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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A6_E8_B5_84_E6_c39_272587.htm 通过材料的搜集、阅

读和记录，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材料，但这些材料仍然非常凌

乱，处于分散的状态。我们不能把搜集、记录下来的材料立

即原封不动地写人论文之中。只有经过鉴别、比较、分类、

分析与综合、概括、统计等一系列的整理工作，研究者才能

称得上真正地占有材料，材料才能被论文所用。材料的整理

过程是一个对材料的再认识过程，一个对材料进行加工的过

程，一个积累写作能量、酝酿写作冲动的过程。材料的整理

工作就如同酿酒一般，放入酿酒的原料后，需要让原料在酒

缸中发酵一段时间，才能成为酒。文章的作者，尤其是论文

的作者也需要通过整理这一过程对搜集到的材料进行反复地

体验、感悟、解读，才可能把外在的材料变成自己的见识，

才能得心应手地驾驭材料。通过整理使材料条理化、系统化

，既加深了对材料的理解和认识，又可以从中发现缺漏，及

时加以补充。整理材料所要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1，鉴别。鉴别的主要任务就是验证材料的真伪，评估材料的

价值。获得材料之后，对可能写进论文的重要材料的真实性

和价值还要做进一步的验证和评估，以保证其准确性和说服

力。马克思对《资本论》中所有的引文和资料包括每一个事

实、每一个数字都进行过认真地考证。恩格斯曾经说马克思

引文的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而这惟一的一次怀疑经

过20多年的争论其结果是让任何人从此都再也不敢怀疑马克

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验证评估的方法很多。通过查核材



料来源和出处、搜集材料时的主客观条件、采用的方法等查

证、核实材料的可靠性和质量的方法可称为查核法；通过各

种不同来源的同一类材料的相互印证以辨别真伪和优劣的方

法可称为互证法。同类材料的比较中如果发现许多材料存在

出人甚至矛盾，那么这部分材料就属于可疑材料，应该继续

搜集同类材料，待材料更加全面、充足时再作判断。互证法

也是发现材料是否有遗漏之处的好办法；通过深入。细致地

分析材料内容的逻辑关系的科学性、合理性来辨别材料质量

的方法可称为内证法。有逻辑矛盾的材料必然是不完整的或

不真实的可疑材料或错误材料。发现不合事理、不合情理的

材料就要大胆地怀疑，新的发现很多时候都源于对材料的质

疑。 2．比较。比较的主要任务是把有关的论文材料放在一

起对照，目的在于找出其性质、特征、作用等方面的相同点

和不同点，以便确定材料间的联系和区别，为分类打下基础

。比较材料的过程是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区别优劣的

过程。通过正比较，寻找出材料之间的共同之处即共性，可

以发现材料的抽象性和普遍性；通过反比较，寻找出材料之

间的不同之处即差异性，可以发现材料所反映事物的本质特

点的矛盾；通过正反面相结合的比较，可以全面地了解材料

的特征，更深刻地理解材料。论文材料非常庞杂，比较的任

务十分艰巨。比较一定要在同一标准下进行，不要把毫不相

干的或虽然相关但背景、条件等极不相同的材料放在一起比

较。一定要从材料表面的相似性人手直至找到其实质上的相

似性，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3．分类。通过比较之后

，就可以按照材料的异同程度，对材料进行分门别类的处理

。分类工作类似于数学上的合并同类项。分类是科学研究的



入门，任何学科都需要将研究对象分类以后再分别进行研究

。分类有助于明确认识研究对象的属性和各因素间的相互关

系，是作者进行深入地有序地分析研究的基础；同时，如何

分类也体现了作者的创造性。因为按照什么标准，依据何种

逻辑进行分类本身就蕴含了作者个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对问

题独到的认识；并且，分类还为今后撰写论文时有条理地表

达做好了准备。在论文材料的分类中，要按照事物的内部联

系来分类。分类要按层次进行，我们可以先把具有相同性质

的材料分成几个小的类，再把几个较小的类集合成一个大类

，依此类推。所分的每一个小类之间要有内在的共同性，每

一小类组成的各个大类也要有内在的共同性，只有这样才能

把它们按类排列在一起。不同层次的类有不同的标准，但同

一层次的分类中，一定要使用同一标准，这样才能保证同一

层次的各类材料都有各自的范围，避免前后重合交叉的混乱

现象，使分类后的各个事物之间有清楚的界限，从而使材料

从零散、杂乱的状态转变成为一个条理清楚的有序的系统。

下面我们介绍四种在整理论文材料的过程中经常使用的分类

方法： “阶段分类法”。这是一种按照研究对象发生、发展

的变化阶段进行分类整理的方法。如我们研究某个地区经济

的发展情况，就可以按照该地区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来整理

材料，十分清晰有序。 “逻辑分类法”。这是一种按照所研

究问题的逻辑关系，即逻辑学中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及其相互

间的关系进行分类整理的方法。如研究社会这个问题，我们

既可以从概念的本质属性角度，把社会分成原始社会、奴隶

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个形态，

并按照这五个类分别归类材料；我们也可以从概念的外延角



度，把社会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几个方面，并按

照这些方面来归类材料；我们还可以按照其内在的相互关系

，把社会分成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等等。 “

观点分类法”。这是一种按照一定的观点，把材料中所有与

这个观点同类的论点、论据等组合成一个系列进行分类整理

的方法。“一定的观点” 既可以是总论点，也可以是分论点

及其下面更小的论点。按照观点统领材料本来就是论文写作

的基本要求，因此，按照观点进行材料的分类整理将大大提

高论文写作的效率，可以迅速地使研究者对于各类材料的认

识达到理性的高度。例如，有一位研究者从工作环境将对思

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产生巨大影响的观点出发，把思想政治

工作的环境分为激励型环境、消极型环境、恶劣型环境三个

类型，提出了三个不同的环境将对思想政治工作产生三种不

同的作用力，即激发力、消沉力和破坏力的观点。整理论文

材料时若从这三个观点出发，把与各类环境的特点和作用力

相关的材料纳入不同的类别之中，研究起来将十分方便。“

观点分类法” 是论文写作者最为常用的方法，当然，采用这

种方法的前提是研究者分类前已经对材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

研究，形成了对于所研究问题的大致的看法和观点。 “项目

分类法”。这是一种按照材料的内容属性及其今后将在论文

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分类整理的方法。例如我们可以把材料分

为理论类、事实类、心得类。同属理论类材料，我们又可以

按照概念、观点、政策、法规、名言警句等分别归类；事实

类可以按照事例、数字、图表等分别归类；心得类可以按照

观察所得。调查所得、实验所得、阅读所得等分别归类。这

些材料将分别成为今后写作论文时理论论据、事实论据以及



观点的来源。因此，“项目分类法”既适用于刚刚开始接触

材料，对材料间的逻辑关系还缺乏明晰的认识，观点尚未形

成之时的整理分类，同时，它又适用于研究阶段的工作已经

完成，进入到论文构思阶段，对已经按照前面三种方法分类

整理过的材料，再次进行写作前的梳理、布局。从这个意义

上可以说，对材料进行项目分类是所有论文写作都必须经过

的一个环节。 4．分析与综合。分析是指对材料尤其是典型

材料从各个类别以及各个部分分别加以考察，以求获得对材

料各个方面的较为本质的认识。经过分析的材料由于尚未反

映整体本质，因此还不够完全和深入。综合就是在分析之后

进一步从整体上认识各类材料在整体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材

料间的内在关系。论文是高度凝练的体现创见的文体，写进

论文的材料往往是分析各部分材料后得出的综合性结论。这

就更需要作者正确地认识各个部分以及部分与部分之间、部

分与整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使经过分析综合之后的整体认识

能够准确地反映研究对象的本质。经过分析与综合我们可以

对材料的优劣以及在论文中所能起的作用有基本的判断。 5

．概括。在这里指的是在全面、具体、深入地了解事实性材

料的前提下，用简明的语言概要地叙述事物的基本情况、基

本过程。在搜集、阅读、记录事实性材料时往往要求详尽、

细致，且当这些材料写人论文时一般都要经过概括。对材料

进行概括是论文写作中一项持续不断的工作，记录时要概括

材料，整理时也要做大量的概括材料的工作，写作时仍然要

根据观点表达的需要进一步地概括材料。 6．统计。统计是

对材料数据性的说明，是概括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对事物做

数量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抓住事物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矛盾，



从而比较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统计分析在自然科学中运

用十分广泛。20世纪以来，受自然科学强大的影响，社会科

学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定量研究。数学模型、概率统计技术

、系统分析方法等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政

治学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1971年，美国《科学》杂志

公布了哈佛大学学者的一项研究成果，在 1900一1965年间

，62项 20世纪重大社会科学理论或发现中，非定量的有20项

，定量的有42项，年代越往后，定量研究的比重越大，1930

年后定量研究成果要占全部研究成果的5／6。需要做数量分

析的论文，在材料的整理阶段就要做好有关数据的统计工作

。 7．补充欠缺材料。材料如果不全面，研究就会有偏颇、

有漏洞，论述也就会不圆满。通过材料的整理，可以弥补初

次搜集材料时由于对研究问题认识的不清以及时间的限制等

原因必然会留下的缺憾。在材料整理的一系列过程中，如果

发现材料有薄弱之处、遗漏之处、可疑之处都要及时地再次

展开材料的搜集工作，直至达到在自身现有条件下最为完善

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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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