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论文规范
与写作指导



        主要内容

«一、学术论文简介

«二、学术论文的主要组成部分

«三、学术论文的写作步骤

«四、学术论文的写作技巧

«五、例文分析



• 学术论文是在各种科学领域内专门探讨学术问题、反学术论文是在各种科学领域内专门探讨学术问题、反
映研究成果的书面文件。它既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映研究成果的书面文件。它既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
手段，又是描述科研成果的一种工具。手段，又是描述科研成果的一种工具。

• 学术论文要完整回答为什么研究，怎样进行研究和得学术论文要完整回答为什么研究，怎样进行研究和得
出了什么结果三个问题。出了什么结果三个问题。

• 学术论文是科研成果的主要产出形式，基础研究的成学术论文是科研成果的主要产出形式，基础研究的成
果以论文形式表现。果以论文形式表现。

           学术论文的含义



           学术论文的特征

学术性：带有较强的研究、论证性质，反映本质。
科学性：内容可靠、数据准确，实验可重复。
创造性：有独到见解，显示新理论，新方法。
逻辑性：思路清晰、结构严谨、推导合理和编排规范。
有效性：公开发表或经同行评阅、答辩。
文献性：可长期保存，供检索和查阅，为后人进行更深

   入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平易性：语言通俗、谦虚，尊重他人及其劳动。



学术论文的体式

外部结构：
          绪论绪论————本论本论————结论结论

内部结构：

          发现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

基本内容：
          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绪论、本论、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绪论、本论、

          结论、参考文献和注释；结论、参考文献和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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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引言、导论）（（IntroductionIntroduction））

正 文（研究方法、过程、结果） （（BodyBody））

讨论与结论（ Discussion & Conclusions）

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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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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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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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
前置部分

主体部分

标 题、题目、题名（title)   

署 名 (name)

摘 要 (abstract)

关键词 (key  words)

结尾部分

注释（notes)

参考文献（（ReferencesReferences））

致谢（（AcknowledgementAcknowledgement））

附录（AppendixesAppendixes））

           学术论文的主要组成部分



标题

• 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最重
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是一篇论文给出
的涉及论文范围与水平的第一个重要信息。

• 对论文标题的要求：准确得体；简短精炼；
外延和内涵恰如其分；醒目。

• 标题也必须有助于选定关键词，并为编制索
引提供检索的特定实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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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标题的几种表达式

“论”字式，如：论…… ；浅论……；简论……；试    

                            论……；再论……；也论……

“析”字式，如：试析……；简析……；浅析……

“新”字式，如：……新论；……新探；……新思考

冒号式，如： “性教育：当今基础教育不可回避的问
题”

问号式，如： “新课程新在何处？”

破折号式，如： “以人为本        学校管理的指导思想
”



题名的一般要求

1、准确得体  

  （常见的毛病有如下几种）（常见的毛病有如下几种）
•• 题名反映的面大，而实际内容包括的面窄。题名反映的面大，而实际内容包括的面窄。

    例如：例如：《新能源的利用研究》《新能源的利用研究》

•• 标题一般化，不足以反映文章内容的特点。标题一般化，不足以反映文章内容的特点。

    例如：例如：《论自动化在我国工业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论自动化在我国工业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 不注意分寸，有意无意拔高。比如有的作者，其课题不注意分寸，有意无意拔高。比如有的作者，其课题
的研究深度并不大，却常常把的研究深度并不大，却常常把““…………的机理的机理””、、
“……“……的规律的规律” “” “…………的研究的研究””列入标题中。列入标题中。



题名的一般要求

2、简短精练 

   GB7713-87规定，题名“一般不宜超
过20字”；美国、英国出版的科技期刊，
要求论文题目不超过12个词，或100个
书写符号（包括间隔在内）。我们应把
这“20字”视为上限，在保证能准确反
映“最主要的特定内容”的前提下，题
名字数越少越好。



减少题名字数的方法

• 尽可能删去多余的词语。尽可能删去多余的词语。

    例如：《例如：《××××港自引船增多对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可改为港自引船增多对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可改为

《《××××港自引船增多对安全的影响及其对策》。港自引船增多对安全的影响及其对策》。

• 避免将同义词或近义词连用。避免将同义词或近义词连用。

    例如：例如：《叶轮式增氧机叶轮受力分析探讨》《叶轮式增氧机叶轮受力分析探讨》，，““分析分析””与与““探探
讨讨””义近，保留其一即可。据文章内容可以删去义近，保留其一即可。据文章内容可以删去““探讨探讨””。。

• 题名不易简化时，可用加副题名的办法来减少主题名题名不易简化时，可用加副题名的办法来减少主题名
的字数的字数((当然，列副题名不单是为了减少主题名的字数当然，列副题名不单是为了减少主题名的字数))  。。

题名的一般要求



题目的一般要求
3、容易认读

•• 用词问题用词问题,,应当避免使用非共知共用的缩略词、首字母缩写字、字符、代应当避免使用非共知共用的缩略词、首字母缩写字、字符、代
号等，例如化学结构式、数学公式、简称、缩写等。号等，例如化学结构式、数学公式、简称、缩写等。

•• 尽可能不用动宾结构。习惯上题名不用动宾结构，而用以名词或名词性尽可能不用动宾结构。习惯上题名不用动宾结构，而用以名词或名词性
词组为中心的偏正词组。例如：研究一种制取苯乙醛的新方法，可改为词组为中心的偏正词组。例如：研究一种制取苯乙醛的新方法，可改为
偏正结构：偏正结构：““一种苯乙醛制取新方法。例外的是，若中心动词带有状语，一种苯乙醛制取新方法。例外的是，若中心动词带有状语，
则仍可用动宾结构。例如：用机械共振法测定引力常数则仍可用动宾结构。例如：用机械共振法测定引力常数G G 。。

•• 详略应得当详略应得当  。避免。避免““的的””的多用和漏用，删去多余的词语，不能随便省的多用和漏用，删去多余的词语，不能随便省
略词语略词语  。。

•• 语序应正确。题名的语序不对，有时造成语意混乱，使人不知所云。例语序应正确。题名的语序不对，有时造成语意混乱，使人不知所云。例
如：如：““计算机辅助机床几何精度测试计算机辅助机床几何精度测试””，正确的语序是：机床几何精度，正确的语序是：机床几何精度
的计算机辅助测试。的计算机辅助测试。  



学术论文的署名

• 署名的方法

Ø真实姓名，不用笔名真实姓名，不用笔名

Ø多个作者共同署名：多个作者共同署名：

ØØ以贡献大小排列以贡献大小排列

ØØ执笔者通常排在首位执笔者通常排在首位

ØØ署名时，还应标明作者工作单位、工作单位所在地及署名时，还应标明作者工作单位、工作单位所在地及
邮政编码。邮政编码。

                                                    



署名示例
张张  三三

（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武汉，（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武汉，430070430070））

唐峰陵唐峰陵11    黄付艳黄付艳22

(1.(1.梧州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系，广西梧州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系，广西    梧州梧州    543002543002；；

2.2.梧州学院图书馆，广西梧州学院图书馆，广西    梧州梧州  543002)543002)



学术论文的摘要

摘要（文摘、提要、内容简介） 

ØISO：不加注释和评论，对文献内容的精
确和扼要的表达。

Ø我国国家标准：以提供文摘内容梗概为
目的，不加评论和补充解释，简明、确
切地记述文献重要内容的短文。



学术论文的摘要

• 摘要是对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论文摘要是对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论文
一般应有摘要和英文摘要。一般应有摘要和英文摘要。

• 摘要的作用：不阅读论文全文即能获得必要的信息；摘要的作用：不阅读论文全文即能获得必要的信息；
关键的创新点、结果和意义。关键的创新点、结果和意义。

• 摘要应包含以下内容：摘要应包含以下内容：

    ①①研究的主要内容，指明采用怎样的方法完成了哪些工作；研究的主要内容，指明采用怎样的方法完成了哪些工作；

  ②  ②获得的基本结论和新见解。获得的基本结论和新见解。

• 摘要必须十分简炼，内容亦需充分概括，一般不超出摘要必须十分简炼，内容亦需充分概括，一般不超出
300300字。但英文摘要提倡扩展。字。但英文摘要提倡扩展。  



摘要的注意事项

Ø应该用第三人称；应该用第三人称；

Ø不加注释和评论；不加注释和评论；

Ø不宜举例，不用引文；不宜举例，不用引文；

Ø不宜与其它研究工作比较；不宜与其它研究工作比较；

Ø不应用图表、公式、化学结构式等；不应用图表、公式、化学结构式等；

Ø摘要中第一句话的注语，如摘要中第一句话的注语，如““本文－－－本文－－－””、、““作作
者－－－者－－－””等词可以省略；等词可以省略；

Ø摘要中第一句的开头部分摘要中第一句的开头部分,,不要与论文标题重复；不要与论文标题重复；

Ø把背景信息减到最少。把背景信息减到最少。



关键词

• 关键词是为了文献索引工作而从论文中选取出关键词是为了文献索引工作而从论文中选取出
来、用以表示全文主要信息单词或术语。一篇来、用以表示全文主要信息单词或术语。一篇
论文可选取论文可选取3-53-5个词作为关键词。个词作为关键词。

• 关键词应该是能表示论文主要内容的信息或词关键词应该是能表示论文主要内容的信息或词
汇，这些信息或词汇可以从论文标题中选，也汇，这些信息或词汇可以从论文标题中选，也
可从论文内容中去找。可从论文内容中去找。

• 关键词的作用：关键词的作用：
    1    1）提炼主题；）提炼主题；
    2    2）方便他人检索，提高检索效率和论文引）方便他人检索，提高检索效率和论文引
用率。用率。



引言

引言

Ø引言又称前言、绪言、绪论只介绍论文总纲，引言又称前言、绪言、绪论只介绍论文总纲，
起到定向引导的作用；起到定向引导的作用；

Ø长度约占正文的长度约占正文的1/10-1/81/10-1/8。。



引言

• 引言属于整篇论文的引论部分。其内容包括：研究引言属于整篇论文的引论部分。其内容包括：研究
的理由、目的、背景、前人的工作和知识空白，本的理由、目的、背景、前人的工作和知识空白，本
文的理论依据、实验基础和创新点。即：研究什么文的理论依据、实验基础和创新点。即：研究什么
问题，为什么研究，有什么意义？有待解决的问题问题，为什么研究，有什么意义？有待解决的问题
及本文的方法与目的。及本文的方法与目的。

• 引言需要在对研究领域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陈述。引言需要在对研究领域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陈述。
措词要精炼，要吸引读者读下去。措词要精炼，要吸引读者读下去。

• 引言中对相关领域的文献作回顾与综述。引言的结引言中对相关领域的文献作回顾与综述。引言的结
尾一般写研究目的，也可以简单介绍文章的结构及尾一般写研究目的，也可以简单介绍文章的结构及
每一部分的主要内容，使读者了解文章的轮廓。每一部分的主要内容，使读者了解文章的轮廓。



正文
  

• 正文即论证部分，是论文的核心部分。论
文的论点、论据和论证都在这里阐述，因
此它要占主要篇幅。

• 由于论文作者的研究工作涉及的学科、选
题、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工作进程、结
果表达方式等差异很大，所以对正文要写
的内容不能作统一规定。



正文主题要求

• 主题新颖：主题新颖：就是要研究、解决、创立和提出前人没有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就是要研究、解决、创立和提出前人没有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要使主题新颖，选题时必须广泛查阅文献资料，了解与本课题有关的前人的要使主题新颖，选题时必须广泛查阅文献资料，了解与本课题有关的前人的
工作；研究时应从新的角度去探索；写作时应认真分析研究实验、观察、测工作；研究时应从新的角度去探索；写作时应认真分析研究实验、观察、测
试、计算及调查、统计结果，得出新的见解和观点试、计算及调查、统计结果，得出新的见解和观点

• 主题深刻：主题深刻：就是要抓住问题的本质，揭示事物的主要矛盾，总结出事物就是要抓住问题的本质，揭示事物的主要矛盾，总结出事物
存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要使主题深刻，就不能停留在简单地存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要使主题深刻，就不能停留在简单地
描述现象，堆砌材料，和盘托出实验或观测、统计数据的阶段上，而应透过描述现象，堆砌材料，和盘托出实验或观测、统计数据的阶段上，而应透过
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在分析材料、整理实验或观察结果的基础上提出能反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在分析材料、整理实验或观察结果的基础上提出能反
映客观规律的见解，将实践知识上升为理论，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映客观规律的见解，将实践知识上升为理论，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 主题集中：主题集中：就是一篇论文只有一个中心。要使主题集中，就不能面面俱就是一篇论文只有一个中心。要使主题集中，就不能面面俱
到，凡与本文主题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内容不应涉及，更不能过多阐述，否则到，凡与本文主题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内容不应涉及，更不能过多阐述，否则
会使问题繁杂，脉络不清，主题淡化。会使问题繁杂，脉络不清，主题淡化。

• 主题鲜明主题鲜明：：就是论文的中心思想地位突出，除了在论文的题名、摘要、引就是论文的中心思想地位突出，除了在论文的题名、摘要、引
言、结论部分明确地点出主题外，在正文部分更要注意突出主题。言、结论部分明确地点出主题外，在正文部分更要注意突出主题。



如正文中有四级标题，序号可按下面形式标明：如正文中有四级标题，序号可按下面形式标明：

第一级第一级:1. 2. 3.:1. 2. 3.

第二级第二级:1.1 1.2 1.3:1.1 1.2 1.3

第三级第三级:1.1.1 1.1.2 1.1.3:1.1.1 1.1.2 1.1.3

第四级第四级1.1.1.1 1.1.1.2 1.1.1.31.1.1.1 1.1.1.2 1.1.1.3

 正文中的序号或小标题



即即:1. ……:1. ……

    1.1 ……    1.1 ……  

    1.2 ……     1.2 …… 

      1.1.1 ……      1.1.1 ……

      1.1.2 ……      1.1.2 ……

        1.1.1.1 ……        1.1.1.1 ……

        1.1.1.2……        1.1.1.2……

      2. ……2. ……

     2.1 ……     2.1 ……

     2.2 ……     2.2 ……

       2.2.1 ……       2.2.1 ……



也可按下面形式标明：也可按下面形式标明：

第一级，一、二、三、第一级，一、二、三、…………

第二级，（一）（二）（三）第二级，（一）（二）（三）…………

第三级，第三级，1. 2. 3 ……1. 2. 3 ……

第四级，第四级，(1) (2) (3) …… (1) (2) (3) …… 

                                                                                                                                                      

 正文中的序号或小标题



讨论与结论

• 论文的结论应反映论文得到的学术见解，是
从全篇论文的全部材料出发，经过推理、判
断、归纳等逻辑分析过程而得到的新的学术
总观念、总见解。 

• 如果从论文中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则可对
论文的观点作总结，并提出建议和设想。相
应的结论部分的标题要改为“结束语”。

结论要与引言呼应。



结论一般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本文方法的正确性；

• 2）方法的先进性与创新性；

• 3）研究结果的意义和应用前景；

• 4）本研究的不足或尚未予解决的问
题，以及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的
关键点和方向。



结论部分的写作要求

  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练，措
词严谨。    

  1）逻辑严密，文字具体，最好象法律条
文一样，按顺序1、2、3……列成条文；
2）用语暂钉截铁，且只能作一种解释，
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3）不应夸大，对尚不能完全肯定的内容
要注意留有余地。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
问：https://d.book118.com/416132225151010155

https://d.book118.com/416132225151010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