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美术馆论文题目(汇总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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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美术馆论文题目篇一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中小企业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构造市
场经济主体，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础力量，对企业健康发展、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扩大就业渠道、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
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占全国企业总数99%、工
业产值60%、利税40%、就业机会75%的中小企业，现阶段不但
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且在对外贸易中占的比重也
越来越大。中小企业在对外贸易中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途径或
策略。

2.国内外研究现状：

探究中小企业的出口路径的意义中小企业能在国际市场大显
身手，也能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扩大企业市
场，提高中小企业国际竞争力；有利于缓解中小企业资金短
缺困难，可以利用出口获得发展资金，也可以吸引海外风投
基金或者吸引外资合股以及从海外资本市场出口型中小企业
是近年来我国贸易增长的中坚力量，是国民经济的生力军，
其发展越来越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和谐。产业集群
化发展是目前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经济现象，也是我
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其对企业、区域、国家的经济
发展都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对于我国出口型中小企业目
前产业集群发展的现阶段而言，还存在很多问题，比较突出
的一点就是集而不群，大而不强，缺乏整体协调发展的支持



体系和战略部署。这一点，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尤
为凸显。目前我国对出口型中小企业的研究还不多见，远远
落后于实践中的需要。本文将从经济学视角，以我国出口型
中小企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以促进我国出口型中小企业产
业集群可持续发展、提高集群应对风险能力及集群竞争力为
目标。

3.选题研究的内容：

该论题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三网融合”背景下广电产业所面临挑战的研究

（一）广电产业运营模式的转变

（二）员工配置和技术能力的'提高

（三）广电网络业务能力的提升

二、对“三网融合”背景下广电产业所面临机遇及对策研究

（一）机遇

1、拓展电视传播的新渠道

2、增强电视传播的互动性

3、扩大电视传播受众群体

（二）对策

1、加快广电网络的改造

2、开办内容新颖的节目



3、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4.选题研究的技术路线。

研究方法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研究技术路线：首先，了解本论题的研究状况，形成文献综
述和开题报告。其次，进一步搜集阅读资料并研读文本，做
好相关的记录，形成论题提纲。第三，深入研究，写成初稿。
最后，反复修改，完成定稿。研究方法：运用文献分析法、
文本细读法、比较法、综合分析法等进行研究。

美术馆论文题目篇二

（1）阐述小微企业定义；

（2）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现状；

（3）小微企业融资问题成因及其影响；

（4）对小微企业融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1）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现状

（2）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问题成因

（3）如何改善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小微企业、政府、商业银行应如何破解融资难问题

（1）文献追踪：通过阅读20xx年到至今的书籍与期刊来进行
说明

（2）比较分析法：通过对不同企业的融资行为，总结出小微



企业的`融资行为表现

美术馆论文题目篇三

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世界成为了一个密不可分的
整体，这一现象的根本来源就是地理大发现。一谈到世界历
史作为一个整体的开始，估计大家首先想到的就应该是距
今500多年的哥伦布率领西班牙舰队发现新大陆，但是在世界
历史上比哥伦布早近90年时，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比其规模更
大，声势更为雄伟的航海活动——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
现美洲大陆一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郑和七下西洋航行从
亚洲东海岸的中国经太平洋、马六甲海峡、印度洋、阿拉伯
海、红海，到达今非洲东海岸，并使这一航线日渐成熟，极
大地促进了沿岸地区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虽然如此，
二者的结局在体现着其共有的特点同时，更多凸显的是他们
对各自所处地域的不同影响。更加清晰的揭露出郑和下西洋
与哥伦布远洋航行的历史意义。

选题的研究现状(理论渊源及演化、国外相关研究综述、国内
相关研究综述)：

从网上查了下资料，中外对比的论题最近比较热。对于这个
选题的研究就我目以前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图书馆和所学
的教材里，这方面的内容页比较丰富。

1、国内：对于这个问题已有很多学者做过深入研究，主要是
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
来分析的。还有些学者从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进行研究。
国内对郑和与哥伦布航海研究，从xxxx年梁启超肇始，迄今
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它伴随着xx世纪中国历史变迁的脚步，
逐步走向繁荣，显露出蓬勃的生机。毋庸置疑，整个xx世纪
的郑和与哥伦布研究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是继往开来的
时期。今天，回首审视郑和与哥伦布研究的发展对于我们推
动21世纪航海研究事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前提，也



是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自xxxx年到xxxx年底发表论文近300
篇，出版了范金民、孔令仁主编的《郑和与海洋》、王佩云
著的《郑和传》、陈信雄的《一个宦官的传奇历程》、经典
杂志社编《海上史诗—郑和下西洋》、罗海贤、李慕如《郑
和与妈祖》等论文集、著作。

2、国外：法国汉学家是伯希和在很早以前就对郑和下西洋与
哥伦布远洋航行进行了研究。伯希和于xxxx年在《亚细亚学
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xxxx年于《通报》中发
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冯承钧先生的中译
本译作《郑和下西洋》)，xxxx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
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xxxx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
《再论郑和下西洋》等著名论文之后，也有学者不断地对郑
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远洋航行进行研究。

(一)、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远洋航行两者的时间

(二)、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远洋航行两者的`航程

(三)、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远洋航行两者的经过

(一)、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

1、国内历史背景

2、国外历史背景

(二)、哥伦布远洋航行的历史背景

1、国内历史背景

2、国外历史背景

(一)、郑和下西洋的影响



1、国内影响

2、国外影响

(二)、哥伦布远洋航行的影响

1、国内影响

2、国外影响

(三)、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远洋航行影响对比

主要问题：距今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只能通过查阅书籍收集
资料，不能了解当时世界情形。

重点：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远洋航行对当时、后世的影响。

难点：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远洋航行两者的背景等。

研究目标：

1、准确了解当时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远洋航行的过程。

2、利用几天时间到图书馆收集资料并做出整理。

3、做出从理论——实践分析——理论总结的一条方案。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方案、可行性分析：

研究方法：

1、资料整理法，对收集的有关报道、论文的资料进行整理。

2、文献研究法，针对这个课题，收集大量史料并对其研究。



技术路线：从学校图书馆、网上收集整理资料。

实验方案：通过阅读相关书籍，以及网上查阅相关资料。

可行性分析：从主观方面，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远洋航行对
世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相关资料也较为丰富，所以容易收
集整理资料。客观方面：对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远洋航行很
早就有了了解，加之专业课学习、课外资料的阅读，对郑和
下西洋和哥伦布远洋航行有了更充分的了解。

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在全球化的今天，把中外大事件联系在一起进行对比，加之
着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远洋航行都为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开创
了道路。

1、选题、定题：xxxx年3月。

2、收集资料：xxxx年3月、4月。

3、撰写开题报告：xxxx年4月。

4、撰写写作提纲：xxxx年4月。

5、初稿：xxxx年4月。

[3]杨怀中.《郑和与文明对话》[m]..7

[4]叶洵灶.《航海家郑和与哥伦布》[j].浙江师范大学.1995.7

[6]赵瑞芳.《郑和下西洋的启示》[d]..7

[7]邹积林.《新大陆的发现者》[m]..7



[8]陶松云、郑家红.《郑和与哥伦布航海比较研讨》[j]..1

[9]李立文.《郑和下西洋的深远意义》[r]..5

[10]马晶.《郑和与哥伦布》[r]..4

美术馆论文题目篇四

我国传统的音乐教育长期受专业音乐教育的影响，过于强调
音乐知识传授的系统性，忽视音乐教学的审美愉悦性;教材内
容重视思想性、艺术性，却没有充分兼顾中小学由于年龄、
兴趣和认识水平等方面的特点而产生的独特的审美需求;教师
教学手段单一，教学的理性化色彩浓厚等因素造成了学生喜
欢音乐而对音乐课没有兴趣的怪现象。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能力的幼芽，是积极性的动力，是成
功的沃土。正如孔子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乐之者。”由此可见兴趣在学习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时代
的呼唤下，以审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力。面对设计新
颖、插图精美、内容丰富的教材，学生的.感官首先得到了强
烈的刺激，激发了学习兴趣，美的表现欲被充分调动。在音
乐课堂教学中应加强以激发学生学习音乐兴趣为前提的审美
基础教育，无需花大量的时间学习诸如音阶、音程、和弦、
调式等过于专业化的知识，也无需提出诸如“重视中声区发
声训练”、“有气息支持地歌唱”等技术性要求，以免扼杀
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努力创造适宜每个青少年儿童音乐潜
能开发的音乐教育环境，促使学生开发音乐智能，推动学生
各方面和谐发展。

音乐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学习音乐要靠学习者亲身
感悟，决不能靠教师讲述完成。正如柏拉图所说：“强迫学
习的知识是不会保存的。”只有当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的情感体验中，才能获得积极的情感因
素，包括音乐爱好、价值观，并为终身音乐学习和实践奠定



基础。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被动地、被强迫地学习，参与
性不高，课堂气氛讲究一个“静”字，于是造就了一批“高
分低能”“人云亦云”“缺乏独立见解”的学生。

在新的音乐教学中，理念将由“静”转变为“动”，注重学
生的主体参与性，积极创造学生主动参与的环境，使学生在
教师的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新的音乐教材在每
个单元中设置增添了有趣的实践环节，通过让学生谈体会、
说感受、想意境、做表演等活动，调动学生参与音乐活动的
积极性，极大地开阔了学生的思维空间，为培养学生的音乐
实践能力创造了条件。在教学过程中，我紧紧抓住“注重个
性发展，重视音乐实践”这一基本理念，充分体现学生的主
体地位，让学生多参与到学习中，并置身于音乐的美好境界
中。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同时注重
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培养，并提倡在实践中学习。也就
是说当今教育要以学生为本，改变过去音乐教学中以教师、
书本为主的方式，取而代之以学生的生活经验、能力和需要
为出发点，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学习空间。

要营造美丽、宽松、愉悦的学习氛围。黑格尔曾说：“音乐
是心情的艺术，它直接针对着心情。”只有在没有嘲笑、没
有敌意的环境里，学生才能没有担心。在情感融合的课堂气
氛里，学生才有可能敞开心扉，真正体会音乐所给予的美，
感受音乐实践中那份宽松和愉悦。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创造性。音乐教师要与学生一起平等参与活动，鼓
励、帮助、引导学生，而不同于在以往旧的教学模式中充当
的裁判员或权威者角色。这样，既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
又确保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在音乐教学实践中，教师要遵循
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确定学生的主体地位。要充分利用课
堂教学的主战场，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和求知欲，充分



开发学生潜能。要善于根据教学的目的和任务、学生的年龄
特点及教学设备条件，合理运用各种教学方法。所选用的教
学方法，既要有利于学生正确地领会和系统地掌握材料，又
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技能、技巧、知识的运用能力;既要有利
于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又要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创造精神和
进取精神。内容上讲究“少”而“精”，形式上讲究“多”而
“活”，使学生在课堂上能够集中精力，专心听讲，当堂消
化所学内容，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根据学生的特点和
兴趣，适当安排少量课外作业，有助于学生巩固知识、开阔
视野，培养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课外作业的形式
可多种多样，内容应该是基本型的，量不要太多，度不要太
难，一开始要让学生在学得比较轻松的情况下，逐步培养学
习兴趣，进而根据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身心发展规律与获
取音乐知识、音乐技能之间的联系，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进
行探究式学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科学、高效的学
习方法。

要重视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事业，提高中小学学生德、智、
体、美素质。以上三个方面是我的教学实践，希望我国音乐
教育事业能够再上一个新的阶段。

美术馆论文题目篇五

一、论文选题的动因(背景或意义)：

中国的度假旅游发展到现在，自1992年成立了12个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以来，各地方纷纷效仿，大小不一、等级不同，不
论去哪里旅游，到处可见“旅游度假区”字样，发展之迅速，
范围之广都超出人们的想象之外，但是如此积极的大跃进，
整体的效益并没有提高，而是在坎坷中进行。虽然对于旅游
度假区已经有屡见不鲜的感觉，但是中国度假旅游的发展并
不是十分的成熟，因此，度假旅游成为现在很热门的一项研
究主题。



而从中国度假旅游发展的现状以及前辈们对于休闲旅游与度
假旅游的区分概念来看，中国的度假旅游区大部分都不能将
休闲旅游、观光旅游明显的区别开来，在我看来，很多的旅
游度假区徒有其名，却并无实质或者说明显的与其他区分的
内容。因此，对于度假旅游环境的特点分析就很有必要，在
分析的同时能够相对找出一些方法或者措施便是本次研究论
文的主要目的。

二、论文拟阐明的主要问题：

度假旅游成为今天很热门的一个话题，但是对于它的研究，
还没有比较成熟的研究体系，本文主要从度假旅游环境的特
点出发，通过研究，找到现在的度假旅游环境所应该具备的
元素与中国度假旅游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通
过与外国旅游度假环境进行对比分析，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
方法，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度假旅游环境体系。同时，本着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分析营造度假旅游环境所需注意的事项，
使整个营造过程中通过最少的损耗获得最大的效益。

三、论文提纲

1文献综述

2度假旅游与环境关系

2.1度假旅游对环境的促进作用

2.2环境对度假旅游的反作用

3我国度假旅游环境的特点分析

3.1我国度假旅游环境的类型

3.2我国度假旅游环境的特点分析



3.3我国度假旅游环境的现状与问题

3.4与国外度假旅游环境的比较分析

4我国度假旅游环境的营造

4.1发展度假旅游的条件分析

4.2我国度假旅游环境营造原则

4.3我国度假旅游环境营造的问题思考

4.4度假旅游环境特色的保持

5结论

四、论文工作进度安排

给出论文撰写到每一部分的时间进度计划表(要与学院要求的
最后交论文时间相吻合)。

序号论文各阶段内容时间节点

1完成论文前半章(度假旅游环境分析)20xx.12.15

2完成论文后半章(度假旅游环境营造)及初稿整理20xx.12.27

3完成论文修改稿及完善20xx.01.14

4完成论文三稿20xx.03.11

5完成毕业论文定稿20xx.04.15

五、主要参考文献及相关资料：



1、蔡家成.度假旅游产品、项目的开发建设.中国旅游
报.20xx.04.02

2、chuck.向萍.度假饭店的开发与管理(第二版).中国旅游出
版社.20xx

3、龚立仁.旅游度假区路在何方.中国旅游报.20xx.03.23

4、黄向，苏丹.旅游英语.21世纪旅游专业系列规划教材.暨
南大学出版.20xx

5、黄郁成.新概念旅游开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xx

6、姜红敏.度假旅游相关概念界定探讨.现代商贸工业.20xx
第12期

7、刘家明.游度假区发展演化规律的初步探讨.地理科学进展.
20xx.22(2)

8、骆文韬.走向21世纪的中国度假旅游.中国旅游出版
社.1997

10、王运姣，王琪.关于度假旅游的研究评述.现代经济信
息.20xx年15期

12、徐菊凤.中国休闲度假旅游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
社.20xx

14、杨群，盛红.深圳发展东部滨海旅游度假区的前景分析.
海岸工程20xx年9月

14、杨霞.龙佑温泉度假区温泉旅游开发.消费导刊，20xx(2)



15、郑冬子主编.旅游地理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xx.08

16、郑建雄.休闲旅游产业概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xx

17、周建明.旅游度假区的发展趋势与规划特点.国外城市规
划.20xx年01期

美术馆论文题目篇六

一、选题依据(简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生产需求状况,说明选
题目的、意义，列出参考文献)：

人类对太阳能的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
国时期，就知道利用钢制四面镜聚焦太阳光来点火;利用太阳
能来干燥农副产品。发展到现代，太阳能的利用已日益广泛，
它包括太阳能的光热利用，太阳能的光电利用和太阳能的光
化学利用等。太阳能的利用有被动式利用(光热转换)和光电
转换两种方式。太阳能发电一种新兴的可再生利用方式。

，联合国在津巴布韦召开“世界太阳能高峰会议”，会后发
表了《哈拉雷太阳能与持续发展宣言》，会上讨论了《世界
太阳能行动计划》(~20xx年)，《国际太阳能公约》，《世界
太阳能战略规划》等重要文件。这次会议进一步表明了联合
国和世界各国对开发太阳能的坚定决心，要求全球共同行动，
广泛利用太阳能。1992年以后，世界太阳能利用又进入一个
发展期，其特点是：太阳能利用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
护紧密结合，全球共同行动，为实现世界太阳能发展战略而
努力;太阳能发展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措施得力，有利于克
服以往忽冷忽热、过热过急的弊端，保证太阳能事业的长期
发展;在加大太阳能研究开发力度的同时，注意科技成果转化
为生产力，发展太阳能产业，加速商业化进程，扩大太阳能
利用领域和规模，经济效益逐渐提高;国际太阳能领域的合作
空前活跃，规模扩大，效果明显。通过以上回顾可知，在本
世纪100年间太阳能发展道路并不平坦，一般每次高潮期后都



会出现低潮期，处于低潮的时间大约有45年。太阳能利用的
发展历程与煤、石油、核能完全不同，人们对其认识差别大，
反复多，发展时间长。这一方面说明太阳能开发难度大，短
时间内很难实现大规模利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太阳能利用还受
矿物能源供应，政治和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发展道路比较曲
折。尽管如此，从总体来看，20世纪取得的太阳能科技进步
仍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大。

手机作为信息社会的一种通用商品，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得到
广泛的普及，而作为手机能源的提供者—电池的储能总是十
分有限，几乎所有的用户都曾遇到过外出或通话过程中电池
耗尽的尴尬，尤其是对于经常在野外作业的用户来说，在远
离市电的环境下，电池的耗尽为我们的通信带来极大的'不便，
而太阳能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逐步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太阳能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也是清洁能
源，不产生任何的环境污染。若能以太阳能电池组件为基础，
设计出成本低廉的太阳能手机充电器，直接完成太阳能辐射
到电能转换，必然会为个人移动通信带来极大的方便。

参考文献：

【1】.杨德人.《太阳电池材料》.化学工业出版社

【2】.陈振官.《光电子电路及制作实例》.国防工业出版社

【4】.罗运俊.《家用太阳能光伏电源系统》.化学工业出版
社

【5】.黄鴻.《传感器及应用技术》.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6】.杨瑶.《新编实用电子电路500例》.化学工业出版社

【7】.段九州.《家用与民用电路》.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



二、主要研究(设计)内容、研究(设计)思路及工作方法或工
作流程

(1)主要研究(设计)内容：太阳能手机充电器的设计与制作

(2)主要研究(设计0思路：此太阳能手机充电器中是利用光伏
特效应将电能转换为电能，其电能通过稳压器可直接给手机
电池充电，也可将电能储存于蓄电池，在无太阳光对手机充
电。

(3)主要研究(设计)工作方法：主要采用文献法、调查法、实
验法。

(4)主要研究(设计)工作流程：

三、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进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