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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A6_E8_B5_84_E6_c67_467804.htm 修改是指初稿出来后

对文稿作进一步的斟酌、调整、润色，使之更趋于完美的过

程。修改是行文表达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是提高文章质量

的有效保证。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好文章都是改

出来的。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

美国海明威把《老人与海》的手稿读过200遍才予以发表。丹

麦物理学家玻尔写作《光与生命），修改9遍直至认为每个字

句都完全表达了自己的本意。如同任何事物诞生之初不可能

完美无缺一样，作者最初的书面表达只能形成论文的雏形，

只是草稿，多数情况下是不完善的，总是存在这种或那种错

误或缺陷。只有通过反复修改才能使其思想内容不断提高，

表达形式日臻完美。论文内容的科学性、创新性、理论性，

结构的严密性，行文的规范性要求使得修改对于论文写作而

言尤为重要。 论文反映的是科研工作者对研究对象客观规律

性的认识。客观事物是曲折复杂的，人们对其规律性的认识

不可能一次性地完成。正如毛泽东同志论及修改的意义时所

说：“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国还

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

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

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

，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

码知识。”在认识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主观认识不能正确、全

面地认识客观事物的问题。在复杂认识过程的任何一个阶段



，只要稍有疏忽，就会出现片面性和主观性。只有反复研究

，经历一个从表层到深层，从局部到整体，从片面到全面的

过程，才能达到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

修改就是在论文完成，即研究者的思想得以全部表述之后，

对研究对象的再次观察，再次研究。论文写作从确定选题到

搜集材料到研究到构思到执笔成文，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

完成初稿后的修改是这一系列复杂的研究，写作过程之后对

其研究成果所进行的一次全面、系统、清晰的审视。多一次

修改就多一次重新认识自己思想的机会，也就多一次补充先

前研究的不足，纠正失误的机会。通过反复地修改就可以使

研究者逐步达到对研究对象全面、深刻、准确地认识。因此

，修改的过程其实就是科学研究的继续和深入的过程。只有

反复地观察和研究才能使所写之论文逐渐深刻起来，不至于

失之肤浅。 在把研究者对客观规律的主观认识用书面语言加

以“赋形”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词不达意”，即写成的文

章不能完整、全面地反映研究者的思想观点的问题。而修改

正是使人们对研究成果的反映由不准确、不恰当转变为比较

准确和恰当的必需环节。论文有多样的表现形式，同一个内

容，可以用不同的表现方法与语言材料来表达。只有通过不

断地修改才能找到最合适的表现形式。在写作初稿时，为了

思路的连贯，不可能对每个论点、论据都仔细推敲，言不达

意、粗糙、不严密、不连贯之处在所难免。修改时，论文成

了作者的审视对象，文本被客观化了，作者可以从既定的思

路中走出来，以一个审读者的立场客观地、从容地对论文反

复自评，既可以高屋建瓴地对观点、表达、结构、层次作总

体审视，又可以对每个段落、每则材料、每个语句反复琢磨



，从而使论文在内容和表述两方面都趋向成熟和完美。修改

是提高论文反映科学研究成果准确度的必须环节，“文章不

厌百回改”，只有反复的修改才能使文章逐渐精美起来。 修

改是极为有益地学习写作的方法。修改是表现技巧的锤炼。

通过修改论文，可以使作者的思维能力得到锻炼，自我评价

的能力得到培养，文体的自觉意识得到加强，文字的运用能

力得到磨砺，从而全面地提高论文写作的水平。 实际上，修

改工作是论文写作中贯穿始终的重要环节。在选题、构思、

行文的每一个过程中都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修改。初稿完

成以后的修改更不是一次所能完成。论文越长，越复杂，越

重要，修改的必要性就越大。正由于修改的过程是认识不断

深化的过程，是论文不断精炼、准确的过程，因此，我们说

修改是论文质量的保障，体现的是写作者严谨的、精益求精

的科研、治学态度以及对读者和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写作

者必须把修改看作是写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阶段，养成

修改的习惯，不断提高自己的修改能力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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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