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论文提纲提纲(汇总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论文提纲提纲篇一

论文类型：

导 师：

学生姓名：

学 号：

专 业：

一、选题依据

二、写作的基本思路

一、管理会计观念的更新

市场观念

企业整体观念

动态管理观念

企业价值观念

二、管理会计内容的调整与拓展



成本管理方面

决策分析与评价方面

人本管理问题

三、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发展与改进

结束语

参考文献

四、研究目标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论文主要从从管理会计观念、管理会计内容和管理会计的研
究方法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粗浅的看法。

三、资料收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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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长通过给教师授权，以正确发挥和使用自身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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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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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页首三号黑体字居中打印“目录”两字，两字之间空四
格。空一行后打印标题及对应的页码。一级标题用黑体四号
字，二级标题用小四号宋体字，均为单倍行距。目录内容最
好在一页，页下无需注明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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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现状评述

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第一章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理论初探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立论基础

一、思想政治教育源起的必然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普遍性

三、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规律性

第二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内涵和特征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内涵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征

第三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时代背景及含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时代背景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科学内涵

第二章 改革幵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回顾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先决条件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理论依据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实践基础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沿革

一、学科创立和发展的铺垫阶段(1978一1984)

二、学科创立和初步发展的维护阶段(1984~2004)



三、学科系统和深化发展的强化阶段(2005一至今)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基本方式

一、依托、借鉴方式

二、自主创新方式

三、基本理论的再系统化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现状分析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取得的主要成绩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定位日益清晰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体系建设日趋完善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主体建设取得显着成就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经验总结

一、满足了社会发展和人的现代化需求

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

三、党和国家对学科建设的关注和投入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学科发展目标存在的问题

二、学科发展任务存在的问题

三、学科发展主体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进程中的问题归因分析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合法性尚未得到充分认可

二、实践层面学科定位的迷失与紊乱

三、学科发展主体尚未形成有效的合力

四、高校学术权力的弱化和人文精神的衰落

第四章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创新探析

第一节 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规律

一、适应性和服务性规律

二、主体合力发展规律

第二节 转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范式

一、范式及范式转换对学科发展的意义

二、学科发展进程中问题研究范式的提出、要求及简评

三、学科发展进程中人学研究范式的提出、要求及简评

第三节 确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新的原则

―、科学性原则

二、规范化原则

三、系统性原则

第四节 把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着力点



一、完善学科顶层设计

二、创新学科发展方式方法

三、深化理论研究和转仡

四、加强人才师资队伍建设

第五章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趋势展望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趋势的主要依据

一、全球化发展趋势及其对学科发展的挑战

二、社会现代化转型对学科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三、人的多样化需求对学科发展提出的多维诉求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辨证趋势分析

一、学科功能发展趋势:工具性与目的性并行发展

二、学科领域发展趋势:横向发展与纵向提升双向互动

三、学科特色发展趋势:国际化与民族化并存发展

四、学科路径发展趋势:科学化与社会化协调并进

结 语

一、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

二、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三权”建设引领和推动学科深化发
展



参考文献

论文提纲提纲篇四

1、标题问题：应简练、明白、有归纳综合性。

2、择要：要有高度的归纳综合力，说话精炼、明白。

3、环节词：从论文成效或者注释中遴选3～5个最能表达次要
形式的词作为环节词。

4、目次：写出目次，表示页码。

5、注释：毕业论文注释：包含媒介、本论、结论三个局部。

媒介（引言）是论文的开首局部，次要解释论文写作的手段、
理想意义、对于所钻研成绩的看法，并提出论文的中央论点
等。数据复原媒介要写得长篇大论，篇幅没有要太长。

本论是毕业论文的主体，包含钻研形式与设施、试验资料、
试验成效与剖析（评论辩论）等。正在本局部要使用各方面
的钻研设施和试验成效，剖析成绩，论证观念，尽可能反映
出本人的科研才能和学术程度。

结论是毕业论文的开头局部，是盘绕本论所作的完毕语。数
据复原其基础的要点便是总结全文，加深题意。

6、道谢辞：简述本人经由过程做毕业论文的体味，并应答指
点教员和辅佐完成论文的相关职员透露表现谢意。

7、参考文献：正在毕业论文开端要列出正在论文中参考过的
专著、论文及其他材料，所列参考文献应按文中参考或者引
证的前后递次摆列。



毕业论文概要

毕业论文概要的基础构造由序论、本论、结论三小局部组成。
序论、结论这两局部正在概要中部应比拟简单。本论则是全
文的重点，是应集合文字写深写透的局部，是以正在概要上
也要列得较为具体。数据复原本论局部最少要有两层规范，
层层深刻，层层推理，以便表现泛论点和分论点的无机连系，
把论点讲深讲透。

论文提纲提纲篇五

(一)毕业论文选题注意事项4

(二)毕业论文的选题参考方向4

五、对学生的学习要求3

六、成绩评定3

七、毕业论文进度安排4

市场营销专业毕业论文指导书(专科夜大、函授班适用)

编写者：宋成珍等 执笔者：梁荣全毕业论文是学院培养学生
创新精神和技术应用能力的一个重要教学环节，是培养应用
性人才必要的基础训练和从业、创业的适应阶段。

通过毕业论文，培养学生运用所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
本技能和专业知识;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
度;培养学生调查研究、利用文献等综合技能。

一、毕业论文基本要求



1.毕业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撰写毕业论文或进行毕业设
计。

论文提纲提纲篇六

毕业论文包括以下内容：

封面、内容提要与关键词、目录、正文、注释、附录、参考
文献。其中“附录”视具体情况安排，其余为必备项目。如
果需要，可以在正文前加“引言”，在参考文献后加“后
记”。

（1）封面

（2）内容提要与关键词

内容提要是论文内容的概括性描述，应忠实于原文，字数控
制在300字以内。关键词是从论文标题、内容提要或正文中提
取的、能表现论文主题的、具有实质意义的词语，通常不超
过7个。

（3）目录

列出论文正文的一二级标题名称及对应页码，附录、参考文
献、后记等对应的页码。

（4）正文

正文是论文的主体部分，通常由绪论（引论）、本论、结论
三个部分组成。这三部分在行文上可以不明确标示。

（5）注释

对所创造的名词术语的解释或对引文出处的说明，注释采用



脚注形式。

（6）附录，以及毕业论文结论

附属于正文，在毕业论文结束语中出现，对正文起补充说明
作用的信息材料，可以是文字、表格、图形等形式。

（7）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