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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写作方法

一、选题：

选题在学术论文写作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只有研究有意义的
课题，才能 获得好的效果，对科学事业和现实生活有益处；而一项毫无意义的
研究，即使研究得再好，论文写作得再美，也是没有科学价值的。钱学森教授认
为：“研究课题要紧密结合国家的需要。在研究方法上要防止钻牛角尖，搞烦琐
哲学。目前在社会科学中，有的人就古人的 一句话大做文章，反复考证，写一
大篇论文，我看没有什么意思。”因此，我们要选择有科 学价值的课题进行研究
和写作。那么，应该根据哪些原则来选题呢？
（一）具有科学性。

它应包括：急待解决的课题；科学上的新发现，新创造；学科上短 缺或空
白的填补； 通行说法的纠正；前人理论的补充；等等。
（二）有利于展开。

指的是：要有浓厚的兴趣；能发挥业务专长；先易后难，大小适中； 已占
有一定的资料；能得到导师辅导；在一定时间内能完成；对题目加以限定。
1、选题确定之前，要查阅文献资料。

目的在于了解本学科的研究历史与现状，明确在 本学科中过去已经进行了
哪些研究，有什么成果；了解本学科的研究现状，以便弄清现阶段 的研究达到
了什么程度，以及哪些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为此就要到图书馆查阅有关的报刊目
录索引、专题目录索引以及年鉴等工具书。另外，还要做文献目录卡片。这种卡
片可以先从最近发表的新的文献资料调查开始，按年一项项写出来。卡片的写法
是，记上作者、标题、杂志名、页码。若是单行本，要写上出版单位，报纸要写
上发行的年月日。
2、发挥想象力进行积极的思考。

在查阅文献资料、做目录卡和对目录卡进行分类整理 的过程中，大脑的思
维就已经开始工作。论文作者应该充分运用自己的思考力（分析、综合、 演绎、
归纳、分类、组合、加减、反逆、类推等等），对文献资料进行积极的加工，这
是一 种创造性的想象，缺少它就得不到新的题目。 在阅读资料、进行思考的同
时，既要注意资料的记录，更要注意思考的记录，尤其是对 突然来临、转瞬即
逝的灵感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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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

1、搜集资料。凡是与课题有关的资料都应昼搜集齐全。
2、整理资料。使散乱的资料条理化，具有可用性。
3、调查材料。材料是科研的基础，除了查阅资料搜集材料外，有时还要进行调
查。调查分为实地调查和书信调查两种，实地调查可用 开会、查勘、个别访问
等方法进行。在调查中要注意搜集原始材料，有时要绘图，或者摄影， 或者录
音，或者翻印。
4、观察实验。这主要是自然科学使用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中的某 些学科也要
用到。通过观察、实验，我们可以取得重要的数据和材料，经过分析、综合，使
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检验和发展科学理论。
5、思维创造。这是研究中的最富有 创造性的阶段。它是由一系列既相互区别又
密切联系着的方法所组成的，其中主要有：归纳 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从具体
到抽象，再从抽象到高级的理性认识。这种科学的逻辑思维方 法就是辩证逻辑。

三、写作：

（一）拟制论文写作提纲。
1、写作短小的文章可以用“打腹稿”的办法，而写作学术论文则要通过拟制提
纲， 使论文骨架、轮廓视觉化，便于研究全篇文章的论点、材料的组合关系，
局部与整体的逻辑 构成是否均衡、严谨。
2、论文写作提纲应包括以下项目：

题目 基本论点 内容纲要 一、大项目（上位论点，大段论旨）
（一）中项目（下位论点，段旨）

１、小项目（段中一个个材料）
3、每个项目的写法可选用：
（1）标题写法。以简要的语言，用标题的形式把该部分 的内容概括出来。
（2）句子写法。以一个能表达完整意思的句子形式把该部分的内容概括起来。
4、拟制提纲的顺序：
（1）先拟标题。或提示论点，或提示课题……要求：直接，具体，醒目。
（2）以论点句写出论文基本论点。
（3）选择论文构成的基本型，确定全篇逻辑构成的骨架。
（4）写出层次与段落的先后顺序。
（5）资料、卡片按构思的顺序标上序码备用。
（6）全面检查，修改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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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论文提纲执笔起草。
1、按照提纲排列的顺序从绪论写起，接着写本论、结论。
2、从本论入手，写好本论、结论后，再写绪论。
3、注意事项：
（1）从已知的到未知的；
（2）从亲近的到较疏远的；
（3）从简单的到复杂的；
（4）从预备知识到本题论旨；
（5）从概说到分论；
（6）从具体到抽象；
（7）从读者容易赞成的到不大同意的；
（8）从与读者有关的到关系不大的；
（9）从读者兴趣浓厚的到兴趣淡薄的；
（10）语言尽量写得简洁、精炼；避免烦冗、罗嗦；
（11）表和图的运用有助于论文的变化，增强表达效果；
（12）引文尽量要少，引时不可断章取义，要核对无误；引文的出处要加注， 方
法有夹注、脚注、章（节）附注、尾注。
4、推敲修改，誊清定稿。

论文的初稿写成之后，还要再三推敲，反复修改，认真誊清。论文的修改，
一般包括观点的订正，材料的增删，结构的调整，语言文字的润色等几个方面。
修改的方法因人而异，因文而异，但不论用什么方法都应该注意：
（1）要主动听取别人的意见；
（2）要再查阅、再研究，然后动笔修改；
（3）要“冷处理”，即把初稿搁上若干天，然后广泛地浏览有关的资料，让头脑
冷静下来，再行修改。这样修改，往往容易突破原 来的框框，发现问题，产生
新的看法，就可以使论文质量得到明显的提高。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
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摘要）

1．引言
本标准所指报告、论文可以是手稿、包括手抄本和打字本及其复制品；

也可以是印刷本，包括发表在期刊或会议录上的论文及其预印本、抽印本和
变异本；作为书中一部分或独立成书的专著；缩微复制品和其它形式。
2．定义
2．1 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
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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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
发表，或作其它用途的书面文件。

学术论文应提供新的科技信息，其内容应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
造、有所前进，而不是重复、模仿、抄袭前人的工作。
3．编写要求

报告、论文的中文稿必须用白色稿纸单面缮写或打字，外文稿必须打字。
可以用不褪色的复制本。

报告、论文宜用 A4（210×297MM）标准大小的白纸，应便于阅读、复
制和拍摄缩微制品。
4 编写格式
4．1 报告、论文的构成

封面、封二（学术论文不必要）
题名页
序或前言（必要时）
摘要

前置部分 关键词
目次页（必要时）
插图和附表清单（必要时）
符号、标志、缩略语、首字母缩写、单位、术语、名词等注释

表（必要时）
引言
正文

主体部分 结论
致谢
参考文献表

附录部分（必要时）
可供参考的文献题录

结尾部分（必要时） 索引
封三、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