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岑切。与研宾麟月眨育 才叱丫 少

硕士研究生初作学术论文时

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苏君阳

摘要 指出硕士研究生在初作学术论文的阶段经常会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问题意识不强
、

问题界

定不清楚
、

文献梳理不全面
、

方法运用不恰当
、

引文注释不规范
、

语言表述不确切
、

逻辑层次不清晰 提出了解

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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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硕士研究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是研究

生教育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

硕士研究

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包括很多方面
,

如问题意识

的培养
、

方法的训练
、

文献收集与整理方法的掌握
、

学术规范的教育与养成
,

等等
。

对于初作学术论文

的一些硕士研究生而言
,

由于缺少作学术论文的知

识以及缺少从事学术论文研究的体验或经验
,

因此

在初作学术论文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

问题
,

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

问题意识不强

问题意识的建构是做好学术研究非常重要的基

础
,

没有问题意识就根本做不好学术研究
。

对于初

作学术论文的硕士研究生而言
,

经常容易犯的一个

错误就是没有问题意识或问题意识不强
,

这样必然

会对学术论文的质量造成很大的消极性影响
,

进而

影响到研究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与形成
。

问题意

识实际上就是指由发现问题的动机
、

愿望
、

兴趣等心

理因素综合而成的探究与解决问题的一种心理状态

或心理倾向
。

造成硕士研究生问题意识不强或缺少

问题意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①对学术研

究的愈义
、

价值与功用没有正确的认识与了解
。

学

术研究很重要的一个 目的与作用就是为了发现
、

探

究与解决现实生活与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

提高人类对 自然与社会的认识能力和改造能力
,

使

得人类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
,

并进而有效地提高人

类生活的幸福指数与水平
。

一些硕士研究生在初作

学术论文的时候
,

如果不能够给予他们这方面的价

值引导
,

他们很少能够主动问及学术研究的意义
、

价

值与功能是什么
。

而不知道学术研究的真正意义
、

价值与功能是什么
,

就很难会有问题意识的形成
。

②对什么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能作出一种正确的判

断
。

在现实社会生产实践与生活实践中
,

问题无处

不在
、

无处不有
,

存在形式的多种多样
。

对于什么样

的问题是值得进行研究的
,

什么样的问题是能够进

行研究的
,

这是作为研究者本人必须要认真思考的

一个问题
。

实际上
,

有些问题尽管很重要
,

但却未必

适合初作学术研究之人进行研究
。

因此
,

对于初作

学术论文的硕士研究生而言
,

不仅应该考虑这个问

题是否值得研究
,

而且还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自己能

否进行研究
。

一般情况下
,

问题有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之分
,

对于初作学术研究的硕士研究生而言应该建构的问

题意识主要是实践问题意识而不是理论问题意识
,

因为一个刚刚涉足学术研究的硕士研究生是很难发

现理论问题的
。

况且
,

即便他们已经发现了某一理

论问题
,

但是由于时间
、

精力以及个人的知识储备等

方面因素的影响也很难把理论问题研究得更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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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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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彻与清楚
。

因此
,

初作学术论文的硕士研究

生
,

首先应该建构的不应该是理论问题意识
,

而应该

是实践问题意识
,

所谓的实践问题意识就是指善于

在社会生产实践与社会生活实践中去发掘与发现问

题的心理倾向或心理特征
。

少 岑呀鑫为研宾麟月贬亨

界定的过程中出现以下三类错误 ①所研究的问题

是一个假问题
,

研究出来的结论没有太大的理论意

义与实践意义 ②所研究的问题的范围不是过大
,

就

是过小 ③所研究的问题太虚
,

不能够对问题的边界

进行有效的界定与划分
。

二
、

问题界定不清楚 三
、

文献梳理不全面

当问题意识建构起来以后
,

应该说要想发现一

个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

但是
,

这并不等于说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就是一个能

够直接被研究者进行研究的问题
。

一般情况下
,

研

究者在最初阶段凭着自己的理性与直觉所发现的问

题往往只是一个问题域
,

而不是一个可以直接进行

研究的具体的
、

清晰的问题
。

所以
,

在这种情况下就

必须要对所发现的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
。 “

因为研

究者没有充分界定问题的范畴
,

所以他的许多研究

注定要失败
。 ”川一般情况下

,

任何一个学术研究的

问题都可以在以下三个维度上进行考量
,

即问题的

真假
、

问题的大小与问题的虚实
。 “

问题的真假
”

是

针对问题的本质而言的
,

即所要探讨的问题的确是

一个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而不是某种既成

的事实与结论
,

或是来自于研究者的主观臆想 如
“

天堂上有多少支玫瑰
” 、“

针尖上有多少个天使
” ,

这

类问题实际上就是假问题
。 “

问题的大小
”

是针对

问题域而言的
,

问题域就是指构成该问题的一切子

问题所构成的一个集合或相对独立的领域
。

任何一

个问题都是由诸多子问题构成的
,

构成该问题的子

问题愈多
,

那么这个问题的问题域就越大
,

反之就愈

小
。 “

问题的虚实
”

主要是相对于问题的边界而言

的
,

问题边界就是指某一问题与其他问题区别开来

后所形成的具有某种一致性特征的内在整体性
。

问

题的边界愈清楚
,

那么问题就愈实
,

否则就愈虚
。

一

个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具有如下三种特征 ①它是一

个真问题
,

而不是一个假问题 ②它是一个针对研究

者而言大小适中的问题
,

而不是过大或过小的问题

③它应该是一个实问题
,

而不是一个虚问题
。

对于一些刚刚涉足学术研究领域的硕士研究生

而言
,

如果导师不能够在如何界定问题这一环节上

给予明确的指导
,

那么
,

他们就很容易在选题与问题

文献梳理包括文献收集与整理两个方面
。

文献

收集的过程
,

就是把与所研究问题相关领域中的文

献或研究成果进行检索与筛选的过程
。

文献收集的

一个重要 目的就是要看前人对这个问题是否作过研

究以及研究到何种程度
,

并为自己开展此问题的研

究提供科学的
、

理论上的论证与支持
。 “

你进行文献

检索的最终 目标是找到一系列已经发表的研究报

告
,

这些报告显示了一个领域现有的知识状态
,

并帮

助你能在这个知识基础之上找到一个尚需你去探索

的空白
。

再说你在完成一项研究以后
,

也要撰写 自

己的研究报告
,

报告的开头要有一个导言用以概括

过去的研究 这个来自于你的文献检索
,

并为你的

研究提供一种逻辑上的理由
。 ”‘ ’文献收集的途径是

多种多样的
,

如图书馆
、

阅览室
、

书店以及相关的网

站
,

等等
。

一些研究生在作学术论文的时候
,

不注重

对文献的收集与整理
,

这常常导致他们所作的研究

创造性的劳动较少
,

而无益的重复性劳动较多 感性

研究与经验研究较多
,

而理性研究与科学研究较

少
。

文献梳理包括对文献进行分类
、

编码
、

加工与概

括等几个环节
,

其目的就是要发现该领域中人们对

这个问题的关注程度以及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和水

平
。

实际上
,

大多数研究生在进行文献综述或文献

梳理的时候
,

在文献加工与概括这一环节上做得并

不很好
,

他们对文献的梳理或综述只是对文献中存

在的观点进行简单的复合或累加
,

缺少对它们进行

深刻的理解与加工的过程
。

所以
,

在硕士研究生初

作的学术论文中
,

被他们所引用的观点只是机械地

或孤立地存在于论文或所研究的文本之中
。

此外
,

一些研究生在对文献进行检索与梳理的

时候
,

所检索到或引用的文献缺乏权威性
,

或者说所

参考的文献与引用的观点很难给自己的论证与说明

提供强力有的支持
,

这样也会对论文研究所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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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以及学术研究的质量与水平产生不利的影响
。

略 养
卜

四
、

方法运用不适当

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
,

学术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是否科学
,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受到研究方法的影

响
。

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论作为基础
,

那么就很难

得出科学
、

可靠的结论来
。

方法论尽管并不是在任

何时候都能够直接地呈现在学术研究的文本之中
,

但是
,

如果脱离了方法论的支持与导引
,

那么作任何

一项学术研究都很难得到学术共同体或学术研究范

式的认同
。

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不仅会涉及到方法基

即某一种具体的方法技术 因素的影响
,

而且也会

受到方法论与方法群 即一组方法所构成的集合 两

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

方法论与方法群以及方法基之

间不应该是矛盾的
,

而应该是统一的
。

如果在选择

与运用某种方法时使得方法论与方法群以及方法基

之间产生了矛盾
,

那么这项研究本身就会失去科学

的意义
、

价值与基础
。

对于初作学术论文的硕士研

究生而言
,

他们在对方法进行选择与运用的过程中
,

不但会产生问题与方法的冲突
,

而且还会产生方法

论之间的冲突
,

如本应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的问题
,

他

们却运用了定性的方法进行研究 本应用科学主义

与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研究的问题
,

他们却运用了

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方法论进行研究 等等
。

在这

种情况下
,

不仅会使得学术研究本身失去科学基础
,

而且也会使得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缺乏科学性与可靠

性的保障
。

方法的选择要受到研究者本身所掌握的

研究方法的影响
,

除此之外
,

还与问题的性质有关

系
。

有些问题是适合用定性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

而有的问题则适合用定量的方法进行研究
。

为此
,

硕士研究生在对研究方法进行研习与掌

握的过程中
,

应该广泛涉猎
,

不仅要学会与运用定性

研究方法
,

而且也要学会与运用定量研究方法
。

无

论是定性研究方法
,

还是定量研究方法本身都各有

利弊 这正如贝克对于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本身存

在的利弊所进行的分析那样
“ · · · · ·

一方面是旧的实

验科学
,

它依然欣欣向荣
,

以数学和技术的方式渗透

并开拓着世界
,

但却缺乏经验并封存在精密的神话

中 另一方面是庞杂的公众经验
,

它颇有争议地揭示

了目的和手段以及后果的威胁
。

两种科学都有其独

特的视角
、

短处
、

局限和方法
。 ” ”’作为硕士研究生

,

如果只掌握定性与定量研究中的某一种方法
,

那么

就会对其未来的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以及学术研究

水平的提高带来很大的障碍
。

因此
,

不断地拓宽自

己方法论的视野
,

对于培养与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学

术研究能力与学术水平无疑会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

作用与影响
。

五
、

引文注释不规范

任何一项研究都不是孤立的
,

都与前人所作的

研究之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

因此
,

为了区

分出哪些观点是属于 自己独创的
,

哪些观点是引用

与借鉴别人的
,

就必须要对 自己所参考与引用的文

献进行注释与说明
。

这不仅是一种学术规范上的要

求
,

而且也是一种学术伦理或学术道德上的主张与

诉求
。

客观地说
,

学术研究与知识生产是一项非常

艰辛与复杂的脑力劳动
,

如果对参考或引用他人观

点的文献不作注释与说明
,

这不仅是一种对他人劳

动成果的不尊重
,

而且也可能会在有意与无意中侵

犯到他人的知识产权
。

引文注释不规范主要有三种

表现 ①对参考文献与引用的观点不作注释与说明

②对引文信息的标注不全面 ③不符合学术出版物

对引文注释的规定
。

前两种表现主要是由研究者本

人的主观原因造成的
,

而后一种表现除了有研究者

本人的主观原因以外
,

还要受到发表或出版学术研

究成果载体对引文注释规范的规定不统一的影响
。

当前
,

各种各样的学术出版物对引文注释的规定是

五花八门
,

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对研究者已经造成了

一定的负担
,

因为研究者在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

投向某一个刊物之前
,

都必须要首先熟悉一下该刊

物对引文注释的有关要求与规定
,

否则就容易被一

些刊物直接判定为不合格稿件
。

初作学术论文的硕

士研究生
,

在引文的注释方面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

方面问题 第一
,

该作注释的没有注释
。

第二
,

对所

引用观点的文献信息的呈现不够全面
。

第三
,

注释

本身不正确
,

如错字
、

漏字
、

页码标注错误
、

出版年代

标注错误等等
。

第四
,

自己凭空杜撰
,

不符合任何学

术研究引文规范的规定
。

一个完整的引文注释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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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论据
。

在一篇学术论文中
,

无论是论点还是

论据
,

都不只是一个
,

而是很多个
。

诸多的论点与论

点之间以及论据与论据之间相互作用
、

相互影响
,

这

样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或体系
。

其中
,

论点与

论点交织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论点链 论据

与论据交织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论据链
。

论

点链与论据链相互作用
、

相互交织就会形成文章的

层次结构
。

一般情况下
,

一篇学术论文主要存在着

四个逻辑层次
,

即通常我们所说的章
、

节
、

目
、

条
。

其

中
,

章包含节
、

节包含目
、

目包含条
。

论点与论据都

是相对的
,

而不是绝对的
。

在一个合理的逻辑层次

体系之中
,

下一个层次的论点应该作为上一个层次

论点的论据
,

而上一层次的论据则可以作为下一层

次论据的论点
。

一个论文的逻辑体系愈严密
,

那么

论文的层次结构就会愈完善
。

在一个合理的论文结

构之中
,

同一逻辑层次的论点与论点之间以及论据

与论据之间不应该具有包容性
,

否则就容易出现逻

辑层次的混乱
。

与论文逻辑层次联系在一起的是论

文结构
。

客观地说
,

任何一篇论文结构都是开放的
,

而不是封闭的
。

因此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使得论文

结构达到至善至美的程度
。

一般情况下
,

衡量论文

结构是否合理主要是通过章与节这两个逻辑层次来

判断
,

如果章与节这两个逻辑层次都是清楚的
,

并且

章与章之间构成的逻辑体系以及节与节之间构成的

逻辑体系都是周延的
,

那么论文结构就是合理的
。

初作学术论文的硕士研究生必须要注重问题

间
、

观点间
、

论据间以及论点与论据之间逻辑体系的

建构问题
,

因为这不仅是清晰地阐释与描述事理的

基本要求
,

而且建构一个合理的论文结构也是提高

自己学术研究能力与水平的重要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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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注释本身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

初作学术论文的研究者从一开始就应该养成对

引文进行科学注释与规范注释的好习惯
,

这不仅有

利于提高学术研究的规范水平
,

而且也有利于培养

研究者对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
。

六
、

语言衰述不确切

研究人员的思想与观点主要是通过语言表达出

来的
。

文章中的学术语言与日常用语不同
,

日常用

语的表达比较简洁与模糊
,

不过人们借助于特定的

语境能够对言说者的话语进行正确的理解
。

而学术

语言是没有特定的语境背景来支持的
,

如果学术语

言表达不确切
,

那么读者就难以对研究者话语表达

的含义进行正确的理解与认知
。

这正是对硕士研究

生论文写作提出语言表达必须确切这一要求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

初作学术论文的研究生在语言表

达方面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①不能够

有效地将日常用语转换成学术语言
。

日常用语主要

是属于 口头语体
,

学术语言是一种书面语体
。

在撰

写学术论文的过程中为了提高学术交流的有效性就

必须要将 口头语体转换成为书面语体
。

②言过其

实
。

即用语言所表达的意义远远大于自己原本所要

表达的原意
,

片面夸大某种事物的意义与价值
。

③

词不达意
。

即不能够运用正确的词汇或语言表达出

自己的想法
。

④言之无物或言之无据
。

言之无物就

是指研究者表达的话语没有特定的指称对象 言之

无据就是指研究者的话语表述缺少科学的
、

客观的

理论基础与事实依据
。

硕士研究生在初作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应该努力

避免上述现象发生
,

努力做到用学术语言来对客观

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
,

不要片面地

夸大或缩小事物本身在发展过程中的意义
,

努力做

到言之有物
、

言之有据
,

这也是一个研究者或者知识

分子所必须遵守的学术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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