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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定研究选题

  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是选题。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

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
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

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学术论文选题,是指作者根据自己的专长和兴趣,选择学术论文的写作主

题。具体而言,首先要选定一个研究的对象、目标,一个所要研究的问题,然后

产生一个适当的题目。论文选题一经确定,就基本界定了写什么问题及其涵盖

范围,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题好一半文”,学术论文选题在学术论

文写作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小问题】
在进行学术论文选题之前,问自己几个问题:

• 你的论文打算探讨什么问题?

• 你的论文希望达成什么目标?

• 你的论文会与前人的研究成果有什么不同之处?

• 你有哪些资料和材料可以有效加以利用?

 3.1 学 习 目 标

1.了解确定研究方向需要考虑的5个常见因素

(1)应与兴趣结合;
(2)应考虑自己的能力;
(3)范围应大小适中;
(4)资料应能够获得;
(5)应具有创新性。

2.掌握选择研究课题的思路

(1)获取备选题;
(2)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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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衡量、研究选题是否具备可行性。

3.掌握确定论文题目的要求

4.理解拟定论文提纲的作用,了解论文提纲的写法

 3.2 确定研究方向

学习了某个专业,也就有了一个大的研究领域,进而就需要确定研究方向,可以从以

下几方面入手。

1.应与兴趣结合

确定研究方向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个人在日常生活

里,没有兴趣的事,不会去做。如果勉强去做,也会做不好。写论文的情形跟做事情一样,
能符合自己的兴趣才有可能写好。对某一学科有兴趣,不完全等同于对同一研究方向有

兴趣。在同一学科中,学问的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别。
可以问自己这样几个问题:所学专业是否感兴趣? 所在学科是否感兴趣? 所在学科

的研究方向有哪些? 不要轻易抛弃已有的专业基础,要学会充分利用专业基础和专业优

势。例如,如果本身是语言学专业,但是对于自然处理十分感兴趣并且不排斥编程,则可

以通过多参加语料库建设等项目实践进行交叉学科研究。此外,要了解所在的专业所属

的学科类别,属于哲学、历史、文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哪个门类。如果对于专业所

在的门类也比较感兴趣,则可以深入了解这一学科的研究方向有哪些。例如,研究历史,
可以具体化为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制度史等;研究中国文学,可以具体化为文

学理论、古文、诗、词、戏曲、小说等;研究中国哲学,可以具体化为儒、道、佛等。
如果发现自己暂时没有什么专业兴趣,也不要着急。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可以尝试通

过写作实践去培养兴趣。思想的火花转瞬即逝,要去时刻记录和关注你认为有价值的想

法,记录你感兴趣的每一个能够、愿意或者可能研究的题目。记录一段时间后,对比哪个

题目更有吸引力、更具有可行性或者更具有学术价值。如果这个题目总是出现在你的脑

海里,不妨尝试去做这方面的研究。

【小建议】
不要在没有了解专业的情况下,就对某个专业投“反对票”。在学科交叉日益

密切的今天,很多核心素养和能力在众多专业中都是共通的。要去了解所学专业,
挖掘对其的兴趣,寻找专业和兴趣的交叉点。兴趣只能起到“领进门”的作用,完成

任何有难度的任务都需要“专注+认真”。先定一个能实现的小目标,一步步来!

2.应考虑自己的能力

确定研究方向考虑的第二个因素是自己的能力。通常来讲,本科4年、硕士2~3年、
博士3~4年,时间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里如何对学术研究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一定

要考虑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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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要做的研究是否涉及外文文献? 外语阅读能力是否过关? 例如,如果想要研究

明末朱舜水对日本儒学的影响,就要判定一下,自己两三年内能否充分利用日语文献,并充

分了解江户时代的学术文化背景。如果想要研究清末民初中日双方的学术文化交流,中方

学者的资料也许较易掌握,日方文献的研究成果,大多是用日文发表,自己是否有能力阅读。
再如,是否具备相应的研究能力? 例如,自然信息处理是一个交叉学科,要考虑学习

计算机科学和语言学基本知识的能力。如果想用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传统学

术问题或做东西方学术问题的比较,要考虑吸收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能力。
3.范围应大小适中

确定研究方向考虑的第三个因素是研究方向的范围应大小适中。所选的研究方向应

该具有层次性。例如,以研究哲学为例,即使针对同一个研究对象,其研究层次也是不同

的(表3-1)。

表3-1 研究方向范围应大小适中

学 科
层  次

第 一 层 次 第 二 层 次 第 三 层 次 第 四 层 次

经 学
春秋三传研究 《春秋公羊传》研究 《公羊传》的政治思想 《公羊传》的夷夏观

朱子思想研究 朱子之经学思想 朱子之诗学理论 朱子之淫诗说

哲 学
先秦道家思想研究 庄子思想研究 庄子的自然主义 庄子《养生主》研究

明代思想研究 阳明学派研究 管志道思想研究 管志道的三教论

史 学
清代外交史 晚清对外交涉 曾纪泽的外交 曾纪泽与中俄伊犁交涉

民初史学思想研究 古史辨派的史学理论 顾颉刚的史学理论 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

文 学
唐诗研究 盛唐诗研究 杜甫诗研究 杜甫“三吏”“三别”研究

日据时代新文学研究 日据时代小说研究 杨逵小说研究 杨逵《送报夫》研究

  另外,研究方向的范围应具有伸缩性。如果最开始的研究定的研究方向范围较大,但
是有深一层的认识后,能够有把研究方向范围缩小的余地。如果一开始就将研究方向的

范围定得过小,容易格局太过狭隘。此外,也应当结合可以投入研究时间的长短、数据的

多寡等因素来确定研究方向的范围。
4.资料应能够获得

确定研究方向考虑的第四个因素是研究资料的可获得性。例如,想要研究日本江户

时代的“尚书学”,其相关数据都存在日本的图书馆,取得数据是相当高难度的事情。再

如,想要研究趋势型数据,那需要获得某领域(如股票)具有这一特性的数据,否则只能是

空中楼阁,无法开展研究。
5.应具有创新性

确定研究方向考虑的第五个因素是研究方向应当具有创新性。研究方向切忌陈旧,
要从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等视角去创新。很多学术研究是纵向扩展,即接着

做、接着说,向纵深累积,体现学术发展的演变,可以批驳已有研究的错误、纠正偏颇,也可

以补充前说、有所进步。还有一些学术研究是横向扩展,即开展原创工作,去研究前人没

有研究过的方向,大胆探索前沿、填补空白。总而言之,要尽可能选择前沿、热点和难点问

题进行研究,可以根据本学科最新权威综述文章确定前沿、热点和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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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对已有文献资源进行检索的方式,来确定自己的选题是否新颖。仍然是那

句话:创新性是区别学术论文与非学术论文的分水岭。科学研究是对已有知识产品进行加

工后得到新的知识产品,而已有知识产品经过宣传普及后未改变原有知识产品(图3-1)。

图3-1 科学研究与宣传普及的区别

【小建议】
确定研究方向要考虑的5个因素不仅仅对学术研究有帮助,也是在申请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挑战杯等各级比赛和项目之前,需要仔细考虑的几个问题,
它们关系到项目的成败。

 3.3 选择研究课题

在确定了研究方法之后,需要在研究方向下选择一个合适的研究课题,即进行“选题”。

3.3.1 获取备选选题

为了获取备选选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征求专家的意见

如果有机会可以就选题征求专家的意见。比如参加学术会议与专家进行面对面交

流,向专家发送邮件讨论自己的研究方向,或者以当面拜访的形式征求意见。当然,一般

来讲,可能因为害羞等不会这么主动去寻求专家的意见,但是也不要忽视身边“小专家”的
意见,可以询问同一专业的学长学姐、同一课题组的师兄师姐,去多听取他们的意见,请他

们帮忙判断自己的备选研究选题是否可行,对资料获取等有何建议。

2.征求导师或指导教师的意见

确定选题要征求导师或者参加项目的指导教师意见,有时导师会确定一个选题,就免

去了自己确定选题的过程。但如果是导师确定的选题,一定要在确定选题后、开始进行研

究的早期阶段就与导师交换对于选题的理解,最好定期与导师见面,将整个过程向导师汇

报,这样导师才能因材施教、给予相应的指导。

3.关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出现的问题

确定选题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是要关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从中凝练出

科学问题。

4.通过阅读大量文献获取研究信息

确定选题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阅读大量文献。通过广泛地阅读本领域文献,从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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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本领域的学术争论、学术热点、学术难点、学术前沿等。可以先阅读领域内的综述型论

文,再阅读专门性的研究型论文,做到由宽到窄地缩小关注范围,聚焦研究方向。注意不

要只读国内文献,也要兼顾国外文献。文献获取后,可以采取先略读再精读的策略,慢慢

地将研究聚焦于某一个具有可行性的创新点上。
5.在交叉学科中发现问题

随着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日益增强,出现了很多交叉学科,为研究选题提供了新的思

考落脚点。例如,数字人文在近几年快速兴起,以往人们认为与计算机相距较远的学科都

在纷纷拥抱信息技术、融合信息技术,很多项目不是单靠某一个学科就能完成。例如,随
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围绕此可以展开对中国古籍的活化

工作,利用基于深度学习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中医古籍进行挖掘就十分有必要。再如,
在新冠疫情期间,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不能有效开展,因此就需要进行有关国际中文智慧教

育平台的建设,必然会催生出相关的学理问题。
6.通过权威基金委发布的“课题指南”获得科学选题

可以通过各级项目管理委员会发布的“课题指南”获得选题。例如,某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指南[16]、某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17]、某年度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申报指南[18]等。阅读项目申报指南,了解学科最前沿需求,避免闭

门造车。

3.3.2 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

在获取了备选选题后,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前人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
首先,要围绕研究选题搜集前人研究成果,从多个方面对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例如,

前人研究成果的数量有多少? 研究成果的类型分布如何? 是以论文、著作,还是专利的形

式发表较多? 发表的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等的数量和比例有多少? 著作中的专

著和编著的数量和比例有多少? 各种研究成果是在何时完成的?
其次,要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质量进行一个判断,通过仔细研读,判断是否还有继续研

究的空间、已有研究是否存在新的可增长点。
最后,对前人研究成果所处领域的研究空白、薄弱环节进行识别。在此基础上进行创

新,要么接着做、接着说,要么开展原创工作。无论怎样,确定的选题应该是既严肃又适合

学术研究的,而且必须与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存在某种持续性的联系。

3.3.3 衡量研究选题是否具备可行性

对备选研究选题及其前人研究成果有一定了解后,要从自身的研究兴趣、研究能力、
资料可获得性、研究创新性、研究范围等方面分析某一研究选题是否具有可行性。

应当将研究范围缩小到自己能够把握的程度,从而将研究方向缩小为特定选题。例

如,可以从时间维度上限定在自己能够把握的时间段,进行“泰国中小学汉语教师发展的

历时考察:1939—1992年”;可以从地点维度上限定在特定、单一的地点,加强针对性研

究,从而避免题目泛化,进行“泰国东北部汉语专业调查研究”;可以从情境维度上限定,将
主题限定在某个水平或级别,进行“交际任务在初级口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中级阶段留

学生书面语篇表达偏误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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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手查一查】
请仿照本节介绍的选择研究课题的思路,为你的结课小论文选择一个合适的

研究课题。

 3.4 确定论文题目

确定了研究课题之后,就要为论文确定一个适合的题目。题目,就是一篇论文的“名
字”。题目就是用简单的文字将论文所研究的关键问题和核心思想表述出来。题目应当能

够吸引读者眼球,突出所关注的研究焦点,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但是,拟定题目并不容易,可
以初步拟定一个题目,完稿后再修改,即在论文完成后再最终确定一个反映论文内容的题目。

论文题目要满足如下4个要求。
1.准确

论文题目要能准确反映论文内容。例如,几位同学围绕着“宁夏花儿数字化推广”进
行研究,是个团队工作。其中一位同学的毕业论文是“围绕花儿网站设计和管理数据进行

研究”,如果题目拟定为《基于B/S架构的花儿戏曲网站的设计与实现》显然是不合适的,
范围过大,应当具体化为《花儿网站的设计与数据管理》。

2.精练

论文题目一般要求在25字以内,言简意赅,直接表明主题。必要时添加副标题。例

如,进行“被赞助活动和赞助品牌间形象转移影响因素”的分析,有必要进行实证分析,但
是不可能面面俱到,可以通过副标题形式限定基于的数据,因此可以拟定诸如《影响被赞

助活动和赞助品牌间形象转移的因素———基于蒙牛酸酸乳赞助超级女声的实证研究》这
样的题目。

3.醒目

论文题目应当是醒目的,明确指出研究采用的方法和研究问题。例如,《基于卷积神

经网络的铁轨路牌识别方法》就直接明确表明了采用卷积神经网络对铁轨路牌进行识别,
使得读者一看题目就能明确知道研究的创新点和研究主题。

4.新颖

论文题目应当是新颖的,老生常谈不适用于论文题目。例如,《基于K-means的金融

数据聚类研究》这一题目就太过基础和普通,针对这一问题早已经被研究充分且有新进展

了,应当研究新问题、新现象。
初学者容易将论文题目的命名定得过宽、过大,使得读者难以把握文章研究的核心问

题。例如,《我国消费者的价格感知行为研究》这一题目中“我国消费者”太宽泛,一般的研

究都不可能将一个样本的研究扩大到“我国消费者”整个人群,而且“价格感知行为”内涵

很宽,不能落实到对降价幅度的感知和购买意愿两个具体问题上。这一题目,对于期刊论

文来说,体量有些大,但对于博士论文来说,差不多合适。再如,《降价表述方式与消费者

感知的降价幅度和购买意愿》这一题目就抓住了“降价表述方式”“消费者感知的降价幅

度”“购买意愿”这几个所要研究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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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以通过所在学科专业期刊已发论文的题目,去揣摩论文题目命名的特点和方

式。例如,期刊《计算机学报》发表的很多学术论文中都用了“基于”字样来体现其采用的

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亮点(图3-2),例如“基于深度学习的情感对话响应综述”“基于双向

生成对抗网络的感知哈希图像内容取证算法”“基于超图的多模态情绪识别”。通过研究

不同期刊的论文题目,读者能够发现不同期刊的侧重点,便于投稿定位。

图3-2 期刊《计算机学报》发表的学术论文题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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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手查一查】
请从CNKI上检索自己感兴趣的主题,针对其中的20篇文献题目进行仔细阅

读,看看能否通过题目识别出每篇文献的重点。

 3.5 拟定论文提纲

能够拟定出论文的写作提纲,即将论文的篇章结构、基本骨架均确定完成才算是完成

一个合格的选题工作(图3-3)。

图3-3 学术论文的写作提纲确定示例

3.5.1 拟定论文提纲的原则

拟定论文提纲要遵循以下4个原则。

图3-4 论文各部分之间要有逻辑性

1.论文提纲层次要清晰

论文提纲要有明确的文档结构,在论文的基本结构基础上,要能够把研究内容细化为

若干一级标题,一级标题再细化为二级标题乃至三级标题,才算对论文选题有了明确的理

解和认识。

2.论文提纲完整统一

论文提纲应当是完整统一的,不能遗漏重点章节。

3.论文各部分之间要有逻辑关系

论文提纲不要出现逻辑性错误,各个部分之间应当

是有逻辑关系的。论文为什么采用“①②③④⑤”顺序,
而不是“⑤①②③④”顺序,这些问题都要思考后再确定

(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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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论文提纲要符合论证结构

常见的“总—分—总”是经典结构,也适用于学术论文写作。

3.5.2 论文提纲的结构

论文提纲中至少要包括如下几部分(注意不是这几个章节)以建立论文结构骨架。

1.题目

初步拟定一个题目,后续可以再修改。

2.引言

预留出引言论述的几层含义提示语(详见第7章),具体内容可以待填充。

3.正论

是论文的重点部分,要能够细化为若干一级标题、二级标题等,详细列出结构,有何总

论点及哪些下位论点,列出从哪几方面、以什么顺序论述,进行层层深入与推理。

4.结论

预留出结论部分的几层含义提示语(详见第7章),具体内容可以待填充。

5.参考文献

列出对于选题很重要的支撑性文献。

6.附录

可以将不方便全部写入论文正文的图表、调查问卷、采访对话等资料放入附录。也可

以不设置附录。

3.5.3 论文提纲的写法

论文提纲的写法主要有两种:标题式写法和句子式写法。

1.标题式写法

采用简要的文字写出标题,只要能够把这部分内容概括出来即可。这种写法简明扼

要,一目了然,但很有可能只有作者自己能明白其中含义。

2.句子式写法

以一个能表达完整意思的句子把该部分内容概括出来,这样每部分的含义具体而明

确,别人也能看懂,更适合沟通。

3.5.4 论文提纲的举例与分析

以笔者曾经完成的一篇学术论文《高校图书馆参与自主 MOOC平台资源建设研

究》[19]为例,讲解论文提纲的写法及作用。这篇论文围绕图书馆如何参与高校自主

MOOC平台资源建设进行研究。
在论文写作之初,确定了研究选题后,拟定的题目是《高校图书馆参与自主慕课平台

资源中心建设研究》并且撰写论文提纲(图3-5左边),包括“引言”“国内高校的慕课实践

方式”“高校图书馆在慕课资源建设中的作用”“高校图书馆参与慕课资源建设方案”“高校

图书馆参与慕课资源建设的难点分析”“结语”和“参考文献”7部分。在“引言”的研究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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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中对“慕课”进行了“MOOC”标注、指出其为图书馆带来的新挑战,然后对4个一级标

题依次进行论述,对其中“国内高校的慕课实践方式”和“高校图书馆参与慕课资源建设方

案”都分别提供了可以进一步扩展的论点或二级标题,最后在结语部分提到本文研究可以

为嵌入式学科服务提供基础。

图3-5 论文提纲的举例与分析

随着研究过程的落地和展开,我们对于研究问题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论文提纲在发

生变化(图3-5右边)。最终成文的论文题目是《高校图书馆参与自主 MOOC平台资源建

设研究》,摒弃了选题时对“慕课”这一翻译的使用,而是直接采用广为接受的“MOOC”一
词,然后在引言部分加入了对研究意义的理解,即图书馆参与 MOOC平台资源建设能够

为提供深层次的学科服务做准备。并将“1国内高校的慕课实践方式”变更为“1国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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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参与 MOOC的实践分析”,从而可以将不同 MOOC实践方式带给图书馆的机遇、高校

图书馆在自主 MOOC平台资源建设中的作用(原有的第2章节)囊括进来进行论述。然

后,细化原有的“3高校图书馆参与慕课资源建设方案”为“2高校图书馆参与自主 MOOC
平台资源建设的建构模型”,突出论文的研究贡献。再在原有的“4高校图书馆参与慕课

资源建设的难点分析”上加入对关键点的分析,变更为“3高校图书馆参与自主 MOOC资

源建设的关键点和难点分析”,并且展开进行论述,提供更加翔实的论述依据。

【动手做一做】
请仿照本节课讲述的确定研究课题的四个步骤,结合在CNKI中的检索实践,

为你的结课论文确定一个合适的选题,并用不超过25个字的题目来表示。

 3.6 扩 展 阅 读

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是用来介绍和证明将要开展课题的研究目的、意义、作用、目标

等的说明性文件,旨在阐述、审核和确定学位论文/设计的题目(选题)。学士、硕士、博士

各阶段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字数要求不同,但基本部分包括: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

究现状和趋势、本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拟采用的方法、预期达到的成果、工作进度计划、参考

文献列表。详细内容可参考“附录A 北京语言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和“附录B
北京语言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记录表”。

 3.7 小  结

本章讲解在撰写学术论文之前,论文作者首先需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这
个方向应该有明确的主题、范围和数据,再在研究方向上通过多种方式选定一个课题,在
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空白点和确定可行性后,初步拟定一个题目和论文提纲,然后论文作

者开始进行研究和写作活动。

 3.8 练 习 题

1.请为你的结课论文(科技类的综述型论文)拟定一个题目,25字以内。

2.用1~2句话,说明你的研究目标。

3.利用CNKI检索一次与你研究选题相关的文献,通过阅读篇名、关键词、摘要,选
择最相关的文献进行下载(数量以15~20篇为宜)。

① 上传下载的相关文献截图。

② 阅读论文,为撰写结课论文提纲做准备(可以提前着手)。

③ 做读书笔记,为进行参考文献引用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