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数学研究性报告(通用5篇)
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报告具有
语言陈述性的特点。掌握报告的写作技巧和方法对于个人和
组织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报告的
范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数学研究性报告篇一

课题成员:苏海欧叶甜甜林瑞亮娄智超课题的提出:

学校学生早中午排队买饭时间过长,久而久之学生产生了排队
长,吃饭难的观念。一些同学由于因为种种原因(主要原因是
排队过于浪费时间)，以吃方便面，面包甚至不吃来度日。严
重影响了学生身体健康和学习效率。为此，我们提出了此课
题。目的与意义:

一个健康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作为21世纪的高中生，饮食
是我们培养良好的身体素质的基础。一日三餐对于我们来说
尤为重要。因此我们想研究我们学校的食堂。

阶段时间(周)主要任务阶段目标

一20xx年3月中旬选题选出合适的课题

二20xx年3月下旬开题报告进行答辩

五20xx年5月下旬结题报告答辩、展示、评比计划访问的校内、
外专家:1沈飞2、校总务主任：李志成活动所需条件(如设备、
器材、活动场地、经费及来源等)：

等级：a签名：沈飞20xx年11月2日



数学研究性报告篇二

课题成员:苏海欧叶甜甜林瑞亮娄智超课题的提出:

学校学生早中午排队买饭时间过长,久而久之学生产生了排队
长,吃饭难的观念。一些同学由于因为种种原因(主要原因是
排队过于浪费时间)，以吃方便面，面包甚至不吃来度日。严
重影响了学生身体健康和学习效率。为此，我们提出了此课
题。目的与意义:

一个健康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作为21世纪的高中生，饮食
是我们培养良好的身体素质的基础。一日三餐对于我们来说
尤为重要。因此我们想研究我们学校的食堂。

阶段时间(周)主要任务阶段目标

一3月中旬选题选出合适的课题

二203月下旬开题报告进行答辩

五年5月下旬结题报告答辩、展示、评比计划访问的`校内、
外专家:1沈飞2、校总务主任：李志成活动所需条件(如设备、
器材、活动场地、经费及来源等)：

等级：a签名：沈飞20xx年11月2日

数学研究性报告篇三

5.研究性学习的重点

6.研究性学习内容的选择和设计

六.研究性学习的实施



(一)研究性学习的实施类型

（3）采用个人研究与全班集体讨论相结合的形式。全班同学
需要围绕同一个研究主题,各自搜集资料、开展探究活动、取
得结论或形成观点。再通过全班集体讨论或辩论,分享初步的
研究成果,由此推动同学们在各自原有基础上深化研究,之后
或进入第二轮研讨,或就此完成各自的论文。

(二)研究性学习实施的一般程序

1.进入问题情境阶段

2.实践体验阶段

3.表达和交流阶段

(三)研究性学习实施中的教师指导

（四）研究性学习的具体实施

1.研究性学习具体实施的一般要求

2.研究性学习的组织形式

3.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的一般程序

数学研究性报告篇四

学生姓名：曹文欣班级：高一班

同组学生姓名：高晨曹文欣于蕊贾澜李顺英高天冯佳欣张婷

指导教师姓名：蔡燃



报告完成日期：二零xx年十二月二日

摘要：粉笔粉尘污染在学校中的污染应当引起重视，其对教
师和学生的身体健康产生了严重影响，如何消除粉笔粉尘污
染这个问题应该尽快引起各方面人员的重视。本文阐述研制
吸尘黑板擦的原理和工作过程。

数学研究性报告篇五

有些幼儿不愿意与同伴交往，即使在外边，也只和大人在一
起，不主动去找小朋友玩。有的甚至当同伴主动找到他时，
他也采取“回避政策”。这类幼儿不愿交往的原因可能有三。

。有些家庭以孩子为中心，对孩子的各种需要几乎是无条件
满足，而且总有人陪儿童游戏。当幼儿总有人陪伴在身边时，
他们难以产生找同伴游戏的动机。还有些幼儿只愿意与成人
交往，是因为成人总让着他，与同伴交往，他就需要协调、
商量，甚至还要想办法解决冲突，为了“省事”，他宁可与
成人交往。

对于这类幼儿，家长应及早对其进行“心理断乳”。也就是
说，家庭不应以幼儿为中心，而应“人人平等”。当幼儿长
到3岁左右，有了一定的独立能力时，就应给他一个简单的时
间表，让他明白，家庭成员有聚在一起的时候，也有各自工
作、游戏的时候，彼此之间不能互相干扰。幼儿“心理断
乳”的及早进行，不仅有助于他们产生同伴交往的动机，而
且是促进其独立性发展的“关键策略”。实践证明，及早进行
“心理断乳”，也有助于缩短幼儿刚入幼儿园时产生的“分
离焦虑”时间。

。有些幼儿由于有过负面的交往经历，比如被同伴欺负过，
而不愿意再与同伴交往。他们采取回避的方法，目的在于保
护自己免受伤害。对于这类问题，家长应细心观察，找出问
题的症结，然后“对症下药”。孩子若是被同伴欺负过，家



长不妨直接带领孩子与同伴交往两三次，为幼儿“壮壮胆”，
当幼儿学习到交往技能，体会到交往的乐趣后，家长就可以
撤了。

。有些幼儿由于受遗传或自身个性特点影响，比较内向，不
愿与人打交道，而只喜欢与物打交道。对于这类幼儿家长可
以引导，但不要指望一蹴而就。家长要尽可能引导幼儿与同
伴多一些交往，否则孩子就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学习途径。

需要说明的是，年龄较小的幼儿(大约在3岁以下)不愿交往是
正常现象，因为这时他们还处在“单独游戏时期”或“平行
游戏时期”。但3岁以后，幼儿应表现出逐渐增强的交往需要，
如若不是，家长应从以上方面寻找原因。除此之外，家长应
考虑“自闭症”的可能，不要讳病忌医，要及早带孩子到专
业机构去治疗。

有些幼儿害羞、胆小，想与小朋友交往却不敢交往。比如，
想交换玩具却不敢说，让父母带着交往，等等。造成幼儿不
敢交往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缺乏交往经历和经验，幼儿对于
没有经历或经历少的事情总怀有恐惧心理;二是不自信。因此，
除了多带幼儿进行交往外，比如，到有孩子的邻居家串门，
与朋友一起带着孩子出门游玩等，还要重点培养孩子的自信
心。除了一般性的培养，让孩子与比他们年幼的同伴交往被
证明是一个较为有效的策略，因为年龄的优势会为他们带来
能力的优势。当孩子在与较小幼儿交往过程中积累起丰富的
交往经验、建立起自信时，他们就逐渐敢于交往了。

幼儿在3岁左右出现不敢交往的情况比较多，因为这时他们正
处于想交往又不会交往的阶段。随着交往经验的丰富，他们
会变得乐于交往，如果还不敢交往，那多是自信心不足所致。

有些幼儿愿意交往，也敢于交往，却由于采取了不适宜的交
往行为而在交往过程中经常出现问题。这大致有以下几种情
况。



。有些幼儿总被一个或几个孩子欺负，他们不敢反抗，只有
回到家里向家长诉说，家长既心疼又生气，但常常不知怎么
办才好。此消彼长是一些事物存在的规律，这个规律也同样
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上。当一个幼儿欺负另一个幼儿而
没有遭到反抗时，他就会逐渐胆大起来，更加强化了欺人的
行为。其实，幼儿最初的欺负行为都是尝试性的，当这种行
为遭到反抗时，他一定会收敛一些。因此，当幼儿第一次回
家报告被欺负时，家长在搞清楚纯属欺负行为时，一定要告
诉孩子应勇敢地反击。

比如，鼓励孩子对欺负人的幼儿说“我不喜欢你这样
做”“你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等等。有些幼儿由于性格
懦弱或别的原因不敢反击，家长则可以陪伴在孩子的身边，
但切记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处理，家长不能包办代替，也不要
给孩子形成仗势欺人的印象，要让孩子以理服人，在反击过
程中积累交往经验、增强交往技能才是最根本的目的。

其次，教孩子几个“绝活”也是提高幼儿社交地位的策略。
幼儿往往崇拜能力比自己强的人，对于这样的同伴他们也很
少产生欺负的动机。因此，在业余时间教孩子一些技能，如
折纸、变魔术等，有助于他们“震慑”住喜欢欺负人的同伴。

。有些幼儿比较自我中心，在游戏过程中，不愿意把自己喜
欢的玩具给同伴，总希望别人都听他的，好拔尖，总要占
据“好事”……这种幼儿由于其行为不符合“游戏规则”而
常常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其实，对这类孩子的教育使用“自
然结果法”就很好。即：当幼儿由于自己的行为而不受欢迎
时，家长再及时介入，在孩子感到最“痛”的时候帮助他找
出原因及对策。幼儿的“乐群性”使他们这时很容易接受家
长的建议。轮流、分享、协商等都是幼儿应该学习的重要的
社交技能，或曰“游戏规则”，在交往过程中，要让幼儿逐
渐习得这些技能从而逐渐成为受欢迎的人。

。有些幼儿喜欢打小朋友、抢别人的玩具，从而成为不受欢



迎的人。比如，当他们想加入正在进行的游戏小组时，他们
经常会采取强行进入的办法，从而遭到同伴的拒斥。他们缺
乏相应于游戏情境的交往策略，研究证明，模仿他人的行为、
显示出一致、说与游戏有关的话等，都是加入游戏小组的有
效策略。针对攻击性强的幼儿，家长可采取与孩子讨论、讲
故事等方法，使幼儿明白自身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办法。
告诉幼儿，当与同伴发生冲突时，可采取以下步骤：倾听别
人的想法，平静地陈述自己的想法，达成共识。

幼儿在与同伴的交往过程中，太懦弱和太“自我”都会出现
问题。要想让幼儿把握好交往的分寸、自如地进行交往，必
须让幼儿进行“实地学习”。那种怕幼儿出问题而把幼儿关
在屋里的做法是绝不可取的，幼儿只有在经历无数次成功和
失败的交往后，才能真正成长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