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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要求与写作方法 

(1)意义

          毕业设计（论文）是培养学生综合利用所学
理论知识与技能解实际问题能力主要路径，是学
生综合素质与培养效果全方面检验; 是学生毕业
及学位资格认证主要依据; 也是高等学校教育质
量综合反应。

          毕业设计（论文）是高等院校教学计划中主
要组成部分，是学生在学完教学计划要求全部课
程后所必须进行综合性实践教学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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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标:

        经过工程设计或专题研究，综合利

用和深化所学专业理论知识；培养独立

分析和处理普通科学和工程实际问题能

力，使学生受到实际工作基本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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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1)能力要求

经过毕业设计（论文）应使学生含有：

a综合利用知识能力;

b调查研究、搜集资料和使用技术资料能力;

c方案比较分析、论证能力;

d设计计算和试验能力;

e计算机和外文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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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业设计（论文）说明书要求内容完整、计
算正确、叙述简练、文理通顺、装订整齐，有
一定字数限制。

(3)、毕业设计图纸应能很好地表示设计意图;图
面应布局合理、正确清楚、符合制图标准及相关
要求。

(4)、毕业论文应立论合理、数据准确、论据充分、
层次清楚、并应注明引用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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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设计)组成步骤

n 选题(选题表)

n下达任务(任务书)

n调研及查阅文件(调研汇报或文件综述)

n开题(开题汇报)

n设计/试验阶段

n论文撰写(数据处理、整理、撰写，修改、打印) 

n论文答辩(小组答辩，优异答辩)

n论文材料搜集装订，装袋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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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了解

n 学位论文指导和写作是一个科学研
究过程。

n 学位论文灵魂：原创  
     新方法处理新问题，旧方法解  决新问
题，新方法处理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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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区分

1.写作水平区分

本科毕业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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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论
文
种
类

能力 n 目标

学士论
文

n       表明作者已很好
掌握了本门学科基础
理论、专门知识和基
本技能，并含有从事
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
担负专门技术工作初
步能力。

n 培养大学毕业
生综合利用所
学知识能力。
普通包括不太
复杂课题，叙
述范围较窄，
深度也较浅。

硕士论
文

n 表明作者确已在本门
学科上掌握了坚实基
础理论和系统专门知
识，并对研究课题有
新看法，有从事科学
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
专门技术工作能力。

n 考查作者对某
一学科领域掌
握知识深度和
广度，提升其
独立思索能力
，硕士论文必
须有一定创新
性，强调作者
独立思索作用
。

博士论
文

n 表明作者确已在本门
学科上掌握了坚实宽
广理论基础和系统深
入专门知识，并含有
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能力，在科学或专
门技术上作出了创造
性结果。

n 考查作者对某
一学科领域掌
握知识坚实深
广程度以及是
否含有相当熟
悉科学研究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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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写作方式区分

文科、理科、工科、艺术学科

3.写作目标区分

             ⑴基础研究

             ⑵应用研究

             ⑶工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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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选题

选题要求

本科学位论文：
    选择适当研究课题，使之能在要求毕业时间内
完成(取得结果、阶段性结果或结论)，同时利用
该完成论文，并使论文到达要求学士学位论文水
平。字数1.5万—3万，学术水平表述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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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选题

选题方式

n 教师事先依据一定标准确定一些课题或方向供
学生选择用

n 学生依据一定特殊情况定课题

n 依据自己知识能力与兴趣自拟课题(须征得指导
教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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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标题

n 切入点

n 关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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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技巧

（1）结合本人学业和研究兴趣选题
       对众多老师和同学们结合本人学业和研究兴
趣选取论文题目无疑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长久
处于学习第一线，对自己学习包括范围内问题经
常接触、认识深刻、思索较多，其中不乏“文章
”可做。
 　  有些人认为，从事某一详细课程学习，但许
多项选择题已被同行捷足先登，再难以找到适当
选题。之所以存在这种迷惑，不是选题少了，而
是潜意识里有一个畏难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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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技巧

（2）从实践和社会需要中选题

       人类生产、生活、教学是最基本实践
活动，有着大量课题，要求老师和同学们
去研究和探索，揭示它基本规律，并提出
提升生产率、生活质量、改进教学方法。
大量科研论文都是来自这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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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技巧

（3）从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应用上选题

n近年来，信息技术、神经网络、知识管理等一
系列新理论和研究方法进入科学领域，使得大量
科研新结果相继问世。由此可见，新理论、新技
术、新方法利用能为选题提供新空间。

n从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应用上选题，文章
会有新意。文章精华是“新”，新理论、新观点、
新观察事实、新技术、新装备等都是写文章最好
素材。选题要紧密联络前沿课题。要作到选题准
确，一个主要路径是紧密联络前沿课题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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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技巧

（4）从不一样学科结合部位选题

       当代各个学科展现出了相互渗透、交
叉和综合趋势，可从学科交叉点上找到突
破点。我们假如能从本学科与其它学科之
间寻找到“接触点”、“结合部”，从中
选定课题，假如能专注本学科与其它学科
“结合部”并寻根究底，较轻易取得突破
性结果，也可据此写出学术价值较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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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技巧

（5）针对已经有学术观点和科研结果选题

       科技发展及其探索是无止境。对于老
师和同学们来说，在继承已经有学术观点
和科研结果基础上还要勇于突破，依据科
技发展改变，不停审阅科学定论，或发觉
偏差进行纠正，或发觉缺漏加以填补，或
发觉错误给予更正，这都可作为学术论文
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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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技巧

（6）从社会关注热点选题

    热点是指人们在一段时期经常谈论而又迷惑不解包
括学科领域新话题。从一定意义上说，热点本身就是一
个学术问题。

    假如老师和同学们能够就这类问题展开研究，一定
能够写出含有很高学术价值科技论文。老师和同学们理
应对相关(并非全部)热点问题有浓厚兴趣。不然，其以
往所学知识必定日渐老化，取得科技信息敏感性也会变
得迟钝。试想，老师和同学们连对本专业领域科技发展
动态都漠不关心或知之甚少，就不可能捕捉到最新选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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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技巧

（7）用创造性思维来选题

       利用创造性思维选题就是创新性。而创新性
课题取得则依赖于选题者创造性思维能力。这主
要助于想象者潜意识和灵感和不循常规思绪，从
而产生认识上突发性飞跃，这种飞跃最终造成新
观点、新方法、新工艺和新产品产生。想象又称
为白日梦或异想天开，是一个大胆想象，能够说
想象是创造创造先驱，没有大胆想象，就不可能
有伟大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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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技巧

（8）经过学术交流，发觉和选定课题　

       学术交流往往是针对一些特定课题而
展开最新研究结果学术对话，经过这么学
术交流，我们能及时了解信息，掌握动态，
预测趋势，从而发觉和选定有意义课题。
学术交流活动能够与老师对话、同学沙龙、
学术研讨会、教授讲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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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技巧

（9）查阅文件资料，从中发觉和选定课题　
       文件资料是各学科历史、现实状况真实统计
和客观反应，经常阅读专业文件，能使我们从中
了解本学科进行了哪些研究，取得了哪些结果，
到达了什么样程度，以及哪些问题还未处理，本
学科发展新动向、新问题是什么等等，使选题含
有针对性和时代性。假如对本学科发展历史及现
实状况不甚了解，选题必定是盲目标。
       为了发展个学科研究，相关行政管理部门、
学术团体、学会机构往往会制订出某个时期学科
课题指南；一些专业刊物也会公布重点用稿选题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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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怎样选材？

材料对于论文写作意义： 

第一，详尽地占有材料是写作论文前提 

第二，材料是组成文章要素 

第三，材料也是产生和表现主题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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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怎样选材？

论文写作之前，应该占有五个方面材料:

       1．第一手材料 

       2．他人研究结果 

       3．边缘学科材料 

       4．名人相关叙述，相关政策文件等 

       5．背景材料 

尽可能全方面掌握问题来龙去脉，了解前人相关业绩，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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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选材

材料选择：

1．依据主题需要决定取舍。凡是选择，总会有
一个标准，而首要一条就是要依据文章主题需
要，决定材料取舍。和主题相关并能有力地衬
托、说明、突出主题材料，把它留下;和主题无
关，不能说明、衬托主题材料，要果断把它“
扣下来”，要克服材料越多越好错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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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经典材料。经典就是要求选择材料
能够揭示事物本质，含有广泛代表性和
强大说服力。选择经典材料，经过个别
反应普通，经过个性反应共性是撰写毕
业论文一条共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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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取新奇材料。新奇就是要选取含有新
意、能反应时代气息材料，尤其是他人
没有用过新事实、新观点和新情况。新
奇材料有利于进行创造性思索，能够表
现更生动活泼内容，也含有更强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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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取充分、全方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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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材料使用

n 1．要详略得当。主题应是材料使用主要依
据，能够直接而深刻地表现主题材料要详
写，详写是为了突出重点，使主题更鲜明;

与主题无关或关系不大材料要写得概括些、
简单些。另外，新奇、不为人知材料要详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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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2．要有逻辑次序。在写论文时，作者面对众
多材料，要把它们分分类，排排队，有条不紊
地一一道来。文章要做到条理清楚，使用材料
就得注意先后次序。先后次序决定，必须考虑
材料作用大小、时间先后、材料间逻辑联络等
原因。假如不考虑这些原因，写进文章材料只
能是杂乱无章，胡乱堆砌，或是前后倒置、次
序不清、缺乏逻辑性，这么文章必定条理不清，
层次不明。

学位论文材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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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材料使用

n 3．要错落有致。错落有致是指交织使用相关
各类材料，相互印证，互为补充，以充分表现
主题，同时又可使文笔灵活多变。经过处理详
细材料、概括材料、反面材料、正面材料、现
实材料、历史材料，使之相互搭配，交织使用，
材料方能珠联壁合，相得益彰，进而充分地表
示主题，文章也才能生气勃勃。所以说，使用
材料错落有致，是一个使文章不致呆滞有效方
法。

n 4.选材常见问题
     抄、堆、凑、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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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写作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GB7713-87要求科学技术汇报、学
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编写格式，指明汇报
与论文由以下两大部分组成： 

n （1）前置部分

n （2）主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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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写作国家标准

                                封面、封二

                            题名页

                            序或序言（必要时）

          前置           摘要

          部分           关键词

                           目次页

                           插图或附表清单

                           符号、缩略语等注释表（必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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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写作国家标准

              引言-1

              正文-2                 2.1

                                        2.2

                                        2.3               2.3.1

                                        …                 2.3.2               2.3.2.1

 主体                                                    …                   2.3.2.2

 部分                                                    …　　　　      …　
　　　　                                     图1(或图2-1)

                                                  图2(或图2-2)

                                                  …
             结论                              表1(或表2-1)

             致谢                              表2(或表2-2)

             参考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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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编写

编写提要意义

n 第一，能够表达作者总体思绪 

n 第二，有利于作者谋篇布局 

n 第三，编写提要能够防止写作上出现大
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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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编写

编写论文提要几个步骤 

(1)构思提要

① 经过课题研究，搞清所写课题来龙去脉

②经过课题研究，激发创造性思维 

③依据客观事物改变发展规律来考虑 

④依据写作意图需要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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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编写

编写论文提要几个步骤 

(2)编写提要

①先拟标题

②写出总论点 

③考虑全篇总安排 

④逐一考虑每个项目标下位论点

⑤准备使用材料按次序编码 

⑥全方面检验，作必要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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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编写

编写论文提要几个步骤 

(3)修改、调整提要

n 一看立论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是否符合党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含
有科学价值;

n 二看框架是否合理，需不需要调整;

n 三看各个部分论证能否站得住脚，有没
有新论点、论据需要补充;

n 四看逻辑体系有没有问题。
4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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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023053137006060

https://d.book118.com/698023053137006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