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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正文： 本模板1旨在提供规范的陕西师范大学 LATEX写作模板环境，现支持硕

士 /博士学位论文格式，可以自动生成盲评、制作 A3封面。

免责声明

本模板的出发点是方便大家使用专业的高效的论文书写工具，其优点在于注

重排版质量、命令规范、使用方便、更新及时，符合论文撰写说明。但任何由于

使用本模板而引起的论文格式审查问题均与本模板作者无关。

任何个人或组织均可以本模板为基础进行修改、扩展，生成新的专用模板，

但请严格遵守 LATEX Project Public License协议。

关键词: LATEX,学位论文,模板

1本研究得到某某基金（编号：□□□□）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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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ent： This paper is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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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第 1章标题

第 1章 第 1章标题

测试文本[1–3]

1.1 研究背景

测试文本[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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