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寫論文的六個步驟 

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的写作过程主要包括从大量阅读文献中确定选题，收集检索相关课题文

献，撰写文献综述，拟定写作提纲，具体执笔撰写，反复检查修改六个步骤。 

 

 

一、论文选题 

选题决定学术研究的基本领域、基本方向，锁定研究的基本问题。开展学术研究的选题之前，必须

具备该学科专业领域研究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必须坚持长期地大量阅读本学科专业领域的学术文献

（包括最新最近文献和过往历史文献），对本学科专业的学术发展历史和研究动态有一定的了解，在此

基础上，研究者才能掌握本学科专业领域最新的研究热点、焦点和前沿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也是学术上

或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的选题是否恰当，直接关乎到论文的创新程度及

水平高低。 

 

做好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写作的选题，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从学术研究的兴趣出发，寻找学术兴奋点。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所言:“学业之旅是

长程赛跑，那么，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动力就是兴趣。因为有兴趣才有激情，有激情才有灵感。”人文社科

类学术论文写作和文学诗歌创作一样，都需要兴趣和灵感，只有科研工作者自身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才能

引起研究的兴奋和持久研究的热情。 

其次，要了解和掌握本学科专业领域最新的研究动态和热点、焦点问题，从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出

发，选择研究课题。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特别是社会科学论文研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实践性和现实

性，一段时期某些经济、政治、社会、法律、教育、文化等问题会成为热点问题，研究者应尽早发觉和

紧紧抓住这些社会热点问题，从不同学科视角，采取不同研究方法开展相关研究。 

另外，在选题时还要注意研究的课题是否是自己研究能力范围内能触及的课题，对于超出自己研究

能力的课题，即使是热点也最好不要去触碰。 

 

研究方向与论文课题是面与点的关系，研究方向限定了论文课题的范围，而论文课题体现和拓展了

研究方向。在最新学术文献和相关学科知识中去挖掘和寻找研究方向和思路，再结合个人的相关兴趣

点，以点代面，从大的研究方向出发，寻找细小的兴趣点，从而使得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的写作选题更

具创新性和学术价值。 

 

在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的选题过程中，学术期刊数据库网站可以提供许多最新、最详细的文献资

源。许多热点话题可以从学术期刊网上查找到成百上千篇文献。但是，同一个研究课题从不同的研究视

角、不同的解读方式、不同的逻辑思维可以源源不断地写出新意。而且，在学术期刊网上通过关键词检

索某个选题，其研究进展一目了然，文献追溯也很系统。 

 

 

 

 



 

二、文献检索 

文献检索又称文献信息检索。文献信息是指文献的线索和文献中记录着的信息。学术论文写作中的

文献检索指的是依据一定的方法，从已经组织好的大量文献集合中查找并获取特定的相关文献的过程。 

 

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写作中可供检索的文献根据出版类型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类别，其中图书、期

刊、报纸、档案文献、专利文献、学位论文、研究报告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几种形式。 

 

我国最常见的中文文献检索平台有“CNKI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平台”、“维普信息资源系统”等；中

文电子图书数据库有“超星电子图书”等；外文检索平台有“EBSDCOhost 平台”、“SpringerLink平台”、

“SciVerse平台”以及“Lexis法律数据库”等。 

 

还有一类较为特殊的数据库平台被称作篇名数据库或索引数据库。篇名数据库往往只提供论文的题

名、作者及出处，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但篇名数据库涉及面广，收录量大，便于作者广泛查阅本学科

的相关信息。我国常见的篇名数据库主要有“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CSSCI）、“CALIS高校学位论文数据库”等。 

 

以上数据库或检索平台都可以直接由各大高校图书馆信息平台登入并下载资源。除此之外，国家数

字图书馆也为人文社科类及其他学科学术论文的撰写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电子报

纸、电子论文、古籍、工具书、音视频、地方馆资源、少儿资源等电子信息资源检索的途径。 

 

三、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是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写作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特殊写作步骤。有一种独立的论文形式是文

献综述类论文，它是指在对文献进行阅读、选择、比较、分类、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研究者用自己的

语言对某一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综合叙述的情报研究成果。 

 

本节所指的文献综述专门指在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写作中置于正文之前的文字部分，是在收集、整

理、阅读和分析有关文献的基础上，对课题研究的现状进行归纳整理、综合分析和展开评论，主要内容

可以包括归纳前人的学术观点和争论焦点，评述当前研究还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原因等，并提出自己的

见解和研究思路。 

 

相关研究课题文献的搜集、整理、归纳和分析是撰写文献综述的前提和基础。一篇学术论文的文献

综述部分要求作者要对所搜集到和阅读过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整理，陈述已有的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

指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原因，在不足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创新的方向。 

 

学术论文的文献综述文字要求简洁、简短，高度浓缩当前研究的主要观点，在文字表述上一般也包

括引言、内容和结论三个部分。引言部分主要说明文献搜索的范围、撰写文献综述的原因和意义。内容

部分主要列举出相关课题当前研究的主要方向、代表性人物及其观点、当前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并指

出相关课题研究已解决的问题和尚待解决的问题，及其未来的研究趋势。结论部分需要明确提出作者本



人对该课题研究拟采取的新的思路或方法，以便更好地引出论文的正文部分。 

 

撰写文献综述要力求做到收集文献全面、综述文献典型、表述观点准确，归纳总结的观点最好来自

一次文献，尽量避免使用别人对原始文献的解释或综述。 

 

四、写作提纲 

在正式动笔写作之前，应先拟定学术论文的框架，即论文提纲。论文提纲是论文的架构层次，规定

论文的主要内容安排和内在的逻辑层次，是科研工作者开展研究、阐述问题的思维路径。 

 

论文写作提纲主要分标题式提纲和要点式提纲两种。标题式提纲要用若干层级的标题来概括论文每

个自然段将要阐述的主要内容，用简洁的文字标注每个段落的写作要点。要点式提纲是在标题式提纲的

基础上，不仅要列出若干层级的标题，还要在标题下简要写出每一个自然段将要阐述的论文主要内容。 

 

论文写作提纲的编写必须牢牢把握论文的中心论点，做到标题和要点编写简洁明了，能反映论文的

主要写作思路。 

 

五、写作 

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的写作结构和格式可以参见《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

（GB/T 7713—1987）》和《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05）》。下面重点介绍标题和正

文的写作注意事项。 

 

1． 标题 

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要求标题新颖独到，能吸引读者的关注，并且好的标题可以引起期刊编辑和审

稿专家的注意，为顺利地发表论文奠定基础。面对同一篇论文的内容，采用什么措词来标识这篇论文的

题目，需要一定的技巧和艺术。新颖、贴切、醒目是标题的具体要求。在编写或修改论文标题时，还必

须了解拟投稿刊物对标题命名的要求。如果论文题目不足以表现论文所要研究的主旨，可以通过设立副

标题来予以补充。论文的标题可以通过自主思考来确立，也可以通过对前人定论的批判来确立。 

 

2． 正文 

拟定好标题后，就进入论文正文主题部分的撰写。具体而言，论文正文的写作应该注意以下三个问

题: 

 

第一，论文正文部分一般分为序论、本论和结论三个部分，其核心部分是论点的拟定和论证。明确

的论点和正确的论证方式是学术论文成功的保证。在确凿有力的证据支持下，采取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

的方法对论点进行论证。正文的每章、每节都应包含一个主要论点，每个段落应该有个主题句。 

 

 

第二，从论文的内容上讲学术论文的开头要开门见山，要直接切入主题。论文开头一般应说明写作

的背景、缘由，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乃至所得结论等，切忌说一些题外话或套话，绕来绕去，不



能切入正题。论文结尾要做到意尽言至或言有尽而意无穷。 

 

第三，逻辑思辨决定学术论文的经络和创新程度。在学术论文写作前，研究者一开始的思想往往是

模糊的，见解也是片断化、零星化的。但在梳理文献和研究分析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论文的主要观

点。在这一过程中，逻辑思辨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逻辑思维能力不仅能引导研究者梳理自己的

主要观点，而且能帮助研究者按最符合行文逻辑的文字叙述表述研究观点，并使论文的观点和见解条理

化、清晰化、明朗化、系统化。但较强的逻辑思辨能力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它一方面来源于大量的文

献阅读和总结提高，另一方面来源于研究者在多次的学术论文写作训练中逐步形成严谨、缜密的学术思

维习惯。 

 

六、论文修改 

论文初稿撰写完成之后，就应当开始着手对论文进行修改，修正论文的不足，以保证论文的质量和

水平。论文修改是论文写作的最后阶段，从一定意义上讲，论文是修改而成的。论文的修改可以从以下

四个方面进行。 

 

1． 选题及标题的修改 

论文的修改应从选题入手。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选题常见的问题主要有选题范围过宽、选题超出专

业领域、观点缺乏创新性以及题目本身存在的结构或语病问题。选题的修改应当尊重客观性规律，反复

推敲、琢磨，并参考核心期刊已发表的经典范文予以修正和改进。 

 

2． 文献材料的补充和删减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文献材料的运用十分重要。譬如在史学类论文中，第一手材料运用的比例以及是

否运用得当几乎关系着整篇论文的价值。如果某一论点的论据，也就是文献资料不够充分或论证力度不

够将直接影响到论文的说服力，这时就应当适当增加这一部分论点的文献材料予以佐证；如果某一材料

已被多次引用，毫无新意，且并非经典材料，这类的文献则可以删减。此外，文献材料与论文主旨的关

联性也决定了是否应当被增加或者删减。 

 

3． 结构的调整 

论文的结构是论文逻辑论证的展开，论文结构的调整和修改将直接关系到全文的布局和安排，进而

影响到论文的优劣。论文的结构布局总体而言要求层次与思路清晰、有条理，语言顺序通畅。此外，论

文结构还应达到完整、精练，主旨鲜明，结构严密。 

 

4． 语言的锤炼 

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的文字性特征是其与其他学科论文的重要区别，在论文的修改中语言的锤炼是

非常重要的步骤。修改论文中语言的锤炼包括对字、词、句的正确运用和修改，对语言段落布局的重新

审视，对文体风格的修订。 

 

 

轉引自社科学术圈（2017-0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