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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课  前言 

บทนํา 

 

学术报告的写作格式和内容因学科和报告的目的而异，但通

常包括以下部分：(云朵网:online) 

1. 标题页：包括报告的标题、作者姓名、所属机构和日期等

基本信息。 

2. 摘要：简要概括报告的主要内容、目的、结果和结论，以

便读者快速了解报告的核心信息。 

3. 目录：列出报告的内容及其对应的页码，方便读者查阅。 

4. 引言：介绍报告的研究背景、目的和研究问题等，为后续

的讨论提供背景和依据。 

5. 方法：详细描述研究方法和技术，包括实验设计、数据采

集和分析方法等。这部分内容需要注重细节和可行性，以便其他

研究人员能够复制和验证。 

6. 结果：呈现研究结果及其对应的分析和解释。需要注重数

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同时要避免夸大或误导结论。 

7. 讨论：对研究结果进行深入分析和解释，探讨其可能的影

响和应用前景。同时需要指出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并提出

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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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考文献：列出报告中引用的所有文献，包括期刊论文、

会议论文、书籍等。格式需按照所投期刊或会议的要求进行排

版。 

在撰写学术报告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语言表达要清晰准确，避免使用过于专业或晦涩难懂的术

语。 

2. 逻辑要严谨，确保报告的结构和内容连贯、有序。 

3. 引用文献要规范，包括文献的格式、作者、年份等信息要

准确无误。 

4. 图表和数据要清晰明了，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分析研

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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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课  论文选题写法 

การเลือกหัวขอ 

 

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在进行论文主题的选择之前，我们先

要学习论文选题的基本原则。不管指导老师给定选题，还是学生自拟

题目，毕业论文选题都应该经过慎重考虑和仔细推敲。只有适合自己

的选题才是最好的选题！(教师科研:online) 

要保证自己的论文选题切实可行，且值得做，那么它至少要符合

以下四个原则： 

1.有价值 

价值是我们选择一个论文题目的首要依据，也是论文指导老师衡

量你的论文选题能否通过的一个重要指标。一个有价值的选题能够满

足社会需要，对实践起积极的推动作用，或者解决学科中的一些问

题，促进学科发展。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短期或是长期，只要我们

的论文选题能够实现上述作用，它就是有价值的。要保证论文选题的

价值，在定题之前应该查阅相关文献，与指导老师进行充分沟通，切

勿将过多的时间与精力浪费在空想这类没有意义的事情上。  

2.感兴趣 

一个好的选题，至少要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有趣的。因为兴趣将是

支撑你克服苦难险阻，完成研究的最大动力。完成论文的过程中可能

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挫折，因此，必须具有足够的热情和耐心。只有当

你对选题感兴趣时，你才会有足够的热情和耐心去坚持研究，并且对

研究的过程和结果充满好奇心。强烈的好奇心反过来也会驱使你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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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写作过程中反复研究资料，不断验证观点，努力克服研究和写作过

程中的重重困难，使论文撰写工作顺利进行。 

除此之外，论文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的热情也会体现于论文的字里

行间，并感染读者。因此，感兴趣，或者说有趣，是我们论文选题的

一个重要标准。 

3.可操作 

可操作是指应该根据自己实际具备的条件和经过努力可以具备的

条件来选题，以便相关研究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可操作原则一方面要

求我们了解自己的能力特长、知识结构、兴趣爱好等；另一方面要求

立足于具备的客观条件，如资料、设备、经费和时间等，做到扬长避

短，主动创造条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具体来说，选题的可操作性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题目不宜过大 

应该尽量选择小问题，以便深入研究。一般来说，把题目做大不

如做小。研究范围缩得越小，就越容易进入正题，思路就越清晰，研

究工作就越容易进行。即使选题很小，但只要能挖掘出一些有价值的

信息，或是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有理有据，那么，你的论文就算是

成功的。 

（2）所需资源是可以获得的 

在论文选题的时候，要考虑到你的研究在现有条件下是否可行，

所需的材料是否可以获得。 

（3）资源和方法是可以驾驭的 

你计划使用的资源和方法最好属于你的知识范围之内，是你可以

理解并能加工、处理的。如果你研究使用的方法或资源是你完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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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过的，那么在完成论文之前，你可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新的

知识，这必然会分散你做毕业论文的精力和时间，甚至可能影响论文

的完成进度。 

4.有创新 

创新是论文是否值得一做的关键标准之一，也是你选题能力的重

要体现，如果你所选的题目具有创新性，能够展示你独到的见解，或

者在研究方法上与别人不同，那么，无疑对你的论文有很大的加分作

用。你的论文创新至少应该体现在以下某一个方面： 

（1）理论创新 

在传统理论知识基础上的提高和发展，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构建

新体系。 

（2）应用创新 

将已有的理论、方法、原理应用于新的实践领域，解释新问题，

揭示新规律，探索理论应用的具体实施策略。 

（3）方法创新 

方法上的创新通常是科学新发现的先驱，指使用新的研究方法，

或者研究方法体系来研究既有问题或新问题。 

另外，学术论文选题的方法，也因学科领域、研究对象、课题的性

质和研究方向，以及研究者主体条件等方面的不同特点而各异。因此，选

题的方法也必然是灵活多样的。我们在这里介绍以下三种常见的选题方

法：(搜狐网:online) 

1.比较寻疑法 

一般来说，从事科学研究，总需要我们在对某一研究领域有了基本

了解之后才开始。比较寻疑法，就是对自己所占有的文献材料广泛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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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筛选，经过咀嚼消化，在比较鉴别中，寻找到具有研究探讨价值的

“疑点”，进而确定选题的方法。科学研究必须有“疑点”。当我们在对

文献材料阅读、接受、分析、比较的过程中遇到了疑问时，紧紧抓住这些

问题深入探究下去，就会形成自己的选题。这种在比较中寻到的“疑点”

多种多样，可能是解说不完备或难以自圆其说，或是文献材料中某一问题

语焉不详，也可能是发现了文献材料中自相矛盾的地方或某一学术问题的

不同观点，还可能是发现了某一学科领域中的空白点。总之，在由自己对

文献材料的阅读比较中寻见“疑点”，再由“疑点”的探究而形成选题，

这是许多研究者常常采用的选题方法。梁启超概括自己的治学之道，只用

了“善疑、求真、创获”六个字，而把“善疑”放在首位，这也说明以

“寻疑”来选题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比较寻疑的选题方法，一般按这样的步骤进行：①广泛浏览文献资

料。在浏览过程中，随时记下资料的纲目和其中对自己影响较深刻的观

点、论据、论证方法等，记下自己脑子中涌出的点滴体会。②回味咀嚼。

在广泛浏览文献资料之后，对自己从大量资料中所获取的有价值的内容以

及自己的点滴体会，分别进行简单梳理，认真思考，反复咀嚼，体味到其

中的异同交叉、深浅远近。③比较鉴别，求“疑”选题。在完成了上述工

作之后，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体会与资料分别加以比较，进行分析鉴别，寻

找出在同一研究对象中尚有的“疑点”，由此进一步推演思考，选题的目

标就自然会明确了。比如，研究晚清史的孔祥吉先生，就是由于获得了晚

清史上“两朝帝师、十载枢臣”的翁同龢的后裔带到美国的家藏档案史

料，新发现了其中未刊的《罗丰禄信稿》以及陈炽的《上清帝万言书》等

珍贵文献，他经过比较鉴别，受益颇多，从中发现不少问题，从而以新的

史料、新的视角写出了《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上层人物的心态——营务处

总办罗丰禄家书解读》《晚清政治改革家的困境——陈炽〈上清帝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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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发现及其意义》等一系列论文，在晚清史研究领域提出了不少新观

点。 

2.追溯验证法 

这是一种先有主观的“拟想”（即对研究课题和方法的假设），而

后以此为出发点，沿着一定方向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或做必要的调查实

验，从而验证“拟想”的选题方法。当然，这种“拟想”绝不能是凭空想

象，必须是建立在自己对某一领域的研究现状有所了解的基础之上，自己

已经掌握到一定文献资料或现实材料，由此而生发的“拟想”。运用这种

选题方法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经过追溯，看自己的“拟想”是否具有开创性、突破性。如果

自己的拟想，前人从未涉及，或者是与通说、前人见解根本不同的，同时

自己又能以足够的论据或条件对其做出证明，那就可以作为选题确定下

来。反之，则应舍弃。 

（2）经过追溯，看自己的“拟想”是否对通说或别人的观点有补充

作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可以作为选题，反之，也应放弃。 

（3）看“拟想”是否与别人重复。如果自己的想法完全与已有的研

究成果一样，那就应另辟新路；如果是部分内容与别人的研究成果相重

复，那就应当变换角度，避开重复，确定选题。此外，在追溯验证的过程

中，还要善于捕捉一闪之念，不可放过阅读或调研过程中突然产生的一些

思想火花。尽管这时的想法很简单、很朦胧，但如能及时捕捉，顺势追溯

下去，也极有可能形成自己的观点，成为选题的引子。 

追溯验证的选题方法，在科学研究中应用也较广泛。例如，为超导

电子学这一新学科奠定坚实基础的约瑟夫森效应的发现，其始是年仅 22

岁正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约瑟夫森的理论预言：当两块超导体

实现弱连接时，会出现一种新的物理现象。又比如，在当今科学界，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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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剂量的核辐射都有害于健康的“线性无极理论”（LNT)占主导地位的

情况下，那些提出“小剂量辐射无害”的科学家，大都是通过追溯验证来

确定这一研究课题的。这一理论能否为科学界所接受和承认，还取决于更

深入的科学实验，特别是“小剂量辐射无害”现象产生的细胞分子生物学

机制，能否改变核辐射会损伤细胞内的 DNA 这一传统结论。但这一课题带

给我们的选题启示的确很有意义。 

3.实践应用法 

这种选题方法，既不是从阅读大量文献材料出发，也不是从自己的

主观“拟想”出发，而是从现实需要出发，从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去发现值

得研究的问题，把自己掌握的理论知识应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之中。

很显然，这样的选题方法，在应用研究和自然科学领域运用较多。但是，

基础研究方面也同样可以选用。比如，生物科学中的基因工程的理论，可

以被我们广泛应用于各种重点保护及濒临灭种的动植物的繁育技术之中，

也可以由此深入，应用于进一步揭示生命奥秘的基础研究之中，像我国科

学家所做的“衰老细胞与分子机理研究”的课题。还有，为人熟知的胡福

明于 1978年 5月 1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一文，该选题就是运用了实践应用法。是从现实社会中亟待解决的

问题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加以研究探讨的。再如，根据近年

来我国科学研究领域中学术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的现实，以及科学伦理道德

教育相对薄弱的状况，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存浩先生在《光明日报》2002

年 2 月 1日第 1版发表《科学道德建设应借鉴国外经验》一文，提出了创

造我国良好科研环境的合理建议。该选题同样是来自解决现实问题的思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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ตัวอย่างหวัข้อรายงานเชิงวิชาการด้านต่าง ๆ  

语言学方面 ดานภาษา(毕业论文网:online) 

1.中国特色汉语语言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与创新研究 

2.维护汉语纯洁性和文化安全研究 

3.服务国家治理的语情监测及其体系建构研究 

4.国家外语能力提升研究 

5.国家战略外语构建与规划研究 

6.我国外语非通用语种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研究 

7.中国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话语体系构建研究 

8.城市新社会阶层的语言使用和身份认同研究 

9.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少数民族文献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 

10.神经定位与调控技术相结合的汉语加工与学习的神经机制研究 

11.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无监督预训练研究 

12.从声调到语调的汉语方言韵律多层级实验研究 

13.类型学视野下的汉语名词可数性研究 

14.面向历史语用学学科建设的汉语语用化研究 

15.古文字与出土文献大型资源库标准化建设研究 

16.上古汉语元音交替与韵尾辅音交替现象研究 

17.语言接触视域下的汉译佛经语言研究 

18.改革开放以来的外语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19.中国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研究 

20.音系学、形态学和句法学的界面研究 

21.指称问题研究 

22.汉字、音节、语素交叉界面的问题研究 

23.国际语言冲突及国际语言治理研究 



10 
 

24.面向国家突发公共事件的语言应急服务研究（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专题） 

25.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语言生活与语言规划研究 

26.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史研究 

27.神经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 

28.语言习得与发展的神经语言学研究 

29.语言处理的脑运行机制与神经基础研究 

30.语言学支撑的人工智能可解释研究 

31.古文字信息处理研究 

32.民族语言信息处理研究 

33.面向中文国际教育的汉字、词汇、语义、语法、语用、篇章等方面的

基础研究 

34.汉语方言史研究 

35.汉语史上方言与共同语相互影响研究 

36.多民族语言接触地区汉语方言的深度调查与研究 

37.民族语言语法范畴专题研究 

38.汉语历史上区域性通用语、方言语音断代研究 

39.基于传教士文献的方言词汇研究 

40.汉语语义表达手段和机制的深度调查与比较研究 

41.汉语的同词反义表达及其识解机制研究 

42.汉语情态和时体范畴的互动关系研究 

43.中国现代语法学思想史研究 

44.汉语虚词的历时与共时研究 

45.现代汉语语音、语义、语法各要素与语用的关联研究 

46.汉语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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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历史地理视域下的汉语史研究 

48.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继承与创新发展研究 

49.汉字阐释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50.汉字古今发展与传播研究 

51.古今汉字的构形与发展演变研究 

52.新出土古文字资料的综合整理与研究 

53.古文字文献的分类集释与研究 

54.殷墟甲骨各组类卜辞字、词、句对比研究 

55.新出历代简牍碑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56.中古近代汉语语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 

57.域外汉语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 

58.基于出土文献资料的汉语发展史研究 

59.汉语字词关系及其历时发展研究 

60.修辞能力发展研究 

61.上古汉语致使范畴及其形态句法实现研究 

62.汉语构式化和构式演变研究 

63.汉语语义演变的规律研究 

64.语体视角下的汉语词汇历时演变研究 

65.语言接触导致的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演变研究 

66.语言接触视域下汉语共同语的形成与发展研究 

67.梵汉对勘研究 

68.经学训诂与小学训诂的原理、性质与方法的多维度研究 

69.汉藏语历史比较与谱系关系研究 

70.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研究 

71.少数民族语言深度调查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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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历史研究 

7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政策研究 

74.汉外语言比较和对比研究 

75.外语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 

76.语言智能与外语数字人文研究 

77.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双语现象及其社会功能研究 

78.现代语言学背景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79.教育技术在外语教育教学中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80.基础学段外语教育教学研究 

 

中国文化方面 ดานวัฒนธรรมจีน(网易首页网:online) 

1.《说文解字》“示”部字与传统祭祀文化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状况研究 

3.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在平面设计应用 

4.中国传统园林园路铺设艺术研究 

5.中国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的关系 

6.中国传统文化在“自然”茶几设计中的应用 

7.中国传统文化在游戏中的应用与传播方式研究以端游龙之谷为例 

8.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构建的影响 

9.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元素在广告设计中的应用 

10.中国传统艺术元素在公益广告中的应用 

11.从《百家讲坛》浅析电视节目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与发展 

12.从传统艺术元素的传承看国产商业动画发展 

13.优秀传统文化自信研究 

14.传统文化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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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传统文化展馆的互动设计——由展示到传承 

16.传统文化底色下的新权威主义 

17.传统文化的电视传播模式——以《中国诗词大会》为研究样本 

18.传统文化知识在初级对外汉语综合教材中的比重与作用研究 

19.传统文化符号在博物馆中的运用——以苏州博物馆为例 

20.传统文化视野下中日近代化对比 

21.品牌形象设计中的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 

22.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舞教育模式探析 

23.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首饰设计 

24.基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视角下的汉服传承研究 

25.家庭对传统文化绘本关注度的调查研究 

26.小学教育中传统文化教育的素材研究 

27.彝族传统舞蹈及其文化特点与特质 

28.我国传统殡葬文化与现代城市文明的冲突和调谐 

29.拉祜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部分） 

30.新媒体时代下对“互联网+传统文化景区 IP”的思考 

31.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 

32.新疆哈萨克族传统婚礼仪式文化研究——以昌吉地区为例 

33.有关莆仙戏非物质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方向 

34.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35.浅析广州茶楼文化中的传统视觉形态 

36.浅析新媒体环境下传统艺术的推广与传播 

37.浅谈城市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以《秦腔》为例 

38.浅谈民族传统文化在舞剧赵氏孤儿中的体现 

39.浙江畲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状分析及其传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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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促进作用 

41.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电视广告中的应用 

42.论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中的作用 

43.论中国传统文化设计 

44.论传统文化对行政决策的影响 

45.论传统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 

46.论传统生肖文化在蓝牙音响设计中的应用 

47.论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 

48.论阿城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49.试析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符号在服饰中的应用 

50.试论传统的和谐文化在当代社区警务调解工作中的意义和作用 

51.跨文化交际理论视角下西方节日文化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影响与融

合 

52.鄂尔多斯地区传统文化微信传播现状分析 

5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 

54.鲁迅《故事新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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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课  摘要的写法 

การเขียนบทคัดยอ 

 

文章针对目前众多学者在论文摘要中有待完善的问题 ,站在学术论

文作者的角度,去探讨写作高质量学术论文摘要的方法。探讨并总结了各

种类型论文摘要的写作格式及内容,给出了相应的示例;最后,论述了规范

化撰写摘要的要求。(高建群:online) 

一、结构格式及示例 

一般地说，摘要的内容包括研究目的、对象、方法、结果、结论和

应用范围等，但具体的结构格式应根据论文的类型及其具体内容进行选择

确定，灵活运用，不能套用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 

1.研究报告型学术论文 

针对研究领域中某学科、专题、问题等的研究报告型学术论文，在

科技期刊所刊载的文章中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是科技期刊的主要组成部

分。这类论文摘要的结构格式应为:某学科(或专题、问题等)的研究结果

表明(或证明了)什么(即论文的结论)，是采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的，得到

了哪些与他人不同的具体的研究成果。研究报告型学术论文的摘要如例 1。 

例 1 ตัวอยางที่ 1 

题名： 护理期刊论文出版时滞的探讨 

摘要： 为了解护理期刊论文出版时滞，采用宋忠生提出的期刊出版时滞

计算方法，对 5种护理期刊 1998年发表的 2030篇论文出版时滞进行了统

计和分析。结果显示:护理期刊论文发表周期最长 931(31 个月)，最短 6d；

年均均散度最长 13.63个月，最短 5.16个月。时滞最长的是《中华护理

杂志》，其次为《山西护理杂志》，最短的是《实用护理杂志》。《中华

护理杂志》时滞长的原因是知名度高、来稿多、采用量大于载文量、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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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刊文量低。建议建立审稿专家库，选择适当的审稿人、缩短审核时

间，增加刊期或页码，缩小字号增加出刊率，对不用稿件尽快退稿以利于

稿件的分流、培养作者群。 

2.综述型学术论文 

在综合分析和评价已发表过的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该涉及专题在特

定时期内发展演变的规律和趋势的综述型学术论文，其摘要的结构格式及

写作内容应为:某学科(或某专题、某领域)的综述结果表明了什么，其过

去、现在的发展状况及其动态情况，还存在什么问题尚待解决，建议今后

的研究方向。综述型学术论文的摘要如例 2。 

例 2 ตัวอยางที่ 2 

题名： 文献计量学应用于医学信息研究 

摘要： 总结和回顾了文献计量学在我国医学信息领域应用以来的研究概

况和主要成果，分析了过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对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3.论证型学术论文 

对基础性和应用技术性学科命题进行描述和讨论的论证型学术论文

来说，其摘要的结构格式应为:某命题(如公理、定理、定律、原理、原则、

假说、方案等)的论证结果解决了(或支持、表明、说明了)什么问题(或假

说、命题等)，该命题适用于哪些范围，使用的条件是什么等等。论证型

学术论文的摘要如例 3。 

例 3 ตัวอยางที่ 3 

题名： BOD 5与 COD相关机理的探讨 

摘要： 根据生化理论，探讨了 BOD 5与 COD的相关机理，并推导出反映

两者相互关系的数学模型。该模型表明 BOD 5与 COD呈线性相关。文中还

推导出可以作为评价废水可生化性的基本公式。根据苏州河实测资料建立

了不同断面的一系列 BOD 5与 COD的关系式，相关系数平均为 0.86；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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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条回归线的比较(即统计检验)，说明回归方程组是稳定的，可用同一

公式描述整条河流的 BOD 5与 COD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一般含溶

解性有机物的废水，其 BOD 5与 COD之间存在良好的相关性。 

4.发现、发明型学术论文 

叙述科技领域某一发现或发明的学术论文，其摘要的结构格式及其

写作内容应为:某事物的发现或发明表明了什么，以及其现象、本质、特

征及运动规律，或者其性能、特点、原理及应用条件、范围、前景等等。

发现、发明型学术论文的摘要如例 4。 

例 4 ตัวอยางที่ 4 

题名： 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 

摘要： 在以往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介绍新发现的近 50种 1870年以

前记载有关中国科举的西方文献，指出到 19世纪中叶，中国的科举考试

制度已为欧洲知识界普遍知晓。史料明确说明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

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科举制的“公平竞

争、平等择优”原则是其被西方借鉴的根本原因。科举考试西传欧美是中

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 

5.计算型学术论文 

讨论不同类型(包括不同边值或初值条件)数学物理方程的数值计算

的计算型学术论文，往往是计算机软件开发的基础，其摘要的结构格式及

写作内容应为:某式子的讨论，或某方案的分析、计算或运算的数值、原

理、方法与计算收敛性、稳定性、精确度等等。计算型学术论文的摘要如

例 5。 

例 5 ตัวอยางที่ 5 

题名：快速收敛的可行方向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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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算例研究了尝试法计算中初始步长选取和收敛速度的关系，进而

提出了一种新的步长确定法——约束近似法，避免了人为给定初始步长的

缺陷。对比计算表明，此方法还可大幅度地提高可行方向法的收敛速度。 

二、规范化的写作要求 

1.忠实于原文 

摘要的内容应该是概括地、不加解释地简要陈述论文研究的目的与

对象特征、观点、方法以及最后得出的结论。因此，摘要必须客观、如实

地反映全文的内容，切忌空泛议论、模棱两可，或是对研究工作本身之优

劣进行自我评述；不可加进原文内容以外的解释或评论，也不应与论文的

引言或结论雷同。 

2.用第三人称 

作为一种可供阅读和检索的独立使用的文体，摘要只宜用第三人称

而不用其他人称来写。有的摘要中出现了“我们”、“笔者”作主语的句

子，一般讲，这会减弱摘要表述的客观性；不少摘要中还以“本文”作句

子的主语，这在人称上倒是可以，但有时逻辑上讲不通。例如: 

摘要：本文对铸铁的抗汽蚀性能及其关联因素进行了实验研究，认为石墨

是铸铁汽蚀的破坏源…… 

这个句子用“本文”作主语，在逻辑上讲不通，因为“进行实验研

究”和“认为…”的施动者是论文的作者，而不是“本文”。与此类似的

错误写法还有“本文对……进行了调查”，“本文提出了……方法等，其

中的“本文”都应删去。而“本文介绍了…”，“本文报道了…”中的

“本文”作主语，从语法和逻辑上看都是对的，但是按 GB 6447—86的要

求，“本文”亦应删去。实际上，以上的“本文”删去之后，原来的句子

成了泛指句(一种无主语句)，读者在阅读时若需要，可以自行补充出主语

——或者是“本文”，或者是“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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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洁明了 

摘要是对全文核心内容的高度归纳和概括，篇幅要求较短(视摘要的

类型而定，一般要求 50～300字)。因此，为了使有限的篇幅能够容纳最

多的信息，应开门见山、突出重点地叙述论文中定性或定量的信息。除了

要求措词确切外，还应特别注意表达句子的精炼和简洁。 

4.章法、文法规范 

摘要应独立成章，结构紧凑，一气呵成，不分或少分段落。对众所

周知的国家、机构、专用术语等尽量用简称和缩写。对第一次出现的生僻

缩略语应该用括号注释。除了实在无法变通以外，一般不出现插图、表格、

参考文献序号，以及数学公式和化学结构式。 

在文字表达上应符合“ 语句通顺、结构严谨、标点符号准确”的

要求。只有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修辞规则、逻辑规则的语句才是通

顺的、简洁的、合理的，这样表达出来的摘要才能准确明了地表达论文的

主要观点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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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课  引言的写法 

การเขียนบทนํา 

 

所谓引言，就是引出正文的言论。这也表明了引言承担的主要任

务，即为阅读论文正文提供必要的铺垫和背景说明。很多人在写引言时，

并不清楚具体要写什么内容，甚至主观上把引言与摘要混为一谈，导致两

者叙述重复、功能模糊。(PaperOK 论文查重:online) 

1.提出问题 

论文本身就是针对理论或现实问题做的具体研究，因此，在引言部

分提出研究问题是必须遵循的要求。否则，读者看完引言还不清楚整个论

文到底研究的是什么，必定没有耐心阅读全文去寻找，自然会迅速跳过开

启下一篇。况且，引言部分的其他所有内容都是围绕问题而展开的，不点

明问题就等于失去了论述的主心骨。 

2.交代缘起 

缘起就是事物的来源起因，说明为什么选择这个研究问题，研究问

题是怎样提出来的，研究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做这项研究能在理论和实

践层面带来什么价值意义。交代缘起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研究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 

3.介绍背景 

对问题相关的背景材料加以介绍，指明以往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

以及尚且存在或未解决的问题等，其实就相当于简单的文献综述。这样做

一方面是与前人成果进行区分，避免重复研究，另一方面可以合理引出自

身的研究，对比体现自身研究的突破和创新之处。 

 

 

https://www.sohu.com/a/617213176_121496159?spm=smpc.content-abroad.content.1.1723707727095VnKd4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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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限定范围 

有的问题涵盖的内容、层面广，作者只是针对其中某个侧面或特定

的范围进行探讨，这时就需要在引言中加以说明，将文章重点涉及的方面

交代清楚。这也是为了方便读者更仔细地筛选文章。 

5.阐释概念 

在引言中，还可以对论文涉及的一些专业概念、术语进行简单的阐

释。或者存在某些容易引起歧义的理论，在引言里就对其内涵外延进行必

要的解释说明。 

6.指明方法 

明确指出在课题研究中使用了哪些研究方法或实验设计，让读者了

解研究分析的主要手段。 

7.论述框架 

在引言的结尾处，也可以简短地介绍一下论文整体的框架结构，理

清行文的逻辑思路，为阅读正文提供指引。 

以上就是论文引言写作的一般内容，当然，一篇引言不一定要包括上述所

有方面，叙述的顺序也没有定式，根据自身论文情况选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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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课  研究方法的写法 

การเขียนวิธีการศึกษาคนควา 

 

这六点理由同时亦间接指示了我们应该往甚么方向去交代我们的研

究方法：(动商研究中心:online) 

第一，因为研究方法会影响到研究结果。譬如说，如果你在探讨台

北市捷运乘客对台北市捷运效能的看法，而你所使用的是可作多项选择的

问卷而不是对个别乘客进行访谈，那么你所得到的结果就会有所不同。读

者若知道你用甚么方法得到资料，即有助于他评估你的研究结果是否有效

和可信。 

第二，同一个研究问题可以有多种探究方法，你必须交代为何你决

定选用某种方法来研究，而舍弃别的相关方法。 

第三，读者也想知道你得到资料的方式是否合于探究主题之常理。

譬如说，如果你使用问卷调查法来探究台北市捷运乘客对于捷运效能的看

法，而你的问卷中却只提供「1.非常好 2.很好 3.好」等三种正向选择的

回答而完全不提供负向选择的回答，即不合于此种探究主题之常理。 

第四，读者也想判断你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否协合于研究目标。譬

如在上述所例举的探究中，你只个案研究一位乘客，这显然就不协合于研

究目标。 

第五，你也必须谈一下你如何预防本来预期会发生的问题，而假如

真有问题发生时你又如何把问题的冲击力道减到最低。 

第六，如果你交代得够清楚的话，有时候别的研究者会直接采用或

者变相借用你的研究方法论（研究方法交代方式），特别是你的研究方法

论颇有新意，又或者借用者慧眼独具之时。 

https://www.sohu.com/?spm=smpc.content-abroad.content.1.17237090481850w4M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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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全篇论文中又该在什么地方和以什么方式交代你的研究方法

呢？ 当然最重要的是「研究方法」这一章节了。在这一章节中你必须集

中而扼要地说明你的研究方法。不过，并不是在这一章节中交代过就算了

事了。在论文的其他章节中，也须适时酌量附带说明一下。以下依论文章

节安排略为提点一下： 

【绪论】研究问题介绍、研究目标介绍、研究程序介绍、主要研究结果与

结论之选择性介绍 

【文献回顾】回顾与你的研究问题有关的已有文献（针对它们如何

界定、说明和正当化此一研究问题而谈）、回顾已有的相关研究方法论文

献（同样针对它们如何界定、说明和正当化而谈）、回顾已有的相关研究

结果文献（特别针对可信度等来谈） 

【研究方法】对获取资料的方式和分析资料的方式详加解释、对方

法论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和效果加以说明 

【研究结果及讨论】研究结果之呈现、关于研究结果之诠释与延伸

讨论（譬如跟已有的研究结果作比较等） 

【结论】说明研究问题是否有所「解答」、在何种程度上本研究达

成了目标、我们从此研究结果中学到什么、从此研究结果中所学到的知识

有什么用、此研究有何缺点等等 

一般初学的研究者在交代研究方法时常犯有以下几种错误： 

（1）无关的细节讲太多。 

（2）不必要的初学者方法知识和程序细节仍然交代得清清楚楚，徒增篇

幅。 

（3）忽略了讨论搜集资料时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没有交代如何克服困难

和权衡轻重时的考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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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文中，有哪些研究方法？ 

一、归纳方法与演绎方法 

归纳就是从个别事实中概括出一般性的结论原理;演绎则是从一般性

原理、概念引出个别结论。归纳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方法;演绎是从一般到

个别的方法。 

归纳是从经验事实中找出普遍特征的认识方法，是各门学科在积累

经验材料的基础上，总结出科学定理或原理的一种重要方法。归纳必须建

立在大量的个别事实的基础上，事实不可靠和不充分，都不可能通过归纳

得出科学的结论与原理。归纳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因而它是一种扩大

知识的方法，但它又总是不完全和不严密的。因为我们永远只能观察到部

分事物，不可能穷尽个别。所以列宁说：“以最简单的归纳方法所得到的

是最简单的真理，总是不完全的，因为经验总是未完成的。”通过归纳人

们只能知道“是什么”，不能知道“为什么”。 

演绎的主要形式是三段式，就是以大前提和小前提推出结论来。推

出的结论能否正确，取决于推理的前提是否正确，推理的形式是否合乎逻

辑规则。因此，进行演绎推理的前提必须真实，演绎过程必须遵守严格的

逻辑规则。 

归纳与演绎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两种相反相成的推理方法。它是科学研

究工作都必须应用的逻辑方法。 

二、分析方法与综合方法 

分析就是把客观对象的整体分为各个部分、方面、特征和因素而加

以认识。它是把整体分为部分，把复杂的事物分解为简单的要素分别加以

研究的一种思维方法。分析是达到对事物本质认识的一个必经步骤和必要

手段。分析的任务不仅仅是把整体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而且更重要的是

透过现象，抓住本质，通过偶然性把握必然性。分析的过程是要着重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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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在运动变化中各方面各占何种地位，各起何种作用，又以何种方式与

他方面发生制约和转化。简言之，分析的过程，就是揭露矛盾和认识矛盾

的过程。因此，科学的分析必须从实际出发，对所分析的对象进行实事求

是的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分析方法最基本的职能就是深入事物内部了解

它的细节，搞清它的内部结构、内部联系，抓住事物基础的东西。 

要科学地、正确地分析事物，必须做到： 

第一，对事物作全面的分析。要分析客观事物矛盾的多方面：既要

看到正面，又要看到反面;既要把握肯定方向，也要理解否定方向;既要分

析主要方面，又不能忽视次要方面，否则就会出现片面性。 

第二，对事物做历史的分析。考察事物，应该分析它们的过去、现

在和将来的状态。从事物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中，揭示事物的本

质，预见未来的发展。 

第三，对事物作具体分析。就是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采取不同的分析

方法，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四，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进行调查研究，实验，观察。 

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分析方法。但是分析的方法有它的局限性，由于它

着眼的是事物的局部，就可能出现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为了

克服这些缺点，就必须用综合的方法把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 

综合是同分析相反的一种思维方法。它是在分析的基础上，把客观

对象的各个部分、方面、特性和因素的认识联结起来，形成对客观对象的

统一认识，从而达到把握事物的有机联系及其规律性。综合不是把各个部

分、各方面简单的相加和随便的凑合，也不是任意的、主观的臆造，而是

按照对象各部分间的内在的有机的联系，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和整体

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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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分析与综合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只

有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的逻辑方法。 

三、因果分析法 

就是分析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认识问题的产生原因和引起结果的

辩证思维方法。使用这种方法一定要注意到真正的内因与结果，而不是似

是而非的因果关系。要注意结果与原因的逆关系，一方面包括“用原因来

证明结果”，同时也包括“用结果来推论原因”。不同的事物，一般都一

身二任，既是原因，又是结果，而且一个结果往往有不同层次的几个原

因。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对所分析的问题必须寻根究底。 

四、比较分析法 

比较分析法又称类推或类比法。它是对事物或者问题进行区分，以

认识其差别、特点和本质的一种辩证逻辑方法。在资料不多，还不足以进

行归纳和演绎推理时，比较分析法更具有价值。康德说： “每当理智缺

乏可靠论证的思路时，类比这个方法往往能指引我们前进。” 

比较有多种形式，如纵向比较、横向比较、经验教训比较、正反比

较、各种异同的比较。采取哪种形式，可视需要而选择。 

五、定性分析法与定量分析法 

就是通过确定事物的质的关系和数量关系以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

辩证思维方法。任何事物或任何问题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事物的质量，既

表现为一定的量，又表现为一定的质。 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只有弄清

质的方面，又弄清量的方面，才能找出其中规律性的问题。在研究中，定

性分析就是据事论理，划清事物质的界限。定量分析就是对问题的规模、

范围、数目等数量关系的情况及变化，进行精确的统计，计算、分析、对

比，就是弄清事物发展中量的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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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是对同一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二者必须

结合，才能得出比较科学、完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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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课  研究结果与讨论的写法 

การเขียนบทสรุปและอภิปรายผล 

 

想知道如何写出优质的学术论文报告? 你需要知道报告的结构是非

常重要的，它可以引导读者通过你的思考来做出行动和/或决定，所以值

得你花点时间事先规划好。以下是焦点论文总结的一些撰写报告的实用技

巧：(焦点论文网:online) 

第一步：了解你的学术论文报告简介 

你通常会收到一份明确的报告摘要，包括你正在学习的内容和报告

应该为谁准备。首先，仔细考虑你的简介，确保你清楚报告是为谁写的

（如果你是学生，那么不仅仅是你的导师，而是应该为谁写），你为什么

要写它，以及你希望读者在阅读结束后做什么：也许是做一个决定或同意

一个建议。 

第二步：时刻牢记你的简介 

在你的计划和写作过程中，一定要记住你的简介：你是为谁而写，

你为什么要写？你所有的思考都需要集中在这一点上，这可能需要你在阅

读和思考中狠下心来。任何不相关的东西都应该被抛弃。在你阅读和研究

的过程中，试着将你的作品按主题组织成几个部分，有点像写文献综述。

确保你记录下你的参考文献，尤其是学术工作的参考文献。虽然参考文献

在职场中可能不那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你可以证实你所做的任何断

言，所以跟踪你的信息来源是很有帮助的。报告的结构，如同准确的内容

一样，对结构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因此请检查任何指南中的内容。然而，

作为一个粗略的指南，您应该计划至少包括执行摘要、导言、报告的主

体，以及包含结论和任何建议的部分。执行摘要或摘要，对于一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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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来说，是对内容的简要概括。当你知道要引出的关键点时，值得最后

写。它的长度不应超过半页到一页。 

论文报告导言 

说明你打算说些什么，并对所讨论的问题进行简要的总结。它还应

该简要地触及你的结论。报告的主体结构应精心安排，以引导读者了解这

个问题。你应该用与主题或审议领域有关的编号小标题将其分成若干部

分。对于每个主题，你应该力求简明扼要地阐述所讨论的主要问题以及任

何困难或分歧的领域。它还可以包括实验结果。你所介绍的所有信息都应

该与简要的内容和讨论中的确切主题相关。如果不相关，就不写了。 

结论和建议 

结论阐述您从信息中得出的推论，包括任何实验结果。结论中可以

包括建议，也可以将这些建议放在单独的一节中。建议提出您认为可以改

善情况的方法，并应具体、可实现和可衡量。如果你的建议涉及财务问

题，你应该清楚地列出这些问题，如果可能的话，还应包括估计成本。 

关于学术论文报告风格的建议 

在撰写报告时，你的目标应该是绝对清晰。最重要的是，报告应易

于阅读和理解，即使是对该主题领域知之甚少的人。因此，您应该以简

洁、准确的文字为目标，使用纯正的英语，用较短的单词而不是较长的句

子。您还应该避免使用行话。如果您必须使用专业语言，您应该在使用时

解释每个单词。如果你发现你不得不解释超过大约五个字，你可能使用了

太多的行话，需要用更简单的词来代替一些。考虑一下你的听众。如果报

告是为某个特定的人而设计的，请检查你是否应该写给 “你”，或者用

第三人称写给某个工作角色：例如，”行政长官可能会考虑……”，或者 

“建议部长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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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提醒 

与任何学术任务或正式的写作一样，您的作品将受益于反复阅读和

无情地编辑，以确保意义和风格。要特别注意您所包含的所有信息是否相

关。此外，还要记得检查时态、你用什么人写的、语法和拼写。此外，还

值得最后检查一下结构上的任何要求。对于学术性的作业，请确保你已经

充分和正确地引用了。一如既往，检查您是否无意或故意抄袭或复制任何

东西而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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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课  参考文献的写法 

การเขียนรายการอางอิง 

 

参考文献规范  (复旦大学图书馆:online) 

通常，学校、院系或投稿期刊对参考文献的格式有详细说明，应当按
要求书写。下面，以《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
2015）为例进行简要介绍。 
  
正文中的标注方式 

顺序编码制：按正文中引用的文献出现的先后顺序连续编码，将序号
置于方括号中。 

（1）引用单篇文献，序号置于方括号中。 
（2）同一处引用多篇文献时，应将各篇文献的序号在方括号内全部列出，
各序号间用“，”。如遇连续序号，起讫序号间用短横线连接。 
（3）多次引用同一著者的同一文献时，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文献序
号，并在序号的“[  ]”外著录引文页码。 
※  著者-出版年制：各篇文献的标注内容由著者姓氏与出版年构成，

并置于“（ ）”内。 
（1）正文中引用多著者文献时，对欧美著者只需标注第一个著者的姓，
其后附“et al.”；对于中国著者应标注第一著者的姓名，其后附“等”
字。姓氏与“et al.”“等”之间留适当空隙。 
（2）在参考文献表中著录同一著者在同一年出版的多篇文献时，出版年
后应用小写字母 a,b,c……区别。 
（3）多次引用同一著者的同一文献，在正文中标注著者与出版年，并在
“（）”外以角标的形式著录引文页码。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格式 

专著：以单行本或多卷册（在限定的期限内出齐）形式出版的印刷型
或非印刷型出版物，包括普通图书、古籍、学位论文、会议文集、汇编、
标准、报告、多卷书、丛书等。 
著录格式：主要责任者. 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
标识]. 其他责任者. 版本项. 出版地: 出版者，出版年: 引文页码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途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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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哈里森，沃尔德伦. 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M]. 谢远涛，译. 北
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35-236. 
[2]杨保军. 新闻道德论[D/OL].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2012-11-
01].http://apabi.lib.pku.edu.cn/usp/pku/pub.mvc?pid=book.detail&
metaid=m.20101104-BPO-889-1023&cult=CN. 
  

专著中的析出文献：专著中具有独立篇名的文献。 
著录格式：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
体标识]. 析出文献其他责任者//专著主要责任者.专著题名: 其他题名
信息. 版本项. 出版地: 出版者，出版年: 析出文献的页码[引用日
期]. 获取和访问途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示例： 
[1]程根伟.1998年长江洪水的成因与减灾对策[M]//许厚泽，赵其
国. 长江流域洪涝灾害与科技对策.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99:32-36. 
[2]ROBERSON J A, BURNESON E G. Drinking water standards, 
regulations and goals[M/OL]//American Water Works Association. 
Water quality & treatment: a handbook on drinking water. 6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2011:1.1-1.36[2012-12-
10]. http://lib.myilibrary.com/Open.aspx?id=291430. 
  

连续出版物：通常载有年卷期号或年月日顺序号，并计划无限期连续
出版发行的印刷或非印刷形式的出版物。 

著录格式：主要责任者. 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
标识].年，卷（期）-年，卷（期）. 出版地: 出版者，出版年[引用日
期]. 获取和访问途径. 数字对   象唯一标识符. 
示例： 
[1]中国医学会湖北分会. 临床内科杂志[J]. 1984,1(1)-. 武汉: 中
华医学会湖北分会，1984-. 
[2]中国图书馆学会. 图书馆学通讯[J]. 1957(1)-1990(4). 北京: 北
京图书馆，1957-1990. 
  

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连续出版物中具有独立篇名的文献。 
著录格式：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
体标识]. 连续出版物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年，卷（期）: 页码[引
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途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http://lib.myilibrary.com/Open.aspx?id=29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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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袁训来，陈哲，肖书海，等. 蓝田生物群: 一个认识多细胞生物起
源和早期演化的新窗口[J]. 科学通报，2012，55(34):3219. 
[2]李炳穆. 韩国图书馆法[J/OL]. 图书情报工作，2008,52(6): 6-
12[2013-10-25].http://www.docin.com/p-400265742.html. 
  

专利文献 
著录格式：专利申请者或所有者. 专利题名: 专利号[文献类型标识/文
献载体标识]. 公告日期或公开日期[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途径. 数
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示例： 
[1]邓一刚. 全智能节电器:200610171314.3[P]. 2006-12-13. 
[2]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光折变自适应光外差探测方
法:01128777.2[P/OL]. 2002-03-05[2002-05-
28].http://211.152.9.47/sipoasp/zljs/hyjs-yx-
new.asp?recid=01128777.2&leixin=0. 
  

电子文献：除电子专著、电子专著中的析出文献、电子连续出版物、
电子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以及电子专利外，其他电子资源按下述规则
著录。 
著录格式：主要责任者. 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
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出版年: 引文页码（更新或修改日期）[引
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途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示例： 
[1]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第 29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现状统计报告
[R/OL].( 2012-01-16)[2013-03-
26].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201201/P020120709345
26469680.pdf 
[2]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Inc. About OCLC: history of 
cooperation [EB/OL]. [2012-03-27]. 
http://www.oclc.org/about/cooperation.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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