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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3/2021_2022__E8_87_AA_

E8_80_83_E6_AF_95_E4_c67_153305.htm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本科”段结业后要做“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后即可拿到学

历。其“重要性”，实不言自明。关于毕业论文的撰写，有

以下几点“心得”可资参鉴： 1、选题要“准”：不大、不

小，不空、不涩。太大，掮不动；太小，使不上劲。题“空

泛”了，容易“为写而写”；题太“涩”，很难一气呵成。

所谓“论题选得好，即成功了一半”，即是此意。 2、举“

纲”张“目”，顺“理”成“章”。写论文，“间架”第一

。“纲”即总论点；“目”即分论点。大、小“论点”都张

开了，“间架”即成；然后，顺“理”（论点）而论（分析

、论证），自然成“章”（段或部分）。刘勰说：“论如斫

薪，贵能破理。”斫薪是劈柴，破“理”是顺着事物内在纹

理去劈，这说得是很对的。 3、论文写作，惟“新”是求。

可以说，“新”是一切学术论文的生命！“新”，就是说自

己的话，讲自己的“发现”；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有

创造、有新意，其文则“生”；无创造、无新意，其文必“

亡”。所谓“一招鲜，吃遍天”，既是此理。 4、新和“独

特”有关。所谓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人转我

弃--重新开辟新天地！以“论文”而论，“新”亦有多种：

“通说”的否定；“前说”的补充；“异说”的辨证；“成

说”的质疑；发现新“材料”；提出新“观点”；填补研究

“空白”；论述有新“角度”；研究有新“方法”等等。这

正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文不在



长，有“新”则“行”！ 5、会“比较”，凸“个性”。比

较是认识事物最基本的方法。一般说，事物的“特点”或“

个性”（如某一作家、作品），其实就是通过“纵”的（历

时行）和“横”的（共时性）比较当中分析得出来的。所谓

“操千曲而后知音，观千剑而后识器”，说的亦正是此意。

多比较，善分析，大益。写论文尤其如此。 6、要学会查找

、使用各种工具书。要尽可能地引用第一手资料。论文“参

考文献”要全面标出，除表明笔者治学严谨外，也是对前人

劳动成果的尊重。论文“注释”要准确、完整、规范（毕业

论文的注释最好用尾注）。 7、论文格式。题目（一般在20个

汉字以内，可有一副题）；作者；提要（为中文内容提要

，200字左右，文字要概括，力避主观评论和价值判断，一般

还须译成英文）；关键词（一般为3－7个，中间以“；”隔

开）；正文（包括分节等）；参考文献；注释等。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