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篇：研究与选题



写论文如同盖房子。前期要明确盖房子的目的，选址、设计、准备材料。中

期是房子施工。后期是房子装修。三个阶段的工作做好了，我们就能得到心目中

理想的房子。

很多大学生没有写过正规的论文，不知道如何下手。本书的上篇“研究与选

题”，就带你快速入门。

通过本篇的学习，你就会知道，论文是研究的产物，不是凭空写出来的，而

研究工作很有趣。论文的选题决定了你整个研究工作的方向，非常关键。论文研

究开始之前，需要花不少时间准备开题报告，制订完善的研究计划，让研究工作

和论文写作按照正确的轨道前进，避免走弯路、做无用功。

下面，让我们一起踏上论文研究的征程！



发现研究的乐趣第 1章

 本章导读

同学们即将完成大学阶段的学习，最后一项任务就是毕业论文。学校之所以

要大家写论文，是因为要逼着你学会做研究。世界充满未知，好奇心让我们探索

未知世界，研究的过程虽然辛苦，但充满挑战和乐趣。研究的成果对于我们职业

发展、人生成长很有意义。优秀的研究成果能造福社会，甚至能改变历史、改变

世界。

乔布斯有一句名言：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第一步就是要做好

研究。让我们一起开启研究之旅，通过研究完成论文，为改变世界打下基础！

1.1  什么是研究

尽管我们都认识“研究”二字，甚至常把“研究”挂在嘴边，但“研究”到

底是什么呢？让我们先看看实例。

1.1.1  影响人类历史的研究

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伟人，他们通过研究创造了伟大的成果。

古埃及时期（公元前 200 多年），埃拉托斯特尼根据太阳光与塔的夹角，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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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地球周长约为 40 000 千米，非常接近实际，为后来的地理、航海等提供了

依据。

2 000 多年以前，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花费 13 年，

写出了 52 万字的巨著《史记》，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记载作出了巨大贡献。

南北朝时期（约 5 世纪下半叶），著名数学家祖冲之发现圆周率 π 值介于 

3.141 592 6 和 3.141 592 7 之间，为很多数学定理与公式奠定了基础。

17 世纪 60 年代，牛顿某一天坐在苹果树下沉思，被一个苹果砸到了头上。受

此启发，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并以此构筑了经典力学的大厦。

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研究社会，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是人类发

展的必然趋势，并在 1848 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一部指导全世界无产者砸碎

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巨著。

1938 年 5 月，毛泽东在分析日本全面入侵中国、敌强我弱的背景下，发表了

著名的《论持久战》，认为战争的决定因素不是物而是人，提出了“敌进我退，敌

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略思想，成为指导我党抗日、最终打败日本

的法宝。

1960 年 7 月，袁隆平意外发现一株穗大粒多的稻株，竟然是天然杂交稻！在

此基础上，他开展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解决了中国和世界上数以亿计人口的粮

食问题。

1980 年出生的汪滔，从小痴迷玩具直升机，上大学之后持续研究，并在研

究生阶段创立了大疆无人机公司，仅用 8 年时间成为全球第一。

以上事例说明，研究工作不仅能解决研究者的困惑，还能造福社会，甚至改

变历史进程，也可以让自己获得巨大的财富。

1.1.2  研究与大学的专业

按照汉语的解释，研究的意思是主动寻求根本性原因与更高可靠性依据，从

而为提高事业或功利的可靠性和稳健性而做的工作。简单来说，就是刨根问底，

找到某种事情产生的原因，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规律等。

大学的专业很多，本书涉及其中四类：理科、人文社科、工程技术、管理。

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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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大学的专业分类

类别 理科 人文社科 工程技术 管理

研究
对象

研究大自然中有机或
无机的事物和现象的
科学

以人类的精神世界及
其沉淀的精神文化为
对象的科学

将自然科学原理应用
到生产和建设中去而
形成的多学科的技术
总体

生 产 力、 生 产 关 系、
上层建筑，管理的原
理、 职 能、 方 法、 管
理者和管理历史等

专业
举例

数学、物理学、化学、
天 文 学、 地 球 科 学、
生物学、农学、医学
等

哲学、经济学、法学、
教育学、文学、历史
学等

机 械、 电 子、 化 工、
电气、计算机、材料、
能 源、 土 木、 生 物、
环保工程等

公 共 管 理、 管 理 学、
工商管理（营销、财务、
人力资源等）、农林管
理等

实际上，各类专业相互融合、借鉴。比如，在知网的学科分类中，选择“教

育学”，下面的子学科见表 1-2。

表 1-2  教育学下面的子学科

门类 子学科

教育学
教育学原理 | 课程与教学论 | 教育史 | 比较教育学 | 学前教育学 | 高等教育学 | 成人教育学 |
职业技术教育学 | 特殊教育学 | 教育技术学 |

我们发现，有些子学科（如教育技术学）和工科相近，有些子学科（如职业

技术教育学）与管理相近。所以不能望文生义，要具体分析你所在的专业特征是

理科、人文社科、工程技术还是管理。

从表 1-1 可以看出，每个专业不同，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存在较大差

别。尽管有很多不同，但研究的核心逻辑都是相同的，即“问题驱动”：如何

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只是在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采用不同的 

方法。

1.1.3  什么样的人适合做研究

尽管专业特性不同，但每个专业都需要做研究。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研

究呢？

说到研究人员，我们通常会联想到一群人在实验室里，戴着眼镜没日没夜地

工作，这可能是媒体的误导。前面介绍的几个事例告诉我们：研究可以在太阳底

下、乡间小路上、果树下、农田里，不一定也没必要在实验室。只要你想做研究，

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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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们学校一般般，研究是名校学生做的事情。其实不然。乔布斯学

的是音乐，而且大二就退学了，他和别人一起发明了个人电脑。因为这个发明，

乔布斯后来被称为“微型计算机之父”。

有人说，学习好才能做研究，这也是错误的认识。汪滔上大学的时候，成绩

并不好。还有郭帆导演，高考失利，只能读他并不喜欢的法律专业。但他潜心研

究摄影、摄像技术，照样凭借《流浪地球》一鸣惊人。

曾经灾难深重的中国，无数先烈在白色恐怖中苦苦追寻真理，探索救国之路，

终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今天，青年人更应该珍惜和平年代的良好

环境，发奋读书、刻苦钻研，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贡献力量。

那么，研究人员最需要什么？最需要好奇心，需要发现问题的能力。

好奇心是人们遇到新奇事物或处在新的外界条件下所产生的注意、操作、提

问的心理倾向。好奇心是学习的内在动机之一，是创造性人才的重要特征。爱因

斯坦认为，他之所以取得成功，原因在于他具有狂热的好奇心。

发现问题的能力是指由遇到的事物引申多方思考，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学生学习好坏的表现形式是考试能力，而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考试能力并

不是一回事。所以，即使你学习成绩不好，只要善于发现问题（就像乔布斯一样），

照样能取得伟大的成就。

此外，勤奋、坚持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全身心的投入，是做不好研究的。

1.1.4  研究工作的价值

有些同学认为，自己水平低，毕业论文没什么用，因此糊弄一下，能毕业就

可以了。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既然不得不做毕业论文，就应该充分利用写论文的

机会，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提升自己的能力，力争取得好的研究成果。

其实，毕业论文的研究有多种价值。

（1）培养研究能力。大部分同学都没有写过毕业论文，面对论文的挑战，需

要我们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个过程可以把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需要自己

动手，对自己的能力提升很有好处。要知道，我们未来进入职场，需要面对各种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人生非常重要的竞争力。

（2）培养创新精神。发现别人不能发现的问题，提出有创意、独特的解决方

案使问题得到解决，需要创新思维。如果具备创新思维，你就可以从容面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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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挑战。

（3）提高团队合作与沟通能力。论文的研究工作需要导师指导。选题可能属

于导师课题的一部分，需要和其他方向的小伙伴们合作。调研、查资料等过程要

接触很多人，需要良好的沟通能力。这些能力对你的职业生涯很有帮助。

（4）提高写作水平。职场上，任何单位都缺少写文章的高手。如果你文笔好，

恭喜你，领导一定喜欢，你比别人有更多的上升机会。和以前考试中的写作相比，

毕业论文写作更有挑战。一定要利用写毕业论文的机会，学习文字表达、写作

技巧，让自己的写作水平大幅提高。

（5）研究成果有价值。针对发现的问题，经过辛勤研究，你提出了很好的解

决方案，就是取得了成果。这些成果包括技术或管理方案、论文、专利、软件著作

权等。你的成果就可以为企业或社会参考，对别人有启发。带着这些成果，你未来

做工作更加得心应手。

（6）有助于找到理想工作。临近毕业，很多人要找工作。用人单位总是希望

招聘到马上就能上手工作的人。因此，用人单位很看重你简历中的项目经历，包

括研究经历、实习经历，看你取得了什么成果。面试的时候，考官一定会问你以

前做过什么。如果没有参与研究的过程，不明白如何分析和解决问题，你的简历

很可能就被 HR（人力资源）刷掉。即使进入面试，成绩也不会太好。

1.2  如何做研究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进行科研的动机和目标不是发表论文、申请专利或撰写

书籍等，而是将科研成果进行推广应用，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的

发展。因此，同学们从一开始就要树立贡献社会、服务社会的观念，不是为了写

论文而做研究。

如前所述，一项研究包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三个阶段。我们在

开展研究工作之前，要了解研究有哪些过程、这些过程内在的逻辑是什么，研究

结束之后，如何写成论文。

1.2.1  研究的过程

有一天，杨老师做饭的时候，在橱柜里发现一个塑料袋里的小米生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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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袋子被啃了许多小洞，竟有蛾子飞了出来。我们都见怪不怪，但杨老师却

在想：虫子咬破塑料袋后，把塑料吃进去了吗？如果吃进去了，消化了吗？

杨老师把虫子带到实验室，发现这是一种蜡虫。通过解剖，发现蜡虫吃了

塑料，并且消化了！进一步实验发现，蜡虫的肠道微生物降解了塑料。经过长

期研究，杨老师团队培养出了微生物，并把微生物注入另外一种繁殖力极强的

黄粉虫体内，让黄粉虫去吃泡沫塑料（聚苯乙烯）。未来这项成果有望帮助人

类解决“白色污染”的难题。

这个杨老师，就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杨军教授。

从杨教授发现微生物降解塑料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研究工作有以下几个

步骤。

第一步，发现问题。杨教授是“偶然”发现蜡虫的，正如袁隆平偶然发现野生

杂交稻一样。实际上，有很多问题是人们主动发现的。比如为了攻克癌症，世界上

很多科学家研究癌症发病规律，找出破坏癌细胞的方法。我们写毕业论文，大部分

的时候是在老师的指导下主动去发现问题。如果平时在实验室、学校甚至社会上“偶

然”遇到一个很有意思而且和你所学专业相关的问题，就可以由这个问题开始研究。

第二步，分析问题。杨教授发现蜡虫能吃塑料，并没有简单地培养蜡虫，而

是进一步分析，找到蜡虫能消化塑料的原因，是蜡虫肠道内有可以降解塑料的微

生物。进一步培养这些微生物，找出效果最好的微生物。

第三步，解决问题。由于塑料很难自然降解，塑料污染尤其是泡沫塑料的“白

色污染”非常严重。杨教授以黄粉虫为载体、以微生物为手段，创造了一种黄粉

虫吃泡沫塑料并降解的方案。这个方案有望解决环境污染的大问题。

第四步，发表成果。杨教授带领团队将问题发现、实验过程、最终的解决方

案等整理成论文，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同时，这个故事还进入小学教材，激

励孩子们观察世界、发现问题。未来，这项成果有望产业化，在解决污染问题的

同时，为发明人带来财富。

当然，不同学科由于研究对象不同、采用的方法不同，研究过程会有少许差别。

1.2.2  学术研究的变量

为了让研究工作为全世界科学家共享，学术研究将研究工作归结为对变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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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其实变量并不是新概念，我们早在中学就接触过变量。研究中的变量通常

包括自变量、因变量、中介变量、控制变量和调节变量。

自变量是指自己可以控制也能引起因变量变化的因素。因变量是指因为自变

量的变化而变化的变量。自变量就是原因，因变量就是结果。例如，用力（自变

量）推动一个物体（物体重量是另一个自变量），物体就会产生运动加速度（因变

量）。这就是牛顿第二定律：物体的加速度和作用力成正比，和物体的质量成反比，

即 a=F/m。

有时候，自变量和因变量并不是直接作用的，需要有中介变量（或称中间变

量）。中介变量主要考察自变量如何影响因变量，是一种机制和原因研究。例如，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自变量）上升，会破坏臭氧层（降低臭氧层厚度）。而臭

氧层厚度减少，会引起大气层温度升高（因变量）。这个过程中，臭氧层厚度就

是中介变量。

有时候，除了自变量之外，还有些变量也会影响因变量。这些不在研究范围

而又影响因变量的变量称为控制变量。研究或实验中，我们要单独找出自变量和

因变量的关系，就要排除控制变量。

例如，企业给员工发奖金（自变量）能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中介变量），

进而提高企业绩效（因变量，如利润）。然而，还有很多因素（如产品涨价、降低

成本等）也可以提高企业绩效。因此，在研究“奖金和企业绩效”的关系时，要

把产品涨价、降低成本等控制变量排除在外。

有时候，自变量在不同的条件下对因变量的影响不同。调节变量主要考察自

变量何时（或者在什么条件下）影响因变量，是一种边界条件。

例如，在研究“奖金和工作积极性”的关系时发现，奖金越高，基层员工的

工作积极性提高越多。但对高管来说，奖金对于提高工作积极性作用不大。因此，

员工类型（是基层员工还是高管）就是调节变量。

同学们在不同的专业，试试能不能把你们专业的问题，用自变量、因变量等

各种变量表达出来？

1.2.3  学术研究的逻辑

前面说过，大学的专业可以分为理科、人文社科、工程技术和管理四类，下

面分别介绍其研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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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科研究的逻辑

理科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物质世界发生的现象以及物质现象发生过程的实质，

也就是事物之间的关系。理科研究，就是揭示事物的变量关系。理科研究的逻辑

如图 1-1 所示。

图 1-1  理科研究的逻辑

理科研究分为四个环节。

（1）发现问题。通过观察、资料分析等，发现未解决的问题（变量之间的关

系不清楚）。

（2）文献检索。围绕这个问题，通过查阅文件，了解前人已经做了哪些研究

工作。如果前人已经解决（找到变量之间的关系），则取消研究；如果问题未解决，

或者问题的外部条件不同（如推物体的时候，放置物体的地板上有摩擦力），需要

进一步研究。

（3）提出假设。假设自变量和因变量可能是什么关系。例如，假设一种药物

能杀死癌细胞，或者某种理论在某些条件下能有所改进。

（4）验证。通过模型计算、做实验、逻辑推理、实证调查等方式，验证你假

设的变量关系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它们之间是线性、二次元等关系。

通过上述四步，让当初提出的问题得到答案，这就是整个的研究过程。实验可

能做了很多次才能得到预期结果。例如，爱迪生做了上千次的实验，才发明了可以

使用的电灯泡；屠呦呦带领团队经过无数次实验，发现了抗疟药物青蒿素，让中国

医药拯救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她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理科研究得到的结论

是可以重复的，别人用你的方法应该能得到同样的结论，所以要求研究过程非常严谨。

2. 人文社科研究的逻辑

人文科学以揭示人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在



第 1 章 发现研究的乐趣 011

于探索人类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体制与关系、过程与变化、功能与效率、秩序与

规范。二者虽然目的不同，但研究逻辑基本上是一样的。人文社科研究的逻辑如 

图 1-2 所示。

图 1-2  人文社科研究的逻辑

这个过程实际上和理科差不多，从提出问题、假设、分析资料到验证，中间

可能有多次反复。

3. 工程技术研究的逻辑

工程技术的研究目的是解决工程中具体的技术问题，要设计出硬件或软件产

品（统称为解决方案）。工程技术研究的逻辑如图 1-3 所示。

图 1-3  工程技术研究的逻辑

工程技术研究多了一个环节，就是需求分析，只有分析清楚需求，后面的研

究才能得出满意的结果。和假设不同，解决方案是一套技术方案（硬件、软件或

系统设计方案），不是变量之间的关系。方案验证也可以称为可行性分析，需要从

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环境友好性等方面验证解决方案。有时候需要提出多

套方案，通过验证分析找到最优方案。

举例来说，某企业要盖个车间，怎么盖，这就是实际问题。首先分析需求：

该车间用于大型设备的装配工艺，整体单跨（没有柱子），面积不低于 5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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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不低于 8 米，要有起吊的行车等等。检索文献阶段，就是针对需求，查阅各

种技术资料，找到此类车间以前有哪些企业设计过、设计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解决方案设计阶段，先根据工厂布局、地基等因素选址和确定朝向，然后确定面

积、高度，设计房屋结构等细节。方案验证阶段，进行技术、经济等方面的评价，

看看质量、造价等是否达到要求。

4. 管理研究的逻辑

管理专业培养应用型的管理人才，要研究实际生产中的管理问题。企事业单

位有很多管理问题，如销售下滑、成本上升、不能按时给客户交货、效率不高、

客户不满意等。需要针对这些问题，查文献资料、设计解决方案、验证方案，研

究过程和工程技术专业差不多。不同之处在于，管理方案的设计，需要用管理学

理论和方法指导。

1.3  研究成果如何转化为论文

上述研究工作做完了，就可以把相关内容记录下来，按照论文的要求整理成

文。实际上在研究工作进展过程中，就可以记录、整理，作为论文的素材，最后

写成论文。

1.3.1  对学术论文的基本认识

论文有很多种，大的方面分为学术论文和非学术论文。学术论文是在研究基

础上写出来的，是需要经过专业人员评审、公开发表的，是知识创新。非学术论

文不需要以研究为基础，它可以是个人情绪的流露、偶然发出的感想、工作总结

或报告。

按照中国知网的分类，学术论文分为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和学位论文三种。

1. 期刊论文

期刊论文就是在正式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一般都需要专业审稿人评审之后才

能发表，因此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创新性、科学性、理论性和可读性是学术论文

重要的内容特点。一项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环节写出多篇文章发表。

不论什么专业，期刊论文的格式大都是固定的，如标题、摘要、关键词、正文、

参考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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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部分，结构上和 1.2.3 节的学术研究的逻辑基本一致，就是完整记载你的

研究过程。由于期刊论文的篇幅所限，需要对这些过程进行提炼，用最少的语言

表达研究成果。不同的期刊有不同的要求，需要预先确定准备投稿的期刊，按照

该期刊的格式要求提交论文。

按照论文质量，期刊论文一般分为国际上的 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论文（又

分为一区、二区、三区等）和国内的国家级（核心期刊、一般期刊）、省级期刊。

写出好文章发表在高水平的期刊上是研究者的追求。在研究过程中引用高水平期

刊的文章，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把我们的研究做得更好。

2. 会议论文

会议论文是在会议等正式场合宣读首次发表的论文，一般正式的学术交流会

议都会出版会议论文集。

一般来说，期刊论文有多位审稿人审查，要求严格，但是发表周期长。学位

论文有专家把关，有时候（硕士、博士论文）还要外审，也很严格，但是本科及

以下的毕业论文把关可能没那么严。会议论文可能有审稿人评审，也可能没有，

但是发表很快。

3. 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作者为获得某种学位而撰写的研究报告或科学论文，一般分为学

士论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三个级别。毕业论文，按一门课程计，是中专、专科、

本科、研究生学业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用于检验学生是否达到毕业程度而独立撰

写的论文。如果你所学的专业是学位点，毕业论文就是学位论文。

同学们做研究之后，完成毕业论文当然是主要的。如果研究成果不错，可以

考虑发表期刊论文或者会议论文，为自己的职业发展积累成果。

1.3.2  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

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的目的是对学生的知识能力进行一次全面的考核，

对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基本功的训练，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地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进一步深造或者进入实际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毕业论文又分为本科毕业论文、硕士毕业论文、博士毕业论文。有些学校（如

职业技术学院）没有学位授予权，毕业论文就不是学位论文。本书所指的大学生

毕业论文，可以是学位论文，也可以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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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期刊论文相比，大学毕业论文内容更多、篇幅更长，但因为是学校内部老

师评审（通常不需要请外部审稿人评审），所以要求低一些。从学习的角度来看，

我们不能因为学校要求低而不用功，应该努力在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优秀的毕业

论文。

各学校对毕业论文要求不同，基本要求有五点。

（1）思想性。论文应体现党的二十大精神，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

与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冲突。

（2）专业相关性。也就是你写的论文，要和你所学专业相关。比如学物理的，

就要用物理学方法写论文。

（3）独立性。要求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由学生自己独立完成的，不能合作

写毕业论文，更不能找人代笔、抄袭。这是学术道德的红线，不可逾越。

（4）字数。毕业论文字数一般要求不少于 8 000 字（从第 1 章到结论那一章的

字数，不包括摘要、参考文献、附录等），其中参考文献不少于 5 篇。各校规定不

同，请事先问清楚。

（5）符合学术规范。包括学术道德（不抄袭等）、内容规范、版式规范等。

1.3.3  毕业论文的基本结构

虽然各专业的研究存在差别，但本科毕业论文的样子应该差不多，通常包

括封面页、英文封面、摘要、目录、正文（第 1 章、第 2 章……结束语）、参考

文献、致谢等。有的可能还包括版权页、图序、表序、附录、在校期间参与的

项目和发表的成果等。

由于专业不同，毕业论文的结构差别很大。扫描相应的二维码查看四类专业

的论文正文部分的结构，只列到二级目录，略去了参考文献、致谢等内容，让大

家有基本的感受。

管理理科 工程技术人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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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上面几篇文章的例子，并不是说它们都是好论文。相反，这些论文的编

排方式各不相同，逻辑结构也和 1.2.3 节介绍的不太吻合。这说明，要想写出优秀

的毕业论文，难度不小。

本书就是希望能引导同学们学会研究，用基本规范的方法将研究成果转化为

较好的论文。

1.3.4  优秀毕业论文的标准

本科毕业论文是作者从事科学研究取得的结果或见解，并以此为内容撰写的

论文。论文需要能说明作者确已较好地掌握了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

基本技能，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因此，优秀的毕业论文需要具有以下特征。

（1）选题新颖，价值性强。论文的研究始于选题，题目选得好，对所在专业

的理论有提升作用，能解决社会实际问题，这是优秀论文的首要要求。

（2）研究过程完整，科学性强。论文是研究的记载，如果研究工作不完整、

不严谨，所得到的结论不可靠，即使妙笔生花，也没有科学价值。

（3）写作符合规范，学术性强。从文章的论证逻辑、结构到文字表达，都要

符合学术规范。论文排版也要专业，体现学术研究的特点。

（4）研究自己完成，独立性强。毕业论文是对学生大学阶段学习成果的检验，

需要学生独立完成，不允许存在抄袭等学术不端问题。

本书后面各章将介绍如何选题、如何设计研究计划、如何谋篇布局、如何写

作和规范化。希望和同学们一起努力，朝着优秀论文的目标前进。

 本章思考题

1. 你所在专业中，你最佩服哪位专家？收集资料，写出该专家的简介，总结

其值得学习的地方。

2. 回顾你自己做过的研究，或者观察老师的研究，详细描述研究过程。

3. 将你做过的研究，用变量的形式进行表达，画出变量关系图。

4. 阅读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各 2 ～ 3 篇，写出二者相同与不同的分析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