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开题报告研究工作安排及进度 研究
生论文开题报告(大全5篇)

随着个人素质的提升，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
报告的时候要注意逻辑的合理性。那么报告应该怎么制定才
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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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开题报告研究工作安排及进度篇一

摘要：“x什么x”格式是现代汉语口语中常见的一种句式，如我
们常说和常听到的“看什么看”“笑什么笑”“挤什么挤”
等等。能够进入该格式的“x”可以是动词、形容词、名词等等。
本文拟从语义来源及构式义等角度来进行探讨。

关键词：“x什么x”格式语义分析

“x什么x”格式是现代汉语口语中常见的一种句式，对其进行
语义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一、“x什么x”格式的语义来源

关于“x什么x”格式的基本语义特征，一般认为是表否定，具
体句子有一些具体的语义特点，如不满、责骂等。但是对该
语义的来源，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由疑问代词“什么”的
非疑问用法（否定用法）带来的，其中的“什么”前指x，后
一个x主要强调主观抒发，突出感情色彩；二是由整个结构表
达。但本文认为：

（1）如果说该格式意义是由疑问代词“什么”的否定用法带
来的话，那么，当x为v时，动词重叠式的意义主要用来“表
现时量小、动量短或委婉态或尝试态”，而“v什么v”格式表



示的显然不是对“时量小、动量短或委婉态或尝试态”的否
定。

（2）“什么”本身是没有否定意义的，它的这种用法是一种
语用否定形式，而非句法层面上的否定，是人们在言语交谈
中为表现主观性而采取的一种语法化形式。（肖任飞、张芳，
20__）并且用“什么”进行否定的意义并不单一，在一定的
情况下，这种否定意义的表达需要语境的帮助。如：

a、“不是告诉你了吗……；挤什么挤，要买快说……”

b、“操你妈！挤什么挤？”

a、b中的“挤什么挤”分别表示的是不耐烦和愤怒的情绪。

（3）表否定的“x什么x”格式具有泛形化的特点，除了本文讨
论情况外，还有以下形式：

a、“光杆的‘什么’”表否定，如“什么呀！我才不生气
呢！”

b、“什么+y（y可以是一个词或一个短语）”如“什么他真能
干！”

c、“x+什么”，如“怕什么，我还能吃了你！”

d、“x什么y”形式，其中的y可以是np、vp或ap形式，如“担什
么心”“有什么依不得”“发什么呆呀”等。这些格式都是
带上疑问代词“什么”表示否定的格式，但是它们的内部解
释机制不同。

（4）“x什么x”格式还可以受状语修饰，如“还装什么装、还等
什么等”，这里的“还”是修饰“x什么x”整个格式的，并不
是修饰其中的某个组成成分。



因此，本文认为“x什x”格式的否定意义是由整个格式带来的。
以下本文将以构式语法理论为基础，对“x什么x”格式的构式
义进行相关的分析。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认为判断构式的标准为：一是构式
的语义不可从其组成成分推导出来；二是构式的语义也不能
从已有的句式中推导出来。而上面我们已经解释了用“疑问
代词的非疑问用法或否定用法”来解释“x什么x”格式的否定
意义是行不通的。另外我们都知道，在语言系统中，语法意
义和语法功能完全相同的语法结构最终难以共存，一种语法
形式能够在语言系统中存在，在言语交际中传承，必然有其
独特的价值。而“x什么x”格式是现代汉语口语中常见的一种
句式，是一种在言语交际中成熟和发展起来的语法化形式。
因此本文认为，“x什么x”格式是一种构式，其否定用法是由整
个格式来表达的。

二、“x什么x”格式的构式义

在“x什么x”格式的句法分析中，我们已经分析了，该格式中
的“x”可以是动词、形容词、名词等语法类别，下面本文将分
析该格式的构式义。

“x什么x”格式的基本语义是表否定，但是具体的句子又有自
己的一些语义。先看以下例子：

（1）胖胖大大的钱康从车上喝道而下：“挤什么挤？先下后
上！”（北大ccl语料库）

（2）李文彬却不识眼色，梗着脖子说：“老窦，你也太心虚
了，你怕什么怕？……”（同上）

（3）甲：这次这事真是太谢谢你了！



乙：谢什么谢！举手之劳。（生活实例）

（4）“好什么好？都是‘鸿门宴’，不是那么好吃的。”
（北大ccl语料库）

（5）窦夫人：“我又不是吃你，你急什么急！”（白先勇
《游园惊梦》）

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当x性质不同时，该格式的具体意
义是不同的。

a、“x什么x”格式在句式上相当于一个否定陈述句。

1)当x为动词时，该格式表示否定x所表示的动作或行为。
如(1)中听话人认为说话人不知道原因，是对说话人所表示的
指导这种行为的否定，并试图劝导说话人不要多管闲事。这
类动词多为“懂、了解、明白”等心理感官动词。(2)(4)表
示的也是这样一种语义，是对说活人所说的否定。

2)当x为形容词时，该句式否定性质状态，在句式上也相当于
一个否定陈述，如(5)(8)中听话人对说话人所说
的“好”“年轻”的状态的否定，在意义上是“不好”“不
年轻”。

b、“x什么x”格式在句式上相当于一个祈使句。

1)当x为动词(v)时，否定动作行为，该格式在句式上相当于一
个表示禁止或拒绝的祈使句。如(2)(5)中的“挤什么
挤”“谢什么谢”表示的就是“不要挤”“不用谢”的意思，
表示的都是说话者对“挤”和“谢”这一动作行为的阻止，
只是在语用意义上，后者表示了一种谦逊、客气的情感。

2)当x为形容词(a)时，也是否定性质或状态，只是在句式上相
当于一个表示禁止或拒绝的祈使句。如(7)中是窦夫人对听话



人所表示出来的状态的否定，在语义上相当于“别急”。

3)当x为名词、副词或叹词时，该格式在语义上或相当于否定
陈述句，或相当于否定祈使句，如“酒什么酒”“你什么
你”“都什么都”“啊什么啊”在语义上表示的都是对说话
人所发出的动作行为的否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x什么x”格式的构式义：在
一定的语境中，说话者对某种动作、行为或性质状态的主观
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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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开题报告研究工作安排及进度篇二

一.选题原则

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
理论意义的课题。

2.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
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



3.课题份量和难易程度要恰当，博士生能在二年内作出结果，
硕士生能在一年内作出结果，特别是对实验条件等要有恰当
的估计。

4.要结合导师的科研任务进行选题。

5.要根据研究方向及自己的基础和特点，在查阅文献和分析
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论文题目或选题范围，并与导师共同确定。

二.基本要求

2.博士生的开题报告在第三学期开学初进行，硕士生的开题
报告在第四学期开学 初进行。

3.书写格式：

(1) 论文题目(或选题范围)

(2) 国内外在这一领域已进行的工作及前沿的主要问题

(3) 课题的实用价值或理论意义以及可能达到的水平

(4) 研究工作具有新意的思路、方法、技术路线

(5) 研究过程中预计可能遇到的困难或问题，并提出解决方
法和措施

(6) 所阅读的文献、资料(另附清单)

(7) 论文工作安排

4.开题报告通过后，可进入论文工作实施阶段。未获通过者，
可在1～2月内补作开题报告。

5.研究生先按此要求书写开题报告及论文工作计划，开题报



告通过后，再书写到此表上。

论文开题报告研究工作安排及进度篇三

因此硕士研究生在论文选题时应适当确定自己的研究水准，
对所研究的课题应当有新的见解，科学研究应有一定的难度
和深度，对试验结果或调查数据的分析应有一定的理论支撑，
以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
的能力。

论文开题报告研究工作安排及进度篇四

如何写论文开题报告

(一)论文开题报告的前提——通过理论思维选择课题

那么如何选择研究问题呢?这里要强调的是通过理论思维来发
现研究问题。

理论是由一系列前设和术语构造的逻辑体系，特定领域的理
论有其特定的概念、范畴和研究范式，只有在相同的概念、
视角和范式下，理论才能够对话。只有通过对话，理论才能
够发展。硕博论文要想创造新理论很难，多数是在既有理论
的基础上加以发展。

其次，选择问题是一个“剥皮”的过程，理论问题总是深深
地隐藏在复杂的现实背后，而发现理论问题，则需要运用理
论思维的能力。这就需要我们不断锻炼和提高自己的理论思
维能力，需要在日常的学习中，不断总结和分析以往的研究
者大体是从哪些视角来分析和研究问题，运用了哪些理论工
具和方法，通过学习和总结来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
从而选择具有学术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并与国家经济建设
及导师承担的科学研究项目紧密结合的研究问题。



(二)做好文献综述，为论文开题报告打好基础

在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会上，出现的普遍问题是对文献的研
读不够，对研究背景的了解不够深入，对研究方向上国内外
的具体进展情况了解不够全面、详细，资料引用的针对性、
可比性不强。有很多学生没有完全搞清论文开题报告与文献
综述的区别，他们的论文开题报告有很多仅仅是对前人工作
的叙述，而对自己的工作介绍甚少。

文献综述的基本内容包括:国内外现状;研究方向;进展情况;
存在问题;参考依据。这是对学术观点和理论方法的整理。同
时，文献综述还是评论性的，因此要带着作者本人批判的眼
光来归纳和评论文献，而不仅仅是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堆
砌”。

要想写好论文开题报告，必须认真研读文献，对所研究的课
题有个初步的了解，知道别人都做了哪些工作，哪些方面可
以作为自己研究的切入点，因此，文献调研的深入和全面程
度，会相当程度地影响论文开题报告的质量，是学生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的客观基础。

论文开题报告研究工作安排及进度篇五

摘 要：随着国际化交流越来越频繁，饮食文化已经成为国际
交流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中西方在饮食分化方面的差异非常
明显。本文对中西饮食文化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深刻理解
了中西文化的不同之处，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有利于跨越文化交流，对世界文化进行融合。

关键词：饮食文化;跨文化交际;差异

一、中西饮食文化



文化是复杂的，它包括信仰、知识、艺术、法律、道德、风
俗以及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习得的任何习惯与才能，人类有着
共同的文化基础，但是随着人类群体的不同范围，文化的体
现也出现了差异。每个国家和地区的饮食文化都是各自文化
的浓缩。中西国家文化底蕴的不同导致饮食风格也大不相同。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饮食文化，它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影
响深远，占据了世界饮食文化的重要地位。西方国家因为曾
经作为殖民地，拥有大量的移民，因此融合了其他国家的饮
食文化形成了自己的饮食文明。

二、中西饮食文化差异原因分析

1、中西方饮食观念差异

因为中西方有着不同的哲学思想，西方人坚持科学理性的饮
食观念，讲究科学营养，所以西方饮食注重食物的营养成分
之间的搭配。食物搭配是否营养均衡、摄入的卡路里是否合
适、营养成分能否被彻底吸收等这些问题在西方饮食文化中
成为了一门烹饪学问。西方人要求保持食物的营养，对食物
的色香味没有很大的要求，很少将饮食当做精神享受。在西
方的宴席上，西方人讲究餐具和用料，讲究原料的搭配，在
中国看来西方的饮食是很机械的。但是中国人较为注重饮食
的艺术性，对饮食的口感要求较多，但对营养方面比较不注
重。中国人觉得食物除了可以解决温饱，更是一种精神享受，
在中国的饮食观念中，对食物味道的追求大于对营养的追求，
这就导致中国的饮食过于注重食物的口感，具有片面性。

2、中西方饮食内容差异

西方人更为注重对动物蛋白质的摄取，在介绍饮食特点时，
西方有发达的食品工业，例如快餐和罐头，味道虽然都差不
多，但是却省时又营养，饮食的内容大部分以动物类为主，
肉食占整个饮食的大部分。而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国的饮食



以植物类为主，肉少粮多，在中国的北方，人们的主食是馒
头和面条，南方主食是米饭，中国人的饮食是以素菜为主，
荤菜为辅。中西方饮食观念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就是西方人偏
好冷食，例如生菜和沙拉等。但是中国人偏好热食，中国人
普遍认为菜要趁热吃才好吃。

3、中西方烹饪的差异

中国认为烹饪是一门艺术，中国有非常多的烹饪技术，例如
煎、炒、蒸、炸、溜、焖、烧、炖、煲等，让人眼花缭乱。
中国人的烹饪非常复杂，一道菜通常要花费很多时间来准备，
中国的厨师行业对厨师本人对原料的选择较为注重，所以原
料的优劣和厨师的天赋都会直接对菜品造成影响。

西方则强调饮食的营养，制作饮食较为规范，没有乐趣可言。
西方的烹饪手法不像中国一样复杂，西餐更为注重发挥食物
本来的味道，只进行简单的加工，较为随意。

4、中西方饮食方式的差异

中国的宴席是大家共享一席，乐于呈现和谐的气氛，在餐桌
上人们相互敬酒和劝菜，体现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从卫生
层面来看虽然有明显的不足，但是却很符合中国人对团结的
心态。而西方的宴会更为注重交谊，西方流行自助餐，人们
不用固定在位子上用餐，大家各取所需，走动自由，注重个
人情感交流，体现西方人对自我和个性的尊重。

三、生产生活空间和方式的差异对饮食文化差异的影响

筷子与刀叉、圆桌与条桌等都各不相同，在菜式与道数上双
方也是相互对立的，因此宴请礼仪、席间气氛和饮酒的方式
也都不尽相同。

在中国，主要是群体文化主导价值观，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



国则是强调个体的尊严和价值，强调个人主义，强调差异与
特征，鼓励特立独行的风格，所以中西方的价值观截然不同，
这在饮食上也有体现。

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反映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差异，饮食是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一方面。在中国，饮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是超越一切物质和精神形态的东西，这也在日常生活中体现
出来。

但是在西方国家，饮食只是一种生存手段与交际方式。美国
的一位叫做马斯洛的心理学家，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
从低到高，最低的一层就是对饮食的需求，另外四种分别是
对安全、情感、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西方人的饮食观念
与中国人存在很大差异，西方人认为吃只是可以保证人身体
健康和正常生存的方式，只起到维系生命的作用。而就交际
手段来说，宴请的目的是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向提供帮助
和服务的人表示感激之情。二是期望赢得客户的信任。三是
对达成交易的庆祝。四是请人帮忙。五是引荐他人的时候。
六是在建议和讨论某些想法的时候。从这里不难发现，吃虽
然重要，但是西方国家仅仅将吃停留在简单的交际层面，并
不像中国一样对吃极为注重。

通过本片论文的论述可以了解到，中西方的饮食文化各有各
的长处，通过研究可以实现中西饮食文化的融合和互补。现
如今，中餐开始注重食物的营养性和科学性，而西餐也开始
注重食物的色、香、味俱全。中西方饮食文化在相互交流中
将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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