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 题 报 

博 士 /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告  

 

 

 

中文题目 ：      

 

  

                       

 

 

   

 

姓名与学号 

英文题目 ：                                                     

                                                    

                                                   

：                                

指导教师 ：                           

年级与专业 ：                           

所在学院 ：                

中文：三号宋体加粗。 

英文：三号 Times New Roman

字体加粗。 

姓名只有两个字的，中间空

出两格； 

三个字的连在一起写就好； 

如果是留学生，请括号注明

国别，e.g.（韩 国） 

四号宋体加粗。 

中文题目和英文题目字和冒

号都对齐； 

下方四行所有的冒号对齐； 

 

若为毕业设计请将“论文”二

字改为“设计”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设计）                   磨制石凿的微痕实验研究——以苏州五峰北遗址为例
 

 1 / 5 

 

开题报告 
 

1 课题研究目的与意义 

所有正文宋体小四
1
 

 

1.1 二级标题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1.1.1 三级标题 

Xxxxxxxx 

 

1.2 

 

 
图 1.1  五峰北地图 

（笔者摄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苏州市考古所考古工作站园内） 

 

 
1
 对文章直接引用则在脚注中标出参考文献；对正文内容进行注释。 

本科时开

题报告字

数 要 求

4000 字以

上，研究

生肯定要

至少这个

要求以上

了。开题

报告结构

根据研究

方向的不

同可略作

调整。 

第一部分内容结尾后空一行，写下一

部分标题。 

图片及说明文字均居中 

五号加粗，中文为宋体，英文、数字为

Times New Roman。数字后空两格写图片

名称，单倍行距 

若为笔者自摄则在下一行说明出处，若为

文献引用则以脚注形式说明来源 

图片及说明文字与上下方正文隔一行 

 “图 1.1”表示第 1 章

第 1 图。在正文中要明

示图号，如：“如图 1.1

所示”或“见图 1.1”。

论文中不得出现复印

的图、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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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题研究现状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表 2.1  实验标本信息记录表 

标本编号 
长

（cm） 
宽（cm） 厚（cm） 

刃长

（cm） 

刃角

（°） 
重量（g） 

SY11 10.6 3.2 4.1 2.7 52 236.6 

SY14* 11.4 2.7 4 1.8 75 234.5 

*注：表格中带*标记的标本为分阶段实验标本。 

 

石器的微痕主要可以分为片疤破损和磨蚀痕迹。 

 

 

图 2.1  片疤终端形态示意图
2
 

 

 

3 课题研究内容和目标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4 课题研究方法（方案） 

5 论文大纲 

6 课题研究进度计划 

 

 
2 陈虹.华北细石叶工艺的文化适应性研究——晋冀地区部分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考古学分析[M].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71-73. 

表格的注左对齐，小五宋体加粗 

以“*注：”为开头 

“表2.1”表示第

2章中的第 1表。 

表格及说明文

字均居中 

五号加粗，中文

为宋体，英文、

数字为 Times 

New Roman。数

字后空两格写

图片名称，单倍

行距 

表格内部文字

均为五号宋体

加粗 

表格及说明文

字与下方正文

隔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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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顶格居中，二号仿宋加粗。 

空一行开始参考文献正文 

以作者姓名首字母排序 

先列外文文献，再接中文文献 

电子文献类： 

[序号] 作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的

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引用日期 

 

书本：作者.书名[文献类型].（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 

用“[J]”等在文章标题后标识各参考文献的类。专著“[M]”，论文集“[C]”，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

标准“[S]”；网上资料，如引用的是数据库，用“[DB/OL]”表示；如引用的是电子文献，用“[EB/OL]”表示。如直接引

用网页，用“[Z]”表示。 

 

参考文献格式采用  GB/T 7714 格式。百度学术引用时可选择、知网文献引用的默认格式。 

http://www.cajcd.edu.cn/pub/wml.txt/980810-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