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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广西中医药》（双月刊）创刊于1977年，由广西中医学院、中国中医药学会广西分会主办。 本刊国内
外公开发行，是我国创刊较早的中医药类期刊。被评为中文核心期刊(1992)，全国中医药优秀期刊，广
西优秀期刊。

《广西中医药》医生论文发表

《广西中医药》主要刊登中医药医疗、科研、教学方面的论文，侧重临床实践经验和科研成果的报道。
主要栏目：专题述评、临床研究、手法医学、老中医经验、理论探讨、学术争鸣、临床报道、针灸经络
。

文学赏析论文如何写

文学赏析论文如何写?赏析是鉴赏的一个过程，是实现由感性阶段到理性阶段的认识飞跃，既受到艺术作
品的形象、内容的制约，又根据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经验、艺术观点和艺术兴趣对形象加以补充和完
善。

论文格式：    1.引言    1.1制定本标准的目的是为了统一规范我省电大汉语言文学类本科毕业论文
的格式，保证毕业论文质量。    1.2毕业论文应采用最新颁布的汉语简化文字，符合《出版物汉字使用
管理规定》，由作者在计算机上输入、编排与打印完成。    1.3毕业论文作者应在选题前后阅读大量有
关文献，文献阅读量不少于10篇，将其列入参考文献表，并在正文中引用内容处注明参考文献编号（按
出现先后顺序编排）。    2.编写要求    2.1页面要求：毕业论文须用A4（210×297mm）标准、70克
以上白纸，一律采用单面打印；毕业论文页边距按以下标准设置：上边距（天头）为：30
mm;下边距（地脚）25mm;左边距和右边距为：25mm;装订线：10mm;页眉：16mm;页脚：15mm.   2.2页
眉：页眉从摘要页开始到论文最后一页，均需设置。页眉内容：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类本科毕
业论文，居中，打印字号为5号宋体，页眉之下有一条下划线。    2.3页脚：从论文主体部分（引言或



绪论）开始，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页，页码编写方法为：第x页共x页，居中，打印字号为小5号宋体。 
2.4前置部分从内容摘要起单独编页。   
2.5字体与间距：毕业论文字体为小四号宋体，字间距设置为标准字间距，行间距设置为固定值20磅。 
3.编写格式    3.1毕业论文章、节的编号：按阿拉伯数字分级编号。   
3.2毕业论文的构成（按毕业论文中先后顺序排列）：   
前置部分：封面；中文摘要，关键词；[英文摘要，关键词 （申请学位者）];目次页（必要时）
主体部分：引言（或绪论）；正文；结论；参考文献    4.前置部分    4.1封面：封面格式按浙江广
播电视大学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封面统一格式要求。封面内容各项必须如实填写完整。其中论文题目是
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毕业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论文题目所用每一词必须考虑
到有助于选定关键词和编制题录、索引等二次文献可以提供检索的特定实用信息；论文题目一般不宜超
过30字。论文题目应该避免使用不常见的缩写词、首字缩写字、字符、代号和公式等；论文题目语意未
尽，可用副标题补充说明论文中的特定内容。    具体内容依次列示如下内容：   
文学类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小二号黑体，居中） 论文题名 （二号黑体，居中）    学生姓名
（××××××××三号黑体） 学 号 （××××××××三号黑体） 指导教师
（××××××××三号黑体） 专 业 （××××××××三号黑体） 年 级
（××××××××三号黑体） 学 校 （××××××××三号黑体）    4.2摘要：摘要是论文内容不
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应以第三人称陈述。它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即不阅读论文的全文，就能
获得必要的信息。摘要的内容应包含与论文同等量的主要信息，供读者确定有无必要阅读全文，也供文
摘等二次文献采用。    摘要一般应说明研究工作目的、实验研究方法、结果和最终结论等，而重点是
结果和结论。摘要中一般不用图、表、公式等，不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术语和非法定的计量单位。 
摘要页置于封面页后。    中文摘要一般为300汉字左右，用5号宋体，摘要应包括关键词。    英文
摘要是中文摘要的英文译文，英文摘要页置于中文摘要页之后。申请学位者必须有，不申请学位者可不
使用英文摘要。关键词：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款目
的单词或术语。一般每篇论文应选取3~5个词作为关键词。关键词间用逗号分隔，最后一个词后不打标点
符号。以显着的字符排在同种语言摘要的下方。如有可能，尽量用《汉语主题词表》等词表提供的规范
词。    4.3目次页：目次页由论文的章、节、条、附录、题录等的序号、名称和页码组成，另起一页排
在摘要页之后，章、节、小节分别以1.1.1;1.1.2等数字依次标出，也可不使用目次页    5.主体部分   
5.1格式：主体部分的编写格式由引言（绪论）开始，以结论结束。主体部分必须另页开始。   
5.2序号：毕业论文各章应有序号，序号用阿拉伯数字编码，层次格式为：    1××××（三号黑体，
居中）××××××××××××××××××××××（内容用小四号宋体）。    1.1××××（小
三号黑体，居左）×××××××××××××××××××××（内容用小四号宋体）。    1.1.1×
×××（四号黑体，居左）××××××××××××××××××××（内容用小四号宋体）。   
①××××（用与内容同样大小的宋体） a.××××（用与内容同样大小的宋体）    5.3论文中的图、
表、公式、算式等，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分别依序连编编排序号。序号分章依序编码，其标注形式应便于
互相区别，可分别为：图2.1、表3.2、公式（3.5）等。    5.4注：论文中对某一问题、概念、观点等的
简单解释、说明、评价、提示等，如不宜在正文中出现，可采用加注的形式。    注应编排序号，注的
序号以同一页内出现的先后次序单独排序，用①、②、③？？依次标示在需加注处，以上标形式表示。
    注的说明文字以序号开头。注的具体说明文字列于同一页内的下端，与正文之间用一左对齐、占页
面1/4宽长度的横线分隔。    论文中以任何形式引用的资料，均须标出引用出处。    5.5结论：结论
是最终的，总体的结论，不是正文中各段的小结的简单重复，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炼。    
5.6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应是论文作者亲自考察过的对毕业论文有参考价值的文献。参考文献应具有权威
性，要注意引用最新的文献。   
参考文献以文献在整个论文中出现的次序用[1]、[2]、[3]??形式统一排序、依次列出。
参考文献的表示格式为：   
着作：[序号]作者。译者。书名。版本。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时间。引用部分起止页   
期刊：[序号]作者。译者。文章题目。期刊名。年份。卷号（期数）。 引用部分起止页   
会议论文集：[序号]作者。译者。文章名。文集名
.会址。开会年。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引用部分起止页    文学毕业论文选题对策    文学毕
业论文质量滑坡，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就业形势紧张，同学忙于“找婆家”,分散了时间和精力；
用人单位往往只重视学历文凭和外语、计算机等级证书，无暇顾及毕业论文质量（甚至未完成论文就已
签约），又对同学形成一种误导；而常规教学和毕业论文专项工作上的某些疏漏，则是汉语言文学毕业



论文质量滑坡的主观原因。这里侧重于教学管理，谈谈提高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质量，把好选题关的对
策。    1.文学毕业论文--培养问题意识   
科学研究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是由已知世界走向未知世界的过程。问题意识是科学研究的立足点。  
  培养问题意识，落实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是学术热点的评介，也可以是前瞻性问题的引导，
还可以是边缘性、交叉性问题的阐发以及冷门问题、盲点问题的告知⋯⋯它是多学科教学合力作用的结
果。教师要坚持在“教中教”,即在教会学生知识的过程中，也教会学习的方法。当然，这对教师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2.文学毕业论文--鼓励自主选题    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选题概括说来有三种类型
：学生自主选题、师生商议选题和教师命题。它们各有利弊，但相互比较，更应该鼓励、倡导的是学生
自主选题。这是因为，选题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工作，自主选题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上文曾说，选题好比采矿。选题之前，有关学术信息的搜集就像这采矿之前的勘探，这是确保“科学
决策”的可靠的技术手段。    强调自主选题，选题要以掌握必要的学术信息为前提。这必要的学术信
息包括：前人对这一论题作过哪些研究？研究的程度如何？有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哪些问题解决了？哪
些问题没有解决？争论的主要问题和焦点是什么？矛盾的症结在哪里？有哪些代表性意见？代表人物是
谁？等等。如果说论题是观照的对象，它总有一个学术背景。就像我们观照一个苹果，苹果树是它的背
景；观照一棵苹果树，一片果林是它的背景；观照果林，莽莽群山又是它的背景。老舍说，要想写好一
座小岛，要知道整个大海的全貌；画画，也讲求搜尽奇峰打草稿。古人着述非常讲究的一点是“蝎泽而
渔”,另外还有“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说法。“长袖”是“善舞”的条件，“多财”是“善贾”
的条件。掌握必要的学术信息，而且能够在横向的现实和纵向的历史这个坐标轴当中去观照研究对象，
才会觉得有话要说、有话可说。硬着头皮完成老师的命题作文，难免陷于无话可说的尴尬境地。    严
格说来，不能自主选题，是不善于学习的表现。自主选题和教师命题，就好像“为情而造文”和“为文
而造情”之间的关系。如果迫不得已，必须依赖教师命题，那么，由近及远、逆流而上地查阅相关文献
（目录、索引、文摘等），是堪称“捷径”最为实用的方法。查阅资料的方法可分为顺查法和倒查法，
作为命题作文的急就章应该采用倒查法；顺查法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皓首穷经。此外，要先学术期刊，
再学术论着。    自主选题，要立足于专业、专长，凝练方向，不断升华；要把握课程论文、学年论文
和毕业论文在内容上的关联，精心培育，持续发展；还要充分利用参加读书报告会、“挑战杯”等活动
的机会，善于积累，锻炼提高。    3.文学毕业论文--强化指导环节    大学生尚不具备独立进行科学
研究的能力，教师的指导工作不可或缺。要通过统一组织的专题讲座，明确最基本的学术规范，要通过
动态的监管，把握步骤，分解落实。不无夸张地说，毕业论文有多少写作环节和内容要素，就相应地存
在着多少问题。例如论题、题目、摘要、关键词、绪论、本论、结论、注释、参考文献等方面，都有可
能出现这样或那样差错，至于观点的深刻性、材料的典型性、论理的透彻性以及论文的创新性、论文的
学术价值等宏观上的问题，更需要指导教师全面监控，帮助把关。以本文所着力探讨的汉语言文学毕业
论文的论题为例，面对“无法拒绝的爱--关注手机短信”、“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经典影视改编的得与失
”、“社会新闻与民生新闻的零距离”、“新闻策划的临门一脚”,以及夹杂着漫谈、杂感、随想等字眼
的论题，如果指导教师仅限于指出这种感性化的、描述性的语言运用不当，而不善于小题大做，由此发
现文体感的缺失，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那么小洞不补的结果，势必是大洞叫苦。当然，上文论及的
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偏离专业方向、缺乏学术价值、脱离主观实际、忽视长远发展的选题更应该及时校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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