店铺，以及旁边
放置的招牌广告上的错别字，比如某体育用品店，把篮球错
写成“蓝球”。某小吃店把水饺馄饨写成“水饺混饨”某手



机店把抢占先机错写成“抢占鲜机”还有的童装店，把大同
小异错写成“大童小衣”。还有的把装潢写成了“装璜”。
甚至有些饭店门口把炒饭错写成了“抄饭”不仔细查看，还
真不知道哪里写错了呢！

通过调查，我认为错别字出现主要有以下几点：

1.商家故意写错别字。

2.商家并不知道哪里错了。

3.商家对汉字知识太浅。

针对上述现象，我提出以下建议：

1.倡议商家制作标准规范的广告牌。

2.发现并让商家修改错别字。

调查感受：

虽然我们小学生的错别字越来越少了，但是那些店铺的广告
牌广告词却有增无减，希望那些写错别字的商家及时改正，
这样，让世界上错别字越来越少，甚至没有。

街头错别字的调查报告资料篇八

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32%的中小学生在暑期中参加了课
外辅导班，但喜欢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孩子数只占6%。数据显
示，家长在孩子学费上的支出占所有支出的65%，学习科目主
要集中在英语、计算机、数学、文艺等方面。其中，28%的家
长希望孩子通过参加暑期活动来提高学习成绩，26%的家长希
望孩子能够提高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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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就近开始，从我身上开始调查吧。本来我信心满满，认为
错别字肯定不会多。一调查错别字还真不少，就拿上次考试
来说。有一个成语“一如既往”，而我竟然写了一个“一如
继往”。这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错别字例子么，调查到这里，
我的脸也红了，恨不能直接用钻地术到地底下躲着。“算了，
还是走上街头进行一次调查吧。”我心中暗想，“估计小商
小贩的错别字也不会少。”于是，我骑着单车，来到了大张
购物商店门口。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会有这么多的错别字。”一番调查之后，
我陷入了沉思。“有人可能是不太熟知祖国汉字的使用方法，
例如我把“一如继往”给写错了，还有把‘的地得’用错地
方;有的人大概是为了简单，减少笔画，比如把招牌上
的‘腐’写成‘付’;个别人可能是为了迎合潮流，吸引更多
顾客的来临……”看来，错别字也是多种多样啊。

“总不能把那些把汉字写错的人塞进小学课堂吧?那该多滑稽
啊，真不亚于唐僧娶妻。”我头疼地想着，好容易才想出了
一个解决办法，“真应该来个错别字宣传班，把那些容易错
的字都宣传出去，并且提醒大家注意，告诉大家正确的使用
方法。而我们在写的时候也应该多加注意，千万不能让错别
字这个家伙来‘偷袭’。这样的话，估计错别字出现的几率
就会小多了。”

谚语是民间集体创造、广为流传、言简意赅并较为定性的艺
术语句，是民众的丰富智慧和普遍经验的规律性总结。恰当
地运用谚语可使语言活泼风趣，增强文章的表现力。

这次错别字调查行动也就完美落幕了，如果所有人都能正确
使用祖国汉字，这该多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