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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本科毕业论文是本人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

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设计）

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的成果作品。对本论文（设计）研究

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

本人承担。

本人承诺：已提交的本科毕业论文电子版与纸质版内容一致。如因不一致而

引起学术声誉损失由本人自负。

本科毕业论文作者签名：亲笔签名 签字日期：2024年 X 月 X日

成都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同意所撰写的本科毕业论文的使用授权遵照学校的管理规定：学校作为

申请学位的条件之一，已获学位的本科毕业论文著作权拥有者须授权成都师范学

院拥有本科毕业论文的使用权，可以将本科毕业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

数据库供检索，可以存放图书馆、资料室等场所或在有关网络上供阅读、浏览，

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扫描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

本人授权《中国毕业论文全文数据库》收录并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

服务。同意按照相关规定享受相关权益。

（保密学士学位论文/设计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本科毕业论文作者签名：亲笔签名 签字日期：2024年 X 月 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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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文版面设置要求

1.页面设置

页边距格式为：上、下各 2.5cm，左、右各 3.1cm。

2.页码

页码设置为：插入页码，居中，从正文开始编排。

3.论文题目为小二号宋体字，加粗，可以分为 1或 2 行居中。

4.中文摘要一般在 300 字左右，“摘要”二字下空一行，摘要内

容小四号仿宋，段落按照“首行缩进”2 个字符格式设置。

5.正文

（1）标题：一级标题：仿宋三号，加粗；二级标题：仿宋四号，

加粗；三级及以下标题：仿宋小四号；正文：仿宋小四号。

（2）正文：文科不少于 6000 字，理、工科不少于 5000 字，作

品设计类不少于 2 张手绘设计效果图（或平面设计图），撰写 4000

字以上的设计分析、说明或与此相关的论文。

6.结论或结语

论文的结论或结语是最终的、总体的概括提升，不是正文中各段

小结的简单重复。如有确定的结论，则应写成“结论”；如无确定的

结论，则应写成“结语”。结论或结语应提炼论文的核心观点，交代

研究工作的局限，提出未来工作的意见或建议。结论或结语应该准确、

完整、明确、精练。

7.参考文献

（1）毕业论文参考文献一般在 8 篇以上，毕业设计的参考文献

应不少于 6篇。

（2）参考文献内容中文字体采用仿宋五号、英文字体采用 Times

New Roman 五号。

8.致谢

致谢主要是对导师和给予指导或协助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工作

的组织和个人表示感谢。文字要简洁、实事求是，切记浮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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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文标注：文中引用的文献参照《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

著录规则》（GB/T 7714－2015）标注，采用顺序编码制。文中的引

用采用脚注一一注明（五号仿宋，单倍行距），编号格式采用“①,

②,③”（序号需上标），其中的页码标注为引用内容的页码或页码

范围；然后将引用的主要文献列在文末的“参考文献”中。

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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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现状调查及教育开展研究

(宋体、小二号）

摘 要(小四号宋体，加粗)：时过事迁，社会在持续发展，因疫情的到来，整个社

会处于特殊的环境下，中小学心理健康状况也发生不同的变化，随着生理、心理

的发育和发展、社会阅历的扩展及思维方式的变化，在面对如今激烈的竞争，他

们在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升学就业和自我意识等方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心

理困惑或问题。因此，在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是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是

推进素质教育的必然希求。本文就影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因素及相关心理健康教

育开展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有效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对策。(小四号仿宋）

关键词(小四号宋体，加粗)：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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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ntal

Health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Research on Education

Abstract:As time goes by, the society is developing continuously. Due to the arrival of
the epidemic, the whole society is in a spe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mental health statu
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has also undergone different chang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ology and psychology, the expansion of social experience an
d the change of thinking mode, in the face of today's fierce competition, they will enco
unter a variety of psychological confusion or problems in learning, life, interpersonal c
ommunication, study and employment and self-awareness. Therefore, to carry out men
tal health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the need of students' healthy g
rowth and the inevitable desire of promoting quality educ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
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on this basis, put forward several eff
ectiv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untermeasures.（Time New Roman 小四号字体）

Keywords（Time New Roman 小四号字体，加粗）: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unter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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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仿宋三号，加粗）

（一）问题的提出（仿宋四号，加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要求，要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其中特别强调要树立健康第

一的教育理念，着力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正文：仿宋小四）

（二）研究设计

1.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通过研究，了解成都市部分中小学心理健康现状及教育存在的问题，找到适

用的方法.......................

2.研究现状

在 2021 年一年内发生了多起学生自杀事件：2021 年 4 月 9 日，河南郑州一

中学生因将手机带到教室被通知叫家长................

3.研究思路（技术路线）

（1）确定综述选题：中小学生心理现状及教育开展研究。

（2）.............

（3）.............

4.研究方法

研究的主要方法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检索收集中小学生心理问题的成因与

辅导策略..............

二、..........

（一）.......

（二）.......

六、结论

为了掌握中小学心理健康现状并提出相关教育对策，通过文献调查法，对中

小学生心理健康现状进行了研究................

注：一级标题、二级标题顶格，三级及以下标题首行缩进两

字符，序号需手动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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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参考文献不少于 8 篇，毕业设计参考文献不少于 6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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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首先感谢 XX 老师在此次论文中对我耐心的指导，让我顺利完成本次的毕业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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