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秘书资格认定秘书论文：论文修改的方法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7/2021_2022__E7_A7_98_

E4_B9_A6_E8_B5_84_E6_c39_277701.htm 修改论文的方法多种

多样，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写作时的实际情况采用不

同的修改方法。现介绍几种常用的修改方法以供参考。 1．

热加工法 热加工法是在初稿完成以后，趁热打铁，对自己在

写作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但怕中断思路而无暇顾及的缺漏或

错误及时加以补充或修订的方法。这种修改法的好处是此时

作者仍然处于良好的写作状态之下，思维活动具有一致性和

连贯性，对文章的内容印象鲜明，思绪清晰，修改的效率较

高，容易保持文脉的贯通。 2．冷处理法 热加工法的缺点是

作者的思路仍受到初稿写作时逻辑框架等的限制，不容易发

现问题，要发现原稿中较为深层的问题，如观点的偏颇之处

、结构的疏漏之处等尤为困难，修改难以有较大的突破。这

是由于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往往采取一种特定的思路，相隔

时间越短，思考时受到已有思路的局限而重复同样思路的可

能性就越大。在初稿完成后，有意识地把文章冷却一段时间

再改，容易克服原来思维活动的惰性（按同样程序、同样思

路去思考同一问题），跳出原有的思维局限，甚至采用新的

角度更客观、公正、冷静地检查和评价自己的研究成果，就

很容易发现初稿上的遗漏之处、不妥当之处、不完善之处。

很多作者写完后喜欢把初稿贴在墙上，不断看，不断改，用

的就是这种冷却法。其缺点是放置时间较长以后，对文章内

容的记忆会模糊起来，修改时不容易进入良好的写作状态，

修改后的内容可能会与原文难以保持文气上的一致。 3．静



现法 静观法是指修改时把初稿用较慢的速度，从头至尾冷静

地通读几遍，旨在找出论文中的缺点和漏洞。每次通读可带

有不同的目的。第一遍通读时可着重检查论文的内容和主题

。如观点的创新性如何、中心论题是否得到了充分论述、论

证有无失误、结构是否合理、材料是否恰当等等；第二遍可

着重检查准确性和清晰度。如各种数据是否准确、用字是否

确切。概念是否明晰、层次“是否清楚；第三遍可着重于规

范化格式等问题的检查。如有无错别字以及标点符号、术语

、缩写词、表、图、页码、参考文献等的使用是否规范。 4

．诵读法 诵读是文章修改的好方法。修改时只看不念，文字

上的有些毛病就不易察觉。由于汉语的语法和声调等的规则

，在口语里一般比较规范，而且有较强的惯性。因此，初稿

写完后自己诵读几遍，根据平时说话的习惯和诵读时的语感

，就能很容易地发现诸如缺词漏字、语句不通顺、衔接不紧

密、过渡不自然等语言表达方面的问题。遇到拗口的地方，

进行仔细地推敲、斟酌，把不顺口、不连贯的地方修正过来

。 5．比较法 用不同的字、词、旬以及新的材料等，同初稿

中感觉不妥的部分加以比较，然后进行修改。这是文章修改

的基本方法。凡是初稿中觉得别扭的地方，比如字、词、句

、段，甚至包括主题、材料、结构、表达等，不妨想出两三

个修改的办法，同原稿中存在问题的地方逐一进行比较，然

后从中找出一个最佳方案进行修改。只有经过反复比较后进

行的修改才是精当的、稳妥的。 6．求教法 这是一种虚心求

教，集思广益的修改方法。论文写好后把自己的初稿送给专

家、师长、同行、同学指教，然后，参照他们对初稿所提出

的意见进行修改，这是修改论文的经验之谈。所谓旁观者清



，自己对初稿的瑕疵、错误常常不容易察觉，而其他人由于

生活阅历、文化背景、思想方法、审美情趣、政治观点等都

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往往会从新的视角来进行推敲，这就容

易发现作者看不到的问题，意识不到的毛病。当然，对于别

人所提的修改意见，自己要有一个理解、消化、整合的过程

，不能人云亦云、盲目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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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