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忌讳的。要克服这一毛病，写论文时就

必须重视布局谋篇。所谓布局谋篇，就是

筹划采用怎样的结构，选择哪些材料，才

能有效地表达主题。布局谋篇，是写好文

章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一个

准备过程。如果说一篇文章的主题犹如

人之“ 灵魂”，一篇文章的材料好比人之

“ 血 肉 ”，那 么 一 篇 文 章 的 结 构 ，正 恰 似

人之“ 骨骼”。没有灵魂只能是一个躯

壳；没有血肉就只剩了一个空架子；而没

有 坚 实 、健 壮 的 骨 骼 ，血 肉 就 无 所 依 附 ，

灵魂也无处寄托。因此，布局谋篇这个工

作做好了，就会思路畅通，顺理成章。否

则 ，心 中 无 数 ，边 想 边 写 ，就 难 以 写 好 文

章。

为了使一篇文章结构完整，层 次 分

明 ，条 理 清 楚 ，必 须 做 好 以 下 两 个 工 作 ：

一是拟好一个三级提纲。如文章标题，下

面分一、二、三，文章的最大论点；再下面

又 分（ 一 ）、（ 二 ）、（ 三 ），从 属 论 点 ；下

面又分!、"、#，以此类推。提纲的作 用 是

很大的：（ !）可以保证思路连贯，文脉畅

通，防止相互脱节和前后矛盾；（ "）可以

保证紧扣中心，突出重点，防止内容分散

和跑题；（ #）可以保证条理清晰，防止杂

乱无章；（ $）有利于材料的选择与安排，

防 止 漏 掉 重 要 内 容 和 写 进 无 关 内 容 ，并

可避免重复；（ %）便于瞻前顾后，纵观全

局，通盘考虑，协调各部分比重。因此，花

在拟提纲上的时间是值得的，“ 磨刀不误

砍柴工”。

二是安排好层次，划分好段落。层次

的 安 排 和 段 落 的 划 分 是 非 常 讲 究 的 ，有

些人写文章不注意这一点，一篇文章就

是一大段。中心不突出，观点不明朗，层

次不清，思路混乱。这样的文章，姑且不

论它写得如何，一大段看下去，就觉得很

累。还有，有些文章进入主题不直接，显

得很罗嗦，讲了好多无关紧要的话才显

出主题，这样看起来也很累。再有，有些

文 章 的 各 个 部 分 、层 次 失 衡 ，有 些 太 长 ，

有些又太短。一般来说，论文层次的安排

和段落的划分，按照“ 提出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这种格式比较多。

（ 责任编辑 关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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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 研 究 的 难 点 在 于 课 题 的 选 择 和 研 究 方 案 的 设

计。课题的选择是将问题转化为课题的重要环节，

选定要研究的课题，是整个科学研究的起点，能否

选择合适的课题对任何科学研究，都有决定性的意义；课题研

究方案是进行课题研究的计划和方法，是课题研究实现目标

的重要保证。本文通过分析省部级重点课题———《 在各学科教

育中实施环境教育的研究》（ 以下简称课题）的选题过程和研

究方案设计情况，说明课题的选题和设计技巧，供大家参考。

此课题的研究方向是在各学科（ 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

物、自然、劳技、地理、语文、外语、政治、历史、心理学、教育学、

音乐，体育、美术等）的教育教学过程中，以适当的方法实施环

境教育。本课题涉及学校教育（ 从幼儿教育到成人教育）的各

个层次、各级各类。评审专家组在本课题的评审意见中指出：

方
案
设
计
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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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课题选题实用性强，有现实意义，对中 小 学 教 育

有指导意义，研究目的明确、清晰，研究内容丰富、具

体；总体设计方案可行，研究成果明确，有应用意

义”。此课题的选题和方案设计具有典型性，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

一、选择课题

!"课题来源

课题来源（ 问题的提出）可谓五花八门、多种渠

道。诸如实践中寻找、经验总结、信息交流、比较对比

等。以本课题为例，课题来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 !）现实生活中亲身感受。长期以来，人们对环

境问题的认识存在严重局限性，由于环境污染、生态

破坏、资源浪费、人口膨胀、耕地减少、森林枯竭、草原

沙化、气候变暖等问题对人类生存的威胁越来越严

重。而且更可怕的是目前这些问题并没有为每一个人

所清醒地认识和理解。人们不管是从事工业、农业、牧

业等生产活动，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为了追求高额利

润和贪图过度享乐，可随意开采资源、过度放牧、乱排

废物等，到处都能看见或听见环境被污染、生态被破

坏的现象和事件。出现这些现象和事件的原因，归根

结底是因为人们缺乏环境保护知识和环境保护意识。

（ #）长期教学实践中体会。本人在$!级大专专科

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 环境化学概论》的教学

过程中，惊讶地发现：$%&以上的中学教师和校长竟

然不相信地球缺乏淡水，而且认为环境的恶化与自己

毫不相干；不了解为什么国家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

本国策；不了解沙尘暴起因、温室效应、酸雨及厄尔尼

诺现象等比较常见的环境问题。这些事实清楚地说

明，在学校教育中严重缺乏环境教育。环境问题的解

决，从根本上来说，除依靠科技力量、经济制裁和依法

治理以外，还必须持久、系统和全面地开展环境保护

教育，努力培养全民族的环境意识，从而根本上解决

环境问题，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

此，我深深感到广泛、持久地开展环境保护教育是当

前环境保护工作中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也是我们

义不容辞的责任。

#"确定课题范围

提出笼统的课题以后，需要进一步了解、加工相

关材料，使课题更加精炼、有价值。以本课题为例，需

要做以下几项工作。

（ !）查阅资料。查阅并收集有关资料、科研情报

的目的：一是，可以尽量充分弄清前人在本课题相关

研究领域的最前沿成果、研究方法和被关注的程度，

以防止重复劳动，从而可以确定课题研究的价值、意

义和目的；二是，经过了解、分析、比较找出本课题的

优势，估计可能遇到的困难、现有的研究条件、实验设

备和人力、物力等自身研究能力，从而可以分析课题

的可行性；三是，同时可以搜集有关资料。

据搜集相关材料和科研情报了解到：目前关于环

境知识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实际例子多、谴责检讨多、

法律法规多、监测数据多等，环境问题确实逐渐受到

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其重要性和迫切性逐渐被世界

各国政府和人们所认识，人们的环境意识日益提高。

世界各国普遍开展了各项治理活动，制定了相关的法

律法规，采取了强硬措施，世界环境状况初步得到好

转。例如，采取了一些“ 污染企业关闭、排放污染物定

标”、垃圾处理、“ 氟里昂”和“ 六六六 ”的 禁 用 等 具

体措施，对控制和治理环境污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因为人们的环境意识淡薄，导致了一边治理、另

一边破坏的恶性循环。更值得一提的是，从根本上解

决环境问题的“ 环境教育问题”却强调的少、措施也

不得力，而且人们根本不重视教育手段，只重视惩罚。

从此得出结论：必须加强环境保护与治理课题的研

究，尽快找到对所有的人进行环境教育的有效途径；

在全社会应加强环境教育工作，广泛开展环境宣传教

育活动，以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从根本上解决环

境问题。

（ #）确定研究方向。环境问题内容广泛、复杂交

叉，包括环境保护政策、教育、措施、治理与检测等；所

涉及的学科门类多，包括生物、化学、地理、物理、社会

经济、文化教育、医药保健、法律政策等；环境教育的

内容丰富，教育对象也普遍，涉及到全社会的各行各

业。所以必须找出环境教育的突破口、切入点，以实现

“ 以点带面”的效果。

“ 要让环境教育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是全社会开

展环境教育的突破口，也是最有效的途径。”这是经

过总结归纳、全面分析以后所得出的结论。初步调查

结果表明：目前，有些地区虽然强调在某些某类学校

应开设环境教育课程，但是其内容不全面、方法生硬

死板，收效甚微。所以有必要更深入研究在学校教育

的全过程中加强环境教育的必要性、渗透方法及其具

体内容，这就是本课题所研究的方向。

（ ’）确定研究类型。本课题属于运用教育学、心

理学原理和各学科教学理论来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

际问题，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大胆的改革，并探

寻新教育措施和途径，所以属于开发性研究类课题。

（ (）明确指导思想和原则。以马列主义、辩证唯

物 论 为 指 导 ，坚 持“ 客 观 性 、科 学 性 、可 行 性 和 创 新

性”原则。客观性主要表现在尊重客观事实，掌握第

一手材料，实事求是地评价；科学性主要表现在找出

杜宝山：论课题研究选题及方案设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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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内在联系，概括其发生变化的规律，并在实践当

中检验、修改；可行性主要表现在正确估计可能遇到

的困难、现有的研究能力和研究者的积极性；创新性

主要表现在课题的独到之处，研究成果的先进性和现

实意义。

!"分析特色与可行性

经过分析、比较，应归纳出课题研究的前景、研究

价值和现实可行性，这是课题研究的内在动力，思想

基础。以本课题为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选题新颖，

目前在我国居领先地位；实用，为各级各类学校的素

质教育改革和新课程改革提供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

材料；创新，便于推广落实，实施环境教育的方法富有

创造性；具有现实意义，可行性较强。本课题不但受国

家政策支持，学校、教师和学生也都容易接受，而且所

需的经费少，也不需要太多的设备条件和场地。

二、制定研究方案

选定课题以后，不要急于操作，首先应该根据实

际情况制定出课题研究方案，做好计划，在思想和物

质等方面进行充分准备，使课题研究工作具有计划

性、科学性和规范性。为此需要作以下几项工作：

#"大胆设想，总体规划，分解任务

根据课题的研究方向、研究原则，结合现有的科

研条件，一要大胆提出理论假设，明确研究思路；二要

策划总体规模，制定出研究方法、时间进度和成果体

现形式；三要把整个课题研究任务分解成若干个小问

题，若干个阶段，分期分批、分层次、有计划地完成任

务；四要提出课题的具体名称。以本课题为例，可分成

以下几个小问题。

（ #）说明必要性。本课题从环境污染的现状和严

重性出发，研究我国在各学科、各层次学校教育中实

施环境教育的目的、意义以及其紧迫性，列举大量的

环境问题和环境污染的事实说明加强环境教育的必

要性。

（ $）探讨实施方法。即探讨在各学科、各层次学

校教育中实施环境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 !）列举实施内容。即从学校心理学角度，结合

各年龄阶段学生的特征和现状，列举对各类学生实施

或渗透环境教育的具体内容。

（ %）验证推广。即选择一定数量的具有广泛代表

性的典型学校进行试验，在实践当中推广、使用，验证

所提出的理论、实施方法和渗透内容的准确性。并找

出不足之处，及时修改，使之更加完善。

（ &）推出成果。即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分学科

汇总，并编辑出版书籍，使实施环境教育的工作落到

实处。

（ ’）结题升级。进行结题论证、广泛推广，进入更

高层次的课题研究计划。

$"确定重点、找出难点

本课题的重点，也是其创新部分，即探讨进行环

境教育的方法和途径；本课题的难点，也是其关键部

分，即列举渗透环境教育的具体内容，在实践当中验

证、推广、使用；汇编并出版书籍。

!"确定工作步骤及时间进度

确定工作步骤及时间进度的目的是把分解的小

问题更加具体化、定量化，以保证研究工作按时完成。

以本课题为例，一般按下列步骤完成整个研究工作。

第 一 步 ：(年(月—(年(月 ， 组 织 有 关 的 研 究 人

员，深入到各学科、各层次学校教育的实践当中，以走

访、问卷调查、座谈讨论等形式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掌

握第一手材料，了解广大群众、教师和学生对环境问

题的认识、态度等情况。

第二 步 ：(年(月—(年(月 ，进 行 统 计 归 类 、分 析

总结，形成书面材料（ 论文），概括地说明实施和渗透

环境教育的必要性，并提出以下问题：进行环境教育

的方法和途径，列举渗透环境教育的具体内容。

第三步：(年(月—(年(月，在实践当中验证推广。

第四步：(年(月—(年(月，汇编并出版书籍。

第五步：(年(月—(年(月，进行结题论证、推广、

升级。

%"确定研究方法

以课题的研究目的、内容以及研究对象的性质和

特点为依据，确定切实可行、易于操作的研究方法，必

要时可综合采用多种方法。可采用的方法是：调查讨

论法、观察发现法、试验推广法、比较改进法、统计归

纳法等。

&"经费预算

以节俭、高效的原则预算经费，包括旅差费、会议

费、资料费、实验推广费、印刷费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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