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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



选题就是围绕所提出的研究问题，为验证所提出的假说或预设而构建的研究设计，

并论证该研究设计的逻辑合理性、创新性和可行性。

选题包括五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指研究对象。这个题对应的就是新的研究对象，这个对象在客观世

界里应有原型，这个现实原型就是新事物了。

第二层含义是指问题(差距+分歧)。问题反映的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所谓新

问题要么体现在理论上，要么体现在实践上。

  1.1  选题的含义



第三层含义是指理论。之所以问题新，是因为研究者选择了新的理论(视角)。

第四层含义是指假说。选题里的“题”不仅是一个带有问号的问题，也不仅是认

识上的分歧，更是一个针对这个问题所提出的尝试性回答。

第五层含义是指题目。题目要如何才能“辣”到眼睛呢?简言之，题目要能反映

和体现新问题和新假说，有理论想象力。

  1.1  选题的含义



指出现有文献中存在的空白或相关研究领域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指出这项研究的理由和背景。

指出作者想要研究的问题。

指出基于研究问题所作的预测。

  1.2  构建研究问题



（1）研究兴趣

（2）知识结构

（3）基础条件

（4）可操作性

  1.3  选题考虑的因素



选题是一个文本分析工作，是要从众多文献资料中发现问题。

难点之一: 当我们有了一个研究主题或方向时，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它概念化，也

就是提炼出有关的关键概念，然后，应对这些关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基本的了解。

难点之二: 找到核心要素、确立理论分析框架。先对差距或分歧进行分类，然后

是引致原因进行分类，然后建立相应的分析框架来评价已有研究的认识与做法其中，

最难的是将笼统的问题转化为一个具体的几个关键变量之间关系的问题

难点之三: 猜想差距或分歧背后的原因，文献评述的目的就是要能找到问题背后

的原因。

   1.4  选题的难点



    选题成功是研究成功的基本前提，成功的选题基于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

一是指研究的目标取向。成功的选题应该是揭示研究的目标取向，也就是要使研

究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研究的目标取向所反映的是研究是否有价值，是否值得研究。

二是指研究的具体范围。成功的选题应该是范围具体的，不是大而全的。也就是

选题不能过大，过大的选题会使研究无法深入；也不能过小，过小就会使研究沉迷

于琐碎的细节，从而使研究失去了价值和品位。

三是指研究的学术质疑。选题一定要敢于质疑，但质疑必须要有理有据。在有理

有据的基础上质疑，这样的选题一定是有价值的。

  1.5  成功选题的基础



选题这个环节经常被忽视的地方是:

（1）选题应该有具体的内容，表现形式是问题和假说；

（2）常常将选题简单化为研究对象，忽视了从文献入手来找问题；

（3）通过文献综述来提出问题，不仅需要归纳，更需要演绎；

（4）选题的难点是找到原型问题与合适的理论框架；

（5）选题不仅是提出一个问号，更是针对某个问题提出初步的回答，尽管这只

是猜想；

（6）选题PK的是理论，选题实际上是理论视角的创新；

（7）选题需要从概念、变量和指标三个层次上来考虑可行性。

  1.6 选题容易被忽视的地方



选题存在的几个误区：

（1）选题没有具体的问题，只谈领域与对象；

（2）选题的逻辑链条过长，涉及的理论过多；

（3）选题属于模仿与套用，没有自己的东西；

（4）选题的研究价值不高，属于稻草人理论。

  1.7  选题存在的误区



（1）选题追求的目标是推进理论认识，选题是理论层面的PK；

（2）选题的题是假说，应有具体的内容，需要的是猜想能力；

（3）选题的基础是文献综述，换言之，问题是验证和论证出来的；

（4）选题需要明确问题与大小目标之间的关系，这是研究价值的体现；

（5）选题的关键点是核心自变量，它能将理论逻辑、研究设计与数据可得性贯

穿起来。

    1.8 小结



二、题名



标题（题名、标题或篇名）相当于论文的“标签”，是简明、

确切地反映论文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研究范围和深度的最恰当的

多个词语的逻辑组合，通常是读者最先浏览的内容，也是检索系

统首先收录的部分，是体现论文水平与范围的第一重要信息。

2.1 含义



（1）揭示文章的内容

（2）激发读者阅读全文的兴趣

（3）方便检索人员检索科技文献

（4）美化刊物的版面

2.2  作用



（1）新颖：体现创新性和科学性；

（2）醒目：概括和突出主题，反映论文中最本质、最有价值、最新鲜、最具特点

的内容；

（3）确切：准确、具体、规范、专业；

（4）完整：应尽量包含处理因素、受试对象、预期效应等；

（5）简短：中文少于25个汉字，英文少于100个字符，有研究表明，标题越短，

引用率越高；

（6）清楚：不使用非公知公用、同行不熟悉的外来语、缩略语、符号、代号。

2.3 要求



    标题可归纳为十二大类，其中陈述型标题、描述型标题和提问型标题最为常用。

陈述型标题是指，标题中给出主要研究结果或结论的标题。例如，标题“每天做

20次引体向上可以让背部肌肉更发达”。

描述型标题是指，描述文章的主题但没有揭示主要结论的标题。例如，“常做俯

卧撑对胸肌的影响”就是描述型的。描述型标题是科技期刊中最常见的标题类型，

读者需要阅读摘要或全文才能了解作者的重要结论。

2.4 类型



提问型标题是指，以提问的形式介绍主题或结论的标题。例如，标题“气候变

暖的影响真有那么大吗？”提问型标题比较少见，比较适合文献评论文章，尤其

是那些关于争论比较大的话题的文章。

比较性题目强调研究中的比较或对比，通常包括两个或多个事物或概念。例如：

《中美教育体系的比较：优点与挑战》。

2.4 类型



    分析性题目强调对某一主题的深入分析或批判性思考。这种题目类型要求作者

对论题有深刻的理解。例如：《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一项综合分

析》。

    命题性题目提出一个观点或论断，需要在论文中提供论据和证据来支持或反驳。

这种题目类型常见于辩论性或论证性论文。例如：《应该禁止使用塑料袋吗？》

2.4 类型



    探索性题目强调对某一领域或主题的探索和发现，通常在研究初期使用。例如：

《未来的太空探索：新的机遇和挑战》。

    引用性题目通常引用其他研究或文献，以指明研究的背景或前提条件。例如：

《从达尔文到今天：自然选择的演变》。

2.4 类型



    创新性题目通过吸引人的方式强调研究中的新发现、新方法或新思路。例如：

《一种全新的癌症治疗方法：基因编辑的未来》。

    

    有些论文题目采用主题陈述和副标题的组合方式，主题陈述简要概括主题，而

副标题提供更多的详细信息。例如：《环境保护法的发展与实施：一项跨国比较

研究》。

2.4 类型



    一些论文题目以诗意或富有创意的方式表达研究的内容，以吸引读者的兴趣。

这种类型的题目可能不直接反映内容，但会引发好奇。例如：《时间之翼：历史

的回响》。

    符号性题目使用符号、缩写或首字母缩写词来代表研究的关键概念。这种题目

可能需要读者在阅读论文后解码。例如：《AI在医疗领域的应用：ML与DL的比

较》。

2.4 类型



最简单的方法是聚焦要素法。如果使用主题作为要素，且如果用一句完整的

“主语+谓语+问题”型句子能表示你的论文做了什么工作，那么把这个句子的

主语去掉，把谓语调后或去掉，就成了标题。

例如：我们研究了空气阻力对冰雪跳台运动飞行距离的影响。

改为标题则是：空气阻力对冰雪跳台运动飞行距离的影响研究。

2.5  创建方法



论文题目应当准确地反映研究的主题和范围。读者通过题目来初步了解论文的

内容，所以题目应该简洁明了，不引起混淆。避免使用模糊或不清晰的词语。

题目应该具体描述你研究的内容，而不是笼统或抽象的。使用清晰的词汇，避

免使用宽泛的词语，如“研究”或“分析”。

除非缩写或术语在你的领域内是广泛认可的，否则避免在题目中使用它们。题

目应该容易理解，不需要读者查阅词汇表或解释缩写。

2.6 注意事项



题目不应过于冗长，要力求简洁，同时又要包含足够的信息，使人一目了然。

考虑在题目中包含一些关键词，这有助于提高论文的可搜索性，使其更容易被

其他研究者找到。关键词应与研究主题相关。

思考你的目标读者是谁，他们对什么样的题目更感兴趣。题目应该吸引目标受

众，使他们愿意进一步阅读你的论文。

2.6 注意事项



如果你的研究有独特性或创新性，可以在题目中体现出来。这有助于突出你的

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性。

尽量避免使用过于通用或平凡的词语，这些词语不能很好地突显你的研究的特

殊性和独特性。要尽量寻找更具创意和吸引力的词汇。

题目中的语法和拼写错误会给读者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务必仔细检查和校对

你的题目。

2.6 注意事项



问题和感叹号可以给题目增加一些戏剧性，但通常不太适用于学术论文题目。

最好选择陈述性或描述性的句子。

    
如果论文内容较复杂，可以考虑使用主题陈述和副标题的结构，以便更详细地

描述研究内容。

2.6 注意事项



①题目过大、内容偏少；②题目过小、内容偏多；③文不符题；

④表述不清。

①题目太长；②缩略词误用；③句型误用；④副标题使用不当；

⑤连用同义、近义词；⑥拔高文章层次。

2.7  常见问题



三、层次标题



3.1 修辞关系

层次标题（小标题）受制于大标题或上级标题，其范围不能大于或等于大标

题或上级标题；也不可较多地重复上级标题字面内容。

同一层次标题应尽可能采用“排比”修辞手法，即词组（一般词组）结构相

同（或相近），意义相近，语气一致。也就是说，能使用的词组应是同类或大致

同类，比如说，都是名词性词组或主谓词组或动宾词组等。



3.2 逻辑关系

问题归类，并列表达。

时间顺序递进式、空间顺序递进式和推理顺序递进式。

先分别比较分析，再用归纳法得出结论。

先提出中心论点，再用演绎法分别阐述。



3.3 常见问题

层次标题常见问题包括：

（1）层次标题不简明、不得体；

（2）层次标题用词不确切，含混不清；

（3）层次标题之间缺乏逻辑关联；

（4）层次之间衔接不上，表述混乱，不符合事物或现象的发展规律；

（5）同一篇文稿中使用多种结构方式。



第十讲预告 
把握摘要写作要点 提高论文关注度  

内容提要：摘要是一篇不依附于原文的独立短文，富有自明性、
独立性和完整性，是论文内容的高度浓缩。会议组织者、期刊编
辑和审稿人非常关注摘要，它对增加期刊的摘引率、吸引读者、
扩大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对论文成果的应用和推广具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本讲阐述摘要的作用及内涵、分类、基本要素和结构、
图文摘要、写作要求与常见问题、摘要与结论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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