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题报告创新点(通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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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作用是帮助读者了解特定问题或
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报告
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开题报告创新点篇一

编写校本教材的依据

1、从学校教育策略出发

对校本课程的内容和体系重新加以梳理，涉及课堂环节，教
学形式，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就会全面铺开。

2、从课程资源整合的需要出发

课程资源，包括教师资源，学生资源，教学环境，教学设施
和课堂教材等。整合课程资源，这是对学校深厚历史积淀的
开掘、改造和利用，讲究编程和重组。

3、从学生学习的实际需要出发

让学生在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课程，强调尊重学生的兴趣和
经验，给他们个性发展一个空间。学生实际上也参加了教材
的建设，成为校本课程的实践者和创造者。

4、从教师自身提高的需要出发

学校教师不仅仅是课程的实践者，教材的使用者。教育的模
式的转轨，引导着老师职能的转换。因此教师，既是课程的
实践者，也是课程的管理者和开发者。



2、理论假设与研究目标(研究目标与具体化)

(一)建立校本课程学术小组

校本课程开发，作为学校的教育行为，校长要亲自参与决策
和策划。由校长室、教务处、专业部和骨干老师组成四级开
发小组。小组承担如下工作义务。

1、提升理念：“构建人本，突出特色，尊重和关心每一个学
生的自主发展，促进专业技能水平有创造性发展。”

2、制定开发目标――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

3、制订开发指南，包括教学计划，教学目标，课程清单，评
价方案等。

4、形成管理网络

(二)对教材资源的筛选和改造

1、对学校资源的整理

2、对教师资源的整理

3、对学生资源的整理

4、对社会资源的利用

5、对材料的筛选和改造

3、研究内容(研究内容的分解与具体化，含子课题的设计)

课题第一模块――工程名称：家用直流电源电路(二极管、整
流、滤波、稳压)



课题第二模块――工程名称：信号功率放大电路(三极管、放
大电路、震荡电路)

课题第三模块――工程名称：晶闸管控制器(晶闸管)

课题第四模块――工程名称：数字抢答器、数字表决器(数字
门电路)

课题第五模块――工程名称：数字自动控制电路、数字计数器
(数字触发器)

课题第六模块――工程名称：手动发电、电动装置(电磁学)

课题第七模块――基础电学知识学习

4、研究过程设计(阶段时间划分、阶段打成目标、阶段研究
内容、阶段成果形式、阶段负责人)

2006年2月13日至2月26日，课题讨论与确定，负责人：王皓

2006年2月27日至3月12日，课题研究过程研究与制定，负责
人：电学课任课教师(王泽森、张方辉、何伟、姜英、王皓)

2006年3月13日至4月15日，课题第一模块第一部分初稿，负
责人：孔繁斌

2006年4月16日至4月30日，课题第一模块第一部分定稿，负
责人：张林丽

2006年5月1日至5月15日，课题第一模块研究模式评价与审定，
负责人：岳国峰

2007年1月至2006年8月，课题第五、六、七模块定稿，负责
人：电学课任课教师



2008年1月初，课题定稿与评价、审报结题，负责人：

5、研究方法设计(对应研究目标、内容、过程进行某一方法
的具体设计)

模块研究设计方法如下：

(1)确立工程项目，明确学习目的，激发学习兴趣

(2)理论知识学习，传授理性知识，形成电学技术的系统性、
结构性

(3)配套实验测试与实践，提高感性认识，提高技能水平

(4)通过完成电子电工实物作品，实现工程项目完成与测评

6、完成本课题研究任务的保证措施

(2)实验部分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和课题计划进行处理和编辑，
购买实验设备、器材，重建实验机制，形成完整的工程配套
系列实验。

(3)工程结束工作以指导学生通过实验实践完成电子电工实物
作品为评价标准，

7、预期研究成果(成果形式及预期完成时间)

预期2007年底完成《电工基础》、《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
整合与改编，形成一门新教学思路、新教学观念、新教学方
法的综合性课程教学教材《电学技术》。

开题报告创新点篇二

论文最好能建立在平日比较注意探索的问题的基础上，写论



文主要是反映学生对问题的思考，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 所谓课题背景，主要指的是为什么要
对这个课题进行研究，所以有的课题干脆把这一部分称
为“问题的提出”，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或
者说提出这个课题。比如我曾指导的一个课题“伦教文化研
究”，背景说明部分里就是说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伦教作
为珠江三角洲一角，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她的文化发展
怎么样，有哪些成就，对居民有什么影响，有哪些还要改进
的。当然背景所叙述的内容还有很多，既可以是社会背景，
也可以是自然背景。关键在于我们所确定的课题是什么。

二、课题研究的内容。课题研究的内容，顾名思义，就是我
们的课题要研究的是什么。比如我校黄姝老师的指导的课
题“佛山新八景”，课题研究的内容就是：“以佛山新八景
为重点，考察佛山历史文化沉淀的昨天、今天、明天，结合
佛山经济发展的趋势，拟定开发具有新佛山、新八景、新气
象的文化旅游的可行性报告及开发方案。”

开题报告创新点篇三

研究方案，就是课题确定之后，研究人员在正式开展研究之
前制订的整个课题研究的工作计划，它初步规定了课题研究
各方面的具体内容和步骤。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创新性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创新点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创新



开题报告创新点篇四

1、目的要求毕业论文是带有学术研究性的理论分析文章。撰
写毕业论文可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
复杂问题的能力，并且使学生受到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训练。
学生要在实事求是、深入实际的基础上，运用所学知识，在
教师指导下，独立写出具有一定质量的论文。文章观点明确，
材料详实，结构严谨，层次清楚，语言通顺，格式规范。

2、内容要求毕业论文的体裁应具有学术性。毕业论文包括目
录、提纲、论文摘要、正文、引用的参考资料，其中正文是
论文的主体，它包括绪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 毕业论文
的内容容量与所给予的时间和学分相适应，字数不得少
于6000字，专科毕业生不得少于4000字。必须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

3、选题要求

(1)、毕业论文的选题限于法学专业的范围内，一般以本科阶
段所学课程内容为主要选题方向。

(2)、要紧密结合法学研究动态和我国立法、司法、执法实际。

(3)、选题避免过大。

(4)、选题避免过度集中，要有新意，要结合专业，学生自选
两个题目，交指导教师平衡后，确定其中一个为你的论文题
目。选题时要注明以哪门课程(法)为主。

(5)、学生在专科阶段所写的毕业论文不可直接或变相作为本
科的毕业论文来使用。



开题报告创新点篇五

古典文学中常见论文这个词，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
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为论文。
以下就是由编为您提供的。

毕业论文写作是高校教学的重要实践环节。从一般意义来讲
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培养学生初步的研究能力，
促进学生学以致用，提高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来讲，法学本科开放
教育试点，其目的是探索多种方式培养法学专门人才的路子。
实践环节进行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对试点项目的评价和远程
开放教育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