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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讲授为主，辅以一对一写作指导（共两次，每次每人 30-45分钟）。

• 考核方式：平时成绩 +写作练习 +期末论文
• 平时成绩（20%）：主要包括平时的课堂表现以及期末的课堂报告，综合评定
• 写作练习（40%）：一到两次，共 2000字以内
• 期末论文（40%）：3000字左右，不要卷字数，严禁抄袭！严禁抄袭！严禁抄袭！
查重率超过 20%，一律记 0分。

• *加分（3%）：参加“文学与写作”工作坊、写作实践活动或文化讲座，可获得最
高 3%的奖励分（注：加在平时成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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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如何检索文献

• 常见的数据库：CNKI、万方、web of science
• 两个重要概念：查全率和查准率
• 确定检索词：
• 检索规则：逻辑运算符、通配符、精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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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结果排序方式:
• (1)按发表时间排序：看到最新论文；
• (2)按被引排序：看到核心、经典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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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文献

• 国内期刊评价工具:
• (1)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北京大学主办，三年一次，包括近 2000种期刊。
• (2)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南京大学主办，两年一次，600余
种期刊

• (3)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中科院主办，每年更新，1000余种期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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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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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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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读文献

阅读材料时的五个问题：

• 1.这篇文章回答了什么问题？
• 2.所回答的问题跟你的研究领域和主题有什么关系？
• 3.在逻辑和方法方面，作者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如果让你来做，你
能回答得更好吗？

• 4.不同文献之间有何关联？它们是相互矛盾，还是相互补充？
• 5.有哪些问题仍然没有被解决？这些未解决的问题跟你自己的研究兴
趣有关系吗？

9



文献综述



什么是文献综述

定义
文献综述是指对某一个问题，某个领域或专题的大量相关资料开展的整
理工作，进而梳理出该领域、问题或专题的历史发展、学术观点、国内
外状况、学术见解等的综合性介绍和阐述的一种学术成果。

• 批判性阅读
• 根据时间线索、空间线索、作者线索、观点线索以及国别研究线索进
行梳理

• 了解该研究主题的研究现状和学术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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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做文献综述

• 首先，避免重新发明轮子。我们需要通过梳理文献确认：这个问题是
否悬而未决（真假），是否值得研究（重要性）。

• 文献综述的第二个功能是用于研究定位。在确认你的研究并未被“做
滥”之后，你需要告诉大家你的研究跟前人的研究有何关联，怎样推
进这一研究。

• 文献综述的第三个功能是合法化功能或者发信号。能够阅读、正确理
解并能条理化所在领域的文献，是向别人展现“专业素养”的一个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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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作文献综述

• 围绕“问题”展开
• 以作者对于这个领域的知识的理解为基础，向
读者阐述：
• 为什么这是个问题
• 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 这种研究的缺陷和优点各是什么 (也就是要
做文献评析)

• 应当如何推进这个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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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文献分级：
• 核心文献（Core）。最相关的文献是跟你的研究主题直接相关的文献。
• 经典文献（Classics）。每个领域都有一些人所共知、广为引用的文献。
如果不熟悉这类文献，就会让人质疑你的基本素养。

• 沾边文献（Tangents）。这类文献跟你的研究相关但不是直接相关。适
当引用可以向读者展现你的文献阅读面和视野。

• 瞎说文献（Bunk）。一些文献纯粹是胡说八道，引用并批驳可以正视
听。

• 聚集文献（Clusters）。重复性、相似度较高的文献可以组团引用，把
空间省出来论述更重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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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引用文献

文献引注的功能：

• 首先，对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标记自己学习、思考、写作过程的方式。
• 其次，对于文章审核者（评阅老师、审稿人）来说，文献征引则是反
映品质的一个渠道。

• 最后，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文献征引是一条攀缘的绳索。作者写作中
所辛苦梳理出来的文献可以为后来者提供一份文献地图和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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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引用文献

文献包含的信息：

• (1)作者
• (2)出版（发表）时间
• (3)题目
• (4)出处
• (5)文献形式
• (6)文献的更进一步信息
• (7)出版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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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引用文献

主要的征引格式：

• 脚注模式：在文中加注，然后在页下脚注处写清文献的整体信息。好
处是方便读者查阅，坏处是相同文献重复出现时容易浪费篇幅。

• 尾注模式：同样在文中加注，但参考文献放在文章末尾的尾注。
• 文内夹注：在文中加括弧，简单标注文献信息（例如作者、出版时
间），然后在文章末尾以“参考文献”的形式予以呈现（通常以作者姓
名的字母表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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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引用文献

• 小心剽窃！！！
• 直接引用：两三行之内的篇幅可以用双引号标记放在段落里；如果所
引文字多过三行，可以另起一段单独放置，将其缩进两格但不必加引
号，一般要换一种字体。最后标明出处。

• 间接引用：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别人的观点并标注出处。

• 注意：如果你逐字逐句用了别人的文字但没有放入引号并标明出处，
那么就是剽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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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学术规范，从“娃娃”抓起

• 不能跟枪手买论文来应付过关。他可以卖给你，也可以同时卖给别人。
• 不能把别人的论文整篇偷来。改了名字，文章也是别人的。
• 不能把别人的整篇文章进行转述、修改，穿上马甲，文章还是人家的。
• 不能照着别人的文章模仿其结构和观点，重复其论证过程。
• 不能把其他语种的他人文章进行翻译，以另外一种语言发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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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结构



彩色玻璃？透明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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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作品就像你在有色玻璃橱窗里看到的镶嵌玻璃，这种玻璃橱窗本

身很美丽，在光照下色彩斑斓，却无法看透它们。同样，有的诗作本身很

美丽，很容易打动人，但是如果你想弄明白怎么回事的话，这类作品可能

很晦涩，很难懂。

至于说平板玻璃，它本身并不美丽。理想的平板玻璃，根本看不见它，

却可以透过它看见外面发生的事。这相当于直白朴素、不加修饰的作品，

理想的情况是，阅读这种作品甚至不觉得是在阅读，理念和事件似乎只是

从作者的心头流淌到读者的心田，中间全无遮拦。(阿西莫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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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风”

当记忆流经奥斯维辛

当历史的年轮压过奥斯维辛，听到的是男人的怒吼与女人的尖叫，看

到的是母亲的哭泣与孩子的惊恐。而今，奥斯维辛的天空湛蓝而且透明，

一排排高耸的建筑直插云霄，似要打破这里的宁静。

难道时间已将历史风化，坚忍的犹太民族已似“一笑泯恩仇”？没有！

不但犹太人没有忘记那曾经的苦难，德国人民也没有忘记。每当犹太人纪

念日那天，德国总理总是跪在营前，默默悔过。男儿跪地惊天动地，何况

总理，而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忘记。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任时间长河滚滚不息，他们没有忘记。犹太

人没有忘记，因为他们知道知耻而后勇，于是在诺贝尔奖面前，他们经常

是胜利者。德国人没有忘记，因为他们把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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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听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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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腔”

枯枝上的蚂蚁，如果不能从更为宏观的全部自然情境把握自身的行为，

不能摆脱经验层面的认识原则，不能顾及各种动态与静态的综合效应，仅

仅凭借观念史中原子化个人主义主张行动，从广义后果论观察，它们就会

步入误区。在原子化个人主义的支配性语境中，蚂蚁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将

使自身解救活动趋于低效甚至完全失败。

如果枯枝上的蚂蚁能凭借某种集中化手段，以聚集的组织模式为活动

框架，达成一种互惠的构成方式和因果关系，而不陷入已被充分形式化的

既有分析框架，从而对现有情境做出新的创制与解释，使自身的行动建立

在更深层次的原则上，消除个体与群体二元对立的固有语境，那么，借助

其肢体语言建立的集体意识，可以实现新的规范层面的积极义务与消极义

务的统一，在这样一些群体行为的解构下，集体主义作为普世话语进入观

念史，进而得到狭义后果论意义上的集体的获救。 25



“学术腔”

一群蚂蚁停在一根枯枝上，枯

枝在湍急的河流里漂行。如果蚂蚁

各自逃生，有可能跌入河水而丧生；

如果它们抱成一团，树枝或许会在

某个河湾搁浅，这群蚂蚁就会因此

而得救。

26



晦涩？清晰？

• 有的作者以抽象的文风来挑选读者。例如，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
原理》写得刻板层叠、不好理解，其实是牛顿刻意为之。
“为了避免让那些在数学上知之甚少的人损害我的思想，我故意把

《原理》写得深奥一些。但是，有才能的数学家，还是可以理解的。

我想，他们理解了我的证明之后，会赞同我的理论。”(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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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涩？清晰？

• 大量的晦涩文字其实跟难度无关，而是作者在故弄玄虚、故作高明。
• 还有一种晦涩来源于作者的偷工减料。
• 造成晦涩的另一个起因，是作者自己对自己的意思都不十分确定。
• 最后还有一种晦涩则来自对“科学味”的过分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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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玻璃？透明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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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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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写作

• 1.总标题写作
• 总标题可以包含什么?
• (1)研究对象
• (2)研究结果
• (3)研究目的
• (4)研究方式
• (5)研究问题
• (6)研究观点
• (7)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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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写作

• 1.总标题写作
• 怎样设计文章的总标题?
• (1)总标题呈现的内容一般不超过 3到 4个。
• (2)研究对象、研究问题和研究观点是最重要的。
• (3)总标题要用词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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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总标题写作
• 总标题在形式方面的要求
• (1)总标题一般是一个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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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总标题写作
• 总标题在形式方面的要求
• (1)总标题一般是一个短语。
• (2)总标题中的标点符号的使用。
• 一般情况下，总标题的末尾不使用逗号或者句号，但是在疑问句的情况下，可以使用问号。
• 总标题中可以使用冒号、书名号、引号和破折号等标点符号。

• (3)总标题的字数有较为严格限制。
• 国家社科基金申请书要求不能超过 25个字
• 一些刊物会要求总标题字数限制在 15-20字之内

• (5)总标题写作的不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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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写作

• 2.副标题写作
• 副标题是对主标题的补充,是对全文内容的进一步说明。
• (1)主实 +副补：主标题要用来表达研究对象、研究问题和研究观点这些非常实质
的内容,副标题用来强调研究范围、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一些补充说明的内容。

• (2)主虚 +副实：利用主标题来表达一个虚幻的隐喻，副标题则是表达实际的研
究内容如研究对象、研究问题和研究观点等。

• (3)副标题写作的形式要求：通常主副标题可以用破折号或者冒号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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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写作

• 3.分标题写作
• 设置分标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加清晰地显示文章的层次。
• (1)分标题尽量表明观点
• (2)分标题要尽量与其他分标题在内容、形式以及风格上形成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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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结构

如何写好一个段落：

• 一段话只说一个意思：一旦多个观点放在一段，那么段落就会臃肿、
复杂，读者读起来会非常吃力。

• 第一句话是主题句：这样做虽然非常刻板，但主题句相当于攀岩时的
把手，读者会感觉非常方便。

• 每段尽量不超过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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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与章节布局

• 段落之间的三种关系：平行关系、递进关系、对比关系
• 以主题句串联：“首先”“其次”“最后”，或者“其一”“其二”“其三”
• 小标题概括若干段意思
• 格式凸显内容:字体调节，行距和段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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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写作障碍

• 尽早动手。越早开始，你就能越早告别 0，距离 1就更近一步。
• 不打腹稿、先有后好。
• 不动点法则。确定一个题目、头脑里立上一面旗子，然后以此为圆心
画一个圈，注意力会形成一个关注范围。

• 模仿。模仿可以大幅降低学习成本。从无到有的过程非常痛苦。但是
如果有模板可借鉴，难度会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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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书写规范分享



电子邮件概述

• 在使用电子邮件进行联络时，
应当遵守一定的礼仪规范。

• 邮件格式：主题、收件人地址、
称呼、正文、结束语、署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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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主题

• 必须写邮件主题！！！
• 主题要明确、精炼与内容相关：将邮件内容概括为1-2个词汇
• 比如：“关于 XXX课程期末考试”、“请教 XXX问题”
• 不要使用“万金油”邮件主题：如“请 X老师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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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人地址及称呼

• 发送电子邮件前，一定要确认收信对象是否正确，以免造成不必要的
困扰。

• 邮件要有称呼：“X老师”，“X先生”，“X女士”；“尊敬的 X老师/先
生/女士”

• 称呼一般顶格写在第一行，加上冒号，表示下面有话要说
42



问候语及正文

• 正文开始前，可以简单写个问候语：“你好”或者“您好”
• 问候语写在称呼的下一行，可以独立成段。
• 也可以将称呼和问候语合并，如：“X老师好”
• 开头最好有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 邮件内容力求简明扼要，不要长篇大论
• 如需论及多件事情，可以使用“123……”或者“第一，第二，第三……
”等分条目列举

• 每段不要太长，段与段之间可以空一行以示区别
• 合理使用下划线、加粗、标红等形式提示重要信息
• 尽可能避免拼写错误和错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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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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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署名与附件

• 邮件结尾处一般有简单的祝颂语：
• 祝好、祝一切顺利、祝工作/学业顺利、祝假期愉快、春（夏/秋/冬）
安等

• 祝颂语可以紧接着正文写，也可以独占一行
• 写完邮件，记得署名
• 如果邮件带有附件，应在正文里面提示收件人查看附件
• 附件文件应按有意义的名字命名，不要用火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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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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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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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写作练习：

• 1.从以下论域 (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心理健康等)中选择一个你感兴
趣的论域，聚焦该论域下的一个话题，进行文献检索；或者自选一个
你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文献检索。

• 2.根据检索到的文献（要求不少于 10篇），进行简单的论证式文献综
述。

• 3.针对这个话题，提出你自己的主张。
• 要求：1000字左右，列出所有参考文献，3月 30日 24:00之前提交
至互动教学平台（BB系统）

• 提醒：后期会要求在本次写作练习的基础上形成完整的小论文，所
以请注意选题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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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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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ry page!

LATEX was unable to guess the total number of pages correctly. As there
was some unprocessed data that should have been added to the final
page this extra page has been added to receive it.

If you rerun the document (without altering it) this surplus page will go
away, because LATEX now knows how many pages to expect for this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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