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的意义(通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论文的意义篇一

摘 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活动有显著
的改进,但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存在参与不平衡、非制度化参
与、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本文从从观念、体制、经济发
展等方面分析了制约公民政治参与的原因并提出推进和完善
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措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塑造
参与型政治文化,增强公民参与意识;提高党的民主执政意识,
高度重视公民参与;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

关键词：公民政治参与 现状 措施

政治参与其概念来自西方政治学,就其广义而言是指公民为实
现和维护自身利益而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对政治体系施加影
响的活动,是政治关系中公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
反映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体现着政治关系
的本质。切实加强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活动的研究,对于提高
公民的民主意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我国政治参与的现状

从政治文明建设的角度,政治参与是其中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
它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治民主化,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
断强化自己的功用与效能。追求普遍而平等的政治参与,不仅



是民主政治的精神显示,也是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所趋向的核
心内容。根据国情的发展,适度的政治参与是必要的,这是保
障社会发展有序化的一项重要措施。但相对于经济的快速发
展和社会的深刻变化，公民参与的总体水平显然滞后，尚有
极大的拓展空间。从实践中看，公民政治参与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主要有：

(一)部分政治参与的动机表现为政治取向和利益取向并存的
状态

改革开放后利益原则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从而演变为某些人
参与政治的一个主要驱动力,也就是说政治参与成为人们利益
实现的重要途径。现代公民政治文化下,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是
一种自觉意识,而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动机还缺乏由利益取向
到政治文化的进一步深化。

(二)不同地域、不同阶层,政治参与程度和质量不平衡

我国经济发展区域的不平衡和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
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较为明显。
不同阶层的人们,由于职业、社会地位、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差
别,也导致他们的政治参与状况表现各异。"处于较高社会经
济地位的人参与政治的比例必然要比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
的人高些,这种差别确实可以反映出那些较低社会地位的成员
在各方面的不利条件,诸如仅享有较低级别的信息和较少的闲
暇时间。"

(三)我国公民对政治参与认知度相对较低，不利于人们的政
治参与

我党一直重视国人的主人翁教育，但是对如何进行政治参与
的规则、方式、效用等方面的宣传比较缺乏。加之激励机制
不完备，很多人处于政治冷漠之中，故而执行过程中还存在
这样那样的偏颇。



(四)健全的政治参与程序和运行机制尚未形成

我国虽然在公民政治参与上建立了诸如xxx制度、xxx领导下的
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基层群
众自治制度、舆论信访制度等,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执行
这些制度的具体措施及执行过程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如在个别地方,选举走过场,不是真正反映民意或代表民意等，
从而阻碍了公民有效地进入国家政治生活过程,最终影响政治
现代化的进程。

二、制约公民政治参与的原因

公民参与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观念滞后是阻碍公民参与拓展的最大桎梏

首先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漫长的封建社会既创造了璀灿
的文化,同时也在人们的心里深深地打上了封建政策思想的烙
印。在这种思想驱使下,部分官员不尊重公民应有的政治权力,
仅把公民当作政策被动的接受者,认为公民理应绝对地接受和
服从;或者害怕公民参与过多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不敢为积极
广泛地推进公民参与的进一步开展。

(二)市场经济环境的客观制约

我国经济发展明显呈现出沿海与内地、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不
平衡状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公民参与就更为积极主动,而
广大的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公民的参与力度就明显弱化。市场
经济对公民参与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经济发展增强了人们的
参与意识与能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导致利益分化,扩大利益
差距,一部分人被边缘化,经济条件恶化,失去了参与的机会与
条件,例如下岗失业工人、农民及城市农民工等。

(三)现行体制的困扰



公民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现实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从
我国目前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本质决定了我国的政治机
制对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必然是积极
的,但问题在于传统体制下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在目前社会经
济发生重大变革后仍然运行于我们的工作机制之中。这是制
约当前全国很多地区公民参与机制创新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本
身规范合理且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和长期在实际运行中不合
理不规范的潜规则之间的矛盾。

(四)参与形式与渠道问题

论文的意义篇二

悦耳的音乐，动听的歌曲，以及一切美好的声音，一向被人
们所喜欢，我认为，最美的声音——是掌声。

有一种鼓励叫掌声

小学一年级，刚入学的时候，班主任老师让同学们作自我介
绍。我慌了，同学们也慌了，因为谁也没听说开学时要
作“自我介绍。”老师看我们一脸迷茫，便解释道：“就是
介绍一下自己，没有什么难的，怎么样，谁先来?”全班同学
面面相觑，无人作答。“呃，要不就这个女生吧。”我顺着
老师手掌的方向望去，她指的是我?我看了老师一眼，却见老
师正笑着看着我。我忐忑不安的站了起来，怯怯诺诺的不知
道该说什么。

“这位同学有点紧张啊，要不咱们给她点掌声鼓励一下她?”
紧接着，班内爆发了一阵齐刷刷的掌声。我看见同学们都睁
大眼睛看着我，我一狠心，说到：“我叫鲁惟一，今
年……”

一切都要感谢那阵的掌声，那是一首首优美的交响曲，是那
阵掌声，给了我勇气，给了我信心，给了我力量。



有一种赞美叫掌声

后来同学们和老师互相熟了，我的能力才显现了出来，渐渐
的我被公认为全班口才最好的学生。每每班里有什么活动需
要演讲，同学们总会第一个想到我。这不，学校举办了一次
演讲比赛，我被派去代表班里参赛。其实我并不紧张，比这
个规模还大的比赛，演出，我也参加了不少。可之前的稿子
都是已经背下来烂熟于心的，这篇稿子我一直不是很满意，
修改了多次，直到比赛前才刚刚定下来。

我让自己尽量地表现出轻松的样子，心里却依旧没有底气。
演讲完了，当我弯下腰要向观众说“谢谢”的时候，台下那
阵经久不衰的掌声使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笑容，悄然
绽放。

又是掌声，那是陌生人对我的肯定，鼓励，更是尊重。它昭
示我希望之所在，努力之原由。为了这掌声，即使明天我有
一千个借口哭泣，后天我也要有一千零一个理由坚强。

掌声是最美的声音，它好似一团燃烧的火焰。在我心中剧烈
的燃烧着，使我有了莫名的动力，掌声让我拥有了自己的天
空。

论文的意义篇三

论文的“选题意义”指的是毕业论文写作的价值与内涵，是
论文内容能否进入后续环节的前提与条件。

【评议要点】

1、选题是否适合作为本科、硕士或博士阶段的学位论文选题，
即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否达到或超出了研究生教育阶段
对学生学时水平的基本要求。



2、硕士学位论文要求在基础学科或应用学科中选择有价值的
课题，对该学科或该研究领域具有理论上的贡献，并对本学
科的发展、经济建设或社会进步有一定现实意义。

3、博士学位论文要选择在国际上属于学科前沿的课题或对国
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要突出论文在科
学和专门技术上的创新性和先进性，并对学术发展、经济建
设和社会进步有较重要的意义。

4、题目名称能够以最科学、最准确、最简明的词语表述论文
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题名所用每一词语必须考虑到有助于
选定关键词，并能够提供检索的特定实用信息。

文章来源：

论文的意义篇四

音乐声学理论运用声带发声时是闭合状态，歌唱者要感觉歌
唱发声时声带像剪刀的两片刀片在合力运动，气息柔和的搭
上声带的闭合力量，进一步平滑地送出口腔，完成歌唱发声
的一套基本路径。声带发出的声音以基音为主，就是通常所
说的“真声”，到了中高音区，声带要更有力地闭合，要配
合更充沛的气息就能发出“假声”，在训练声音的过程中，
必须贯穿“真声”和“假声”的训练，以及“真假混合声”
的专门训练。声带的运动与变化，除了拉紧或放松运动以外，
还有张合运动，即两条声带间的距离可大可小，发高音、强
音时距离较小，发低音、弱音时距离较大，同时声带的厚薄
也在变化，如发高音时，声带的边缘处会变薄。在歌唱过程
中，声音的音质、音量、音强都和声带的科学运动闭合分不
开。当气息有控制地经过声带，声带闭合发出声音，这过程
中声带运动的主动性不容忽视。在学习声乐过程中，有些初
学者独立控制声带肌肉的意识和能力都不够，声带运动是被
迫和被动的，不能主动完全闭合声带，加上喉咙里各个肌肉
群体不能协调合作，导致歌唱者音质差、音量小，更无从谈



起共鸣了。在歌唱中如果声带和气息的配合作用力不够，没
有在需要发声的瞬间给力，那么声音就不能快速送到各共鸣
腔体去加工，从而就不能获得高位置的声音共鸣。

二、歌唱中声音共鸣运用要符合声学原理

高质量的声音是指歌唱者经过系统的训练，制造出来的声音
能在歌唱者自身各大共鸣腔体游走，并能进一步滚动送远，
达到共鸣共振的音效。要想声音共鸣做到位，也要从科学理
论上了解声带的共鸣原理。器乐演奏的声学理论研究已经非
常成熟，我们可以触类旁通地研究一下，从而借鉴到声乐演
唱中去。一般乐器中的共鸣箱，在演奏过程中声音传播的空
气振动是一种稳定的振动状态—驻波。由于驻波的特性，一
端开口，一端闭口的共鸣箱，箱长约为基音波长四分之一，
各频率为f=c/4l、2c/4l、3c/4l、…、nc/4l(n=1，2，3，…)，最低的
频率c/4l对应的音叫做基音，其他频率对应的音叫做泛音。两
端是固定的共鸣箱，二端点必定是波节。由于二个相邻波节
之间的距离为半个波长，弦的长度一般为半波长的任意正整
数倍，即弦上可能的频率
为f=c/2l、2c/2l、3c/2l、…、nc/2l(n=1，2，3，…)，每一个频率相
应于一种可能简正模的运动。即共鸣箱的振动与弦的振动简
正模相同，产生共振。当琴弦由于长度变化，音阶每升高八
度，琴弦基音升高一倍，比如由f0变到2f0，共鸣会移到2f0附
近，同时谐振的模式范围还取决于:箱体的横截面积、长度和
宽度之比，箱是直圆筒还是圆锥筒，所用的材质都有关系。
人体共鸣腔的声学原理与器乐共鸣箱有相同之处，但不同的
是，人体共鸣腔不仅有固定容积的共鸣腔，歌唱者还能根据
歌曲的需要和个人的演唱技巧及表现力，任意调节和改变其
容积的共鸣腔，以此更贴切演唱作品本身所需要的情绪表达。
器乐能够对振动频率有倍数关系的音高发生共鸣，而歌唱者
经过适当的调整，也能够与发出的音高相配合而引起共鸣，
使得歌唱发声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歌唱者本来就是一个
非常完美的共鸣箱，人体拥有胸腔、咽喉腔、口腔、鼻腔、



头腔等共鸣腔体，都应该积极参与到歌唱运动和共鸣中，歌
唱者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只要是有空间感的身体部位都可以
储存和处理声音，把声带闭合发出的“简单”声音努力送达
到各个身体空间部位去获得声音的共鸣，这样处理是必要的。
原始的发音气从丹田而出，经过喉腔共鸣直接从口腔发出来，
这是一种“想唱就唱”的状态;有共鸣处理的声音，虽然同样
气从丹田而出，但发音时喉腔经过调整压缩，完全打开后咽
壁，提高软颚，将声音送入头部各腔体，通过科学的共鸣，
声音能达远闻而近听又不觉其尖厉，这就是“边唱边想”的
歌唱状态。发声声区是由音高和共鸣腔的运用以及调节共同
形成的。人声划分为低、中、高三个不同的声区:低音区对应
共鸣区以胸腔为主，口腔、咽腔次之，头腔更次之;中音区对
应混声区，以口腔、咽腔为主要共鸣腔，头腔、胸腔次之;高
音区对应头声区，以头腔为主，口腔、咽腔次之，胸腔更次
之。上下三个声区实际运用时，必须努力使之成为统一、连
贯、完整的声区，充分运用自身“混合共鸣”，以达到在演
唱不同音高时流畅自如。歌唱者要学会理解声学原理，科学
的利用自身腔体特点，注重声音与自身共鸣的协调运作，要
更多地练习声音的“外在共鸣”，尽可能轻松地歌唱。

三、歌唱姿势与呼吸是正确实现声学原理的重要因素

(一)培养正确的唱歌姿势

气息的运用、共鸣的调节以及歌唱的效果都离不开正确的唱
歌姿势，同时也是唱歌者良好心态的表现。声乐训练是以人
体的有关器官作为“乐器”来进行演奏，在训练时，应让歌
唱者养成良好的演唱姿势，做到头自如，两眼平视有神，下
颌内收，胸肩松宽，小腹微收，保持脊柱、腰挺直不紧直。
歌唱发声有时会因为姿势影响了呼吸，如果呼吸运用跟不上，
声音就会憋在喉咙里唱不出来。纠正了不正确的姿势，发声
上的毛病就能得到改进。协调好身体各器官，在发声过程中
有机配合。共鸣箱体从歌唱者头顶到脚底的波节有相对确定
的位置，声音才能形成相对稳定的驻波。“混合共鸣”才能



达到最佳的效果，例如在发声练习中进行弯腰发声的声音训
练时，随着腰的弯曲程度不同，发声时头顶共鸣的感觉明显
出现差异，从共鸣的声学原理可以理解姿势对于歌唱的重要
性。

(二)良好的呼吸支持

吸气时口腔打开，硬软腭提起，将下肋骨和腰围向外松张，
自然地，流畅地吸气很深，尽量不要有声响，不抬肩膀，使
得腰一圈以及后背都充满“气感”，可以用“打呵欠”去感
觉以上动作。呼气是自然，有“叹气”感，胸、腹部不能僵
硬，否则会影响发声的灵活和音高的准确，不能影响歌唱的
艺术效果。只有在正确的呼吸基础上，依靠呼吸支持，保持
喉腔的稳定、放松、打开，才能使得喉腔内各个软骨和肌肉
协调自如地工作，训练中需要加强喉腔内软骨和肌肉的动作
控制能力。真声演唱时，气从丹田自下而上，通过声门，经
过喉腔共鸣的处理，根据不同的音高，使声带全部振动，或
者使全段声带的边缘振动。假声演唱时则需要气息经过喉腔
时，歌唱者将喉腔缩小，声带闭合力增强，发出比真声较高
的音调，发音时气息将声带的一段吹开，并使其边缘的一部
分振动。真假声在歌唱中的运用要衔接自然，高中低音能够
运转自如，不露痕迹，使得歌唱者音域拓宽。歌唱者需有效
训练声带运动的主动性，让它闭拢、分开阻挡气流的能力更
强，从而对呼出的气息产生的压力大，声带本身能发出的声
音是有限的，通过共鸣作用扩大后就能发出更纯净、更响亮
的声音。歌唱的呼吸方法有:胸式呼吸、腹式呼吸、胸腹联合
呼吸和膈肌肋式呼吸。无论选择用哪种方法呼吸，歌唱时呼
吸都要充分饱满，气息既是发声的动力，又是声波传导到各
共鸣腔的载体。在呼吸过程中，吸气是收缩肌肉群，使肋骨
向外扩展，膈肌中心下沉，胸腔扩大，从而使气息吸入;呼气
则是收缩肌肉群，使肋骨内收，膈肌中心回升，胸腔收缩，
使气息呼出。气息自然通畅了，才能够发出圆润通畅自如的
声音。气息要能够托起声音从喉腔迅速地到达后咽腔，然后
找到后咽壁的反射点，从而去折射声音通达各个腔体。要通



过反复练习熟练掌握自己身体共鸣箱的反射点，这样声音的
驻波能够相对稳定，谐音丰富，音色才能够更完美。歌唱呼
吸是歌唱的动力源泉，训练完美的呼吸技术支持，是完成声
音共鸣的保障，是声波传导到身体各共鸣体的工具，是能够
正确实现发声物理原理的重要因素。

四、结语

声乐是一门科学性的艺术学科。声乐的学习训练与声学原理
理论密不可分，需要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和综合的认真实践。
教学中既要注意声学原理的普遍性，又要注意歌唱者个体的
特殊性。在充分理解音乐声学原理的基础上，教师要根据歌
唱者的自身特点、歌曲特点、乐段特点等进行区分，正确地
划分声部、音域、音型等条件，确定进行专门适合个体的练
习方法，从而发展声音，拓展音域和增强音量。声乐训练过
程中要一定注意用“力”、用“气”和用“脑”的结合，用
歌唱者主观意念来引导声音动作以达到精神和技巧两方面的
锻炼。声乐训练要循序渐进，力所能及，适可而止，千万不
要盲目攀比。单一地比较声音的“粗大壮”或“高尖响”，
缺乏正确的声音概念和方向，缺乏理性地控制声音的能力，
一味贪图进步快而强迫自己完成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动作，
将会适得其反。声乐训练不仅要感性地符合歌唱者的主观意
识，更需要增加理性地思考，使其符合科学自然规律，并健
康地去实践它。

论文的意义篇五

摘要：“美育”特别是音乐教育，对智育乃至整个素质教育
起着平衡和促进作用。音乐能有效地减轻智育本身对学生身
心所施加的压力，从而使智育获得更好的效果。美好的音乐
还可以调节人的循环、呼吸、神经等生理系统的功能，可以
丰富人的生活，陶冶人的性情，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此外，
音乐教育作为一种情感教育，能使学生获得审美的愉悦体验，
这种审美情感能够直接牵动学生的理智感，激起他们对科学



知识和真理的追求。

关键词：素质教育;平衡;审美情感;创造力

音乐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它对于学生德、智、
体、美、劳的全面协调发展，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和建设社会
主义文明有着重要意义。

我们知道，智育是素质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其他各方
面在素质教育中都要与之相联系、相辅助、相促进、相协调，
其中，“美育”特别是音乐教育则对智育乃至整个素质教育
起着平衡和促进作用。

长期的实验和研究证明，音乐能有效地减轻智育本身对学生
身心所施加的压力，从而使智育获得更好的效果。换言之，
音乐教育除了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感知能力和知觉思维能力
以外，主要是通过其对智育所起的平衡作用来发挥重要功能
的。或者说，音乐教育是由于有效地遏制住了智育膨胀所造
成的学生的片面发展来对智育及素质教育发挥辅助作用的。
它以其独特的表现手段：旋律、节奏、节拍、速度、力度、
音区、音色、和声、调式、调性、复调、织体以及配器等美
化人的生活，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振奋人的精神。

例如：歌曲《一分钱》以生动的音乐形象教育了少年儿童要
有拾金不昧的高尚品质；《粉刷匠》《洗手绢》《劳动最光
荣》等儿歌不仅旋律优美动人，而且简单易学，还教育了孩
子要养成勤劳的生活习惯;《小燕子》《海鸥》《云》《我们
的田野》等，使学生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并培养了
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大鹿》《赛船》等教育学生要团结
互助，协作进步等等。学生通过聆听和歌唱，受到了艺术美
的熏陶和感染，想象力变得更加丰富，思维也更活跃了。

通常，智育偏重于理智、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思维的培
养，而音乐教育则偏重于知觉、想象、灵感、顿悟等感性思



维的激发。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学校教育是理性因
素压倒了感性因素，学校教育主要还是一种理性的教育。

本地中小学校的调查和搜集的资料表明，大多数学校都非常
重视主课，如语文、数学、外语等，追求升学率。至于其他
副科及非智力素质内容则尽可能压缩或名存实亡。教师的教
学方法和手段也仍很传统，“填鸭式”仍很普遍。这些单调、
陈旧的教育方式，极大程度地压制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兴
趣的多样性。更有甚者，学生们长时间处于压抑状态，难免
出现“癔症”和思想封闭，目光短浅，性格孤僻，最终导致
心理失衡，对身心发展极为不利，这些情况在电视和报刊上
常有报道。而音乐却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充实学生的精神，
启迪学生的智慧。另据科学分析，美好的音乐还可以调节人
的循环、呼吸、神经等生理系统的功能，可以丰富人的生活，
陶冶人的性情，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

此外，音乐教育作为一种情感教育，能使学生获得审美的愉
悦体验，这种审美情感能够直接牵动学生的理智感，激起他
们对科学知识和真理的追求。

例如：当学生唱起《可怜的秋香》和河北民歌《小白菜》时，
他们很自然地为秋香和小白菜的命运感到可怜、同情；唱起
《儿童团歌》和《国歌》时，他们又是那么激动、自豪，那
么坚强。与《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多么幸福》等歌曲相
对比，学生们强烈地感到对旧社会的愤恨、对祖国和新生活
的憧憬及热爱，从而更加珍惜现在的好时光，立志勤奋学习，
长大后做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才。这样，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也
就随之提高了。此外，又由于音乐艺术的取材范围广、体裁
多、容量大，它与文学、戏剧、舞蹈、绘画、历史、社会生
活、民间风俗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学习过程中，必
然要了解和学习相关的知识，所以，音乐教育还拓宽了学生
的知识视野。

在被调查的学校中，凡能够有规律地安排音乐课的，学生普



遍思维活跃、性格开朗、情绪稳定、有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
和独立生活能力，并且其他各学科成绩也比未学音乐的班级
或学校要好很多。这也是由于音乐通过自身特有的审美魅力
和娱乐作用，给智力以启发和帮助。从长远来看，音乐教育
会使更多的学生终身受益，成为富于想象力、创造力的新型
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