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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材料搜集的过程中就开始了。搜集材料的过程，也就是

阅读材料的过程，不要把材料的搜集与阅读割裂开来。在论

文材料的阅读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论文材料的

阅读是一种以研究课题为中心的专题性阅读。论文材料的阅

读不是一般的无明确目的的阅读，它要求研究者以课题为中

心，紧密围绕着课题，以课题的需要为目标范围进行阅读。

这是一种有着明确的论文写作的动机、目标、任务、对象、

条件的阅读。因此，论文材料的阅读是一种有着高度选择性

的阅读，研究者必须根据课题的需要选择阅读的对象，面对

丰富的密集的知识信息，做到“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

所为”。 2．论文材料的阅读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性

阅读。论文材料的阅读与以获得知识为目的的学习性阅读、

以陶冶情操为目的的审美性阅读、以娱乐为目的的消遣性阅

读不同，它是一种以发现问题、探索问题、解决问题为目的

的研究性阅读。研究性阅读要求通过阅读揭示事物之间内在

的关系，将材料中饱含的人类集体的创造性智慧吸收、转化

成为自己的新认识、新思想、新方法。研究性阅读的过程是

积极思考，创造性接受知识的过程。研究性阅读不仅要把握

材料表面的、明确的内容与意义，更要善于发现和挖掘隐含

在材料深层的非确定性的内容和意义。研究性阅读需要研究

者对材料中的思想、意义、作用、价值、方法、材料来源以

及问题、缺陷等方面做出正确的、适宜的评价。因此，研究



性阅读并不拘泥于某一本书或某一篇文章，而是要根据课题

研究的需要同时对同一研究领域甚至不同研究领域的各种材

料进行横向的或纵向的比较，要求把不同材料中的相关部分

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地考察，以求激活思维、提升认识、形

成思想、创新方法。 3．论文材料的阅读是一种有明显学科

特点的专业性阅读。论文材料的阅读由于研究课题内容的规

定性而具有明显的学科性、专业性特点。不同学科、专业的

课题，由于着眼点不同，材料的阅读重点也有异。例如，语

言学方面的材料阅读时应该注重的是文字、词汇、语法结构

、修辞现象等；文学方面的材料注重的是作品的人物、情节

、结构、手法、风格等；管理学方面的材料注重的是决策、

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绩效评价等；经济学方面的材料

注重的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全过程以及影响资源配置的因素，

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 4．论文材料的阅读是一种

非常讲求阅读方法的技巧性阅读。写作论文需要阅读大量的

材料，面对众多的材料写作者要根据材料对于研究的重要程

度，分清主次，采取不同的阅读方式。对于一般性的材料，

可以采取快速阅读的方式作大致的了解，对于重要的材料，

则要采取精读的方式深入细致地进行阅读。 快读法。这是一

种强调阅读的速度而非阅读的质量的方法，它重在感受材料

信息的密集程度而不是理解材料的广度和深度。在材料搜集

的初始阶段由于研究者还很难辨别材料孰轻孰重，因此，在

阅读时可以采取快速阅读的方法。研究者可先根据课题的基

本研究方向，确定材料大致的阅读范围，采取浏览、跳读、

泛读的方式进行一目十行的扫描式阅读或书目式阅读。通过

对信息密集程度较大的书名、目录、序言、摘要、标题、重



要的语句、段落、章节、图表等的重点翻阅，获得对材料基

本内容和重要思想的大概了解和整体上的感受，追求在尽可

能短的时间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把握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知识信

息。快速阅读的方法适用于论文选题刚刚形成之时。为了迅

速了解该学科的知识背景、研究的历史、现状、趋势、前景

等，研究者必须在短时间内对所有与研究课题有关基本材料

进行广泛的、全面的阅读，以便积累知识，提升自己的感受

和体验能力，丰富自己的思想厚度，激活自己的创造力。快

速阅读是论文写作时面对浩如烟海的材料的一种必要而有效

的选择性了解，是查找资料的必需手段。在大多数的研究中

，研究者都要在短时间内根据材料的基本内容对材料的价值

作出大概的判断，以便决定材料的取舍。这就要求研究者具

有敏锐捕捉信息和准确判断信息的能力。这种对材料的敏感

性对于研究工作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广泛的浏览、快速的阅

读反过来也是提高研究者材料敏感性的良好途径。 精读法。

与快读法相反，这是一种强调阅读的质量而非阅读的数量的

方法，它重在深刻理解材料信息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

新。精读之“精”字主要体现在三点：一是细致；二是深刻

；三是思考。在对众多的材料做了快速的广泛浏览，对于课

题的研究背景有了基本了解之后，研究者就要进入到对重要

材料的精读阶段。精读首先要求阅读时对材料进行逐字逐句

的深入细致的钻研，通过反反复复的咀嚼、品评、分析、比

较，获得对材料整体内容和各部分之间内在关系的清楚认识

；然后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地阅读思考，以达到对材料的

深刻理解，获得扩张性的认识，实现材料的增值。精读对于

论文写作而言既具有奠基性的功能又具有模仿性的功能。奠



基性的功能是指论文写作者在研究开始阶段必须把那些专业

学科领域中经典的教材、理论论著、方法论书籍、著名学者

的重要论文等等作为自己的入门之书、根底之学，由点及面

、由浅入深地进行反复的精读，达到积淀坚实的专业知识基

础的目的；模仿性的功能是指论文写作者通过精读可以了解

材料中所显现的独特的思维方式、研究视角、研究方法。表

达思路、结构方式、论证技巧、语言风格等等，从而自觉或

不自觉地获得论文写作的基本训练。在精读时通过对材料内

容、结构、方法、技巧的换位审视，阅读者可以在较短时间

内掌握论文的思维方式、表达规范和技巧，形成自己的创造

性表达能力，迅速提高论文写作的水平。可以说，精读材料

是研究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掌握精读的方法和技巧是论文写

作者的一项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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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