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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成果认领：作者实名认证，认领本人成果后，可免费下载、阅读全文

（1）去哪认证和认领？

方式1：知网首页中心位置—作者服务
网址：expert.cnki.net

方式2：知网研学平台—
认领成果

网址：x.cnki.net

“我的”—“我的学术成果”，
也可以进行作者认证



作者成果认领：作者实名认证，认领本人成果后，可免费下载、阅读全文

（1）如何认证和认领？

①完成认证

②认领成果

③管理成果

④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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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到了，又到了让毕业生焦虑的季节。

焦虑的源头，大部分来自… 写 毕 业 论 文！



首先，控制住写作时想要摸鱼的冲动，就很难！

     为了克服外界诱惑，拼了！        来源：哔哩哔哩 up主：可以但没必要の



其次，论文题目怎么选？写什么？焦头烂额！

还可能被导师打回来“800遍” ！

更别提从开题到交稿，每个步骤都需要谨慎又努力，稍微放松一下，就破大防…



毕业论文选题有哪些方法？

如何收集资料和文献？

如何更高效地阅读、分析文献，为论文开题和撰写打下坚实基础？



认识学术论文
Knowledge of Academic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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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什么是学术论文

与一般作文的不同
Ø 学术论文会有条理地汇总已经发表的相关研究，将它们融合到文

章里；

Ø 学术论文会对概念、事件和现象做出比较、评估或分析；

Ø 学术论文关切一个有争论的主题，并对争论的立场作出论证。

参考来源：林幼菁.大学生学术论文写作入门[M].商务印书馆.202008.005

作文？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

会写作文并不意味着会写学术论文！



1.1 什么是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的概念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

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

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

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

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

科学性；理论性；创新性
简而言之，就是针对一个学术问题，将主要以及次要的信息组织好，

呈现出来，并且得到一个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参考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UDC 001.81 GB 7713-87科学技术报告学位

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



1.2 学术论文的类型

报告学术论文、杂志学术论文、
学位学术论文。

分为自然科学论文和社会科学论文。
每类又可按各自的门类分下去。如社

会科学论文，又可细分为文学、历史、
哲学、教育、政治等学科论文。

可将学术论文分为理论研究论文

和应用研究论文。

 

按研究科学领域

按研究的内容

按社会功用

参考来源：赵静：《信息检索与利用》，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论文选题与资料收集
Thesis Topic Selection and Data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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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论文选题的重要性

科学学奠基人贝尔纳：
课题的形成和选择，无论作为外部的经济技术要求，抑或

作为科学本身的要求，都是研究工作中最复杂的一个阶段。

一般来说，提出课题比解决课题更困难……所以评价和选

择课题，便成了研究战略的起点。

      论文选题是研究的起点与方向，并决定研究结果的转化速率。

       评价文章的四个指标：选题、结构、观点、文字，选题排在首位。

    题好一半文！                               参考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科学学译文集[M].北京:科研出版社,2003:44.

张同乐,倪红素.新文科视域下本科毕业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及因应之策[J].宿州学院学报,2022,37(01):80-84.
李良玉.选题是学位论文的关键——对南京大学历史学院2021级硕、博研究生的入学讲座[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4(01):97-104.



2.2 论文选题如何准备

论文选题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选定研究方向 选择研究课题 资料积累与选题论证

主 攻 的 科 研 方 向 ，
专 业 领 域

具体研究对象，本人
学术兴趣

文献调研，查验论证

计算机辅助翻译

国际政治

传媒经济学

中式英语能够识别检测？

小国的国际关系和多边合作是怎样的？

网络视频平台如何进行商业运作？

中式英语的自动检测研究与应用

欧盟理事会主席国中的小国行为模式研究

网络视频平台价值共创与商业模式创新的

互动机制研究



2.3 选题的原则

成功

需要性之“向”

创新性之“魂”

科学性之“核”

可行性之“基”

效益性之“利”

选题的原则：

案例

《我国弱势群体宪法保护研究》

《我国退役军人权益保障的宪法分析》 好的选题：新、小、深

不好的选题：泛、大、浅



2.4 选题的方法

众 里 寻 他 千 百 度   论 文 选 题 在 何 处

1

2

3

4

专 业 + 科 研 热 点 / 导 师 推 荐

专 业 + 兴 趣 + 现 实 应 用

专 业 + 兴 趣 + 学 术 前 沿

专 业 + 兴 趣 + 文 献 分 析



2.4 选题的方法

案例：专业-社会学，感兴趣领域-生育率
◎一位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初步想做关于“生育率”领域

的研究，希望能通过CNKI或者相关平台帮助他找到该方向下

可写的论文题目。

◎带着问题出发：

了解该领域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现状及研究动态，从

已有成果延伸、拓展，找到此主题下的研究热点、研究交叉

点、权威学者，从而找到研究方向，确定论文的题目。



2.4.1 从科研热点/导师推荐中选题 

通过指数检索查看主题研究近年的发展态势

初步了解关注方向/导师推荐方向的学术/媒体/用户关注度、学术传播度



2.4.1 从科研热点/导师推荐中选题 

快速查看该主题的高关注度（热门被引）文献

该主题最新、最早、最有价值的文献。辅助
快速定位，更好了解研究主题



2.4.1 从科研热点/导师推荐中选题 

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新媒
体、报纸杂志、专家研讨会
等方式了解行业研究趋势、
研究热点。



2.4.2 从现实应用中选题——快速了解研究整体分布

分组筛选：按主题、学科、发表年度、研究层次、

文献来源、作者、机构、基金。

 计量可视化分析
多维度分析结果文献，全面了解检索结果文献的数据情况，
辅助文献调研和选题分析。



2.4.2 从现实应用中选题——快速了解研究整体分布

主要研究主题：人口老龄化、生育意愿、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等



2.4.2 从现实应用中选题——进一步细化研究主题

同时输入多个检索词进行查找，不同检索项之间

关系：并含，或含，不含，提高查准率

也从发表时间、支持基金、作者、作者单

位等进行限定



2.4.2 从现实应用中选题——整体把握生育率+老龄化研究发展情况，探索新思路

研读常用哪些研究方法，研究了哪些内容，研究进展程度如何，

有哪些学术流派。国内外研究的新趋势、新方法、新原理

重点：

研究状况如何，研究大方向和框架如何，研究重点和焦点内

容，如发展脉络、没有研究到的方向和内容、待研究与解决

的问题等

重点选读综述性文献，整体把握行业发展情况，

探索新思路



2.4.2 从现实应用中选题——阅读高质量文献

重点研读高价值文献，点击每篇文章的篇名，
即可进入文章的知网节，查看文章的基本信息，
考察节点文献脉络图



2.4.2 从现实应用中选题

小结

拟题示例：
研究热点“生育率”+“老龄化”，
且通过阅读综述文章及高质量文章，多次提到
生育率和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那可考虑
做题目方向为：两种人口负增长的比较：内涵
界定、人口学意义和经济影响，或三胎政策对
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基于劳动力供给视角。



2.4.3 从学术前沿中选题：规划课题

国家科研管理部门、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等组织通常会定期对未来一段时间的科研发展作出规划，各级科
研机构、研究团体以及各级各类学校据此也会制定出各自的选题范围或课题指南，以引导研究方向，促进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
这些题目经过前期论证，都已经符合了重要性、创新性的标准，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基
础从中选择具有可行性的问题。同时，研究者还可以结合自身条件，将这些较大的研究问题分解为较小的
研究问题来进行研究，也为以后更深入的研究奠定基础。



2.4.3 从学术前沿中选题：规划课题



2.4.3 从学术前沿中选题：学科带头人

了解学科带头人关注领域、发表文献、最新
研究等，多为此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



2.4.3 从学术前沿中选题：学科带头人

拟题示例：关注领域“少子老龄化”——新时代家庭空巢化过程中的养老问题

关注领域、最高被引文献、最高下载文献、发表在不同
资源类别上的文献等



2.4.3 从学术前沿中选题：会议论文

会议论文：能够及时反映科学研究的新成就及学科发
展趋向，第一时间了解学科领域最新研究成果；专业
性、针对性强



2.4.4 从重点、核心期刊，优秀学位论文中调研分析

关注领域重点、核心期刊，掌握最新研究资料



2.4.4 从重点、核心期刊，优秀学位论文中调研分析

刊期浏览；栏目浏览：左侧默认展示近十年的栏目信息，可以切换标签查

看近五年、近三年、近一年的栏目信息；统计与评价：期刊年度出版概况

和学术热点动态。



2.4.4 从重点、核心期刊，优秀学位论文中调研分析

刊内检索，迅速了解检索主题的相关文献。设置检索条件，如主题、篇名、

作者、关键词等，输入检索词后，点击检索按钮，可在本刊内检索，出现

“检索结果”版块。



2.4.4 从重点、核心期刊，优秀学位论文中调研分析



2.4.4 从重点、核心期刊，优秀学位论文中调研分析

学科专业浏览、学科统计报表以及本单位内检索，重点查阅研究方向相关

的优秀学位论文。



文献的高效研读
Efficient Study of L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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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文献检索与获取



3.1 文献检索与获取

批 判 式 阅 读 是 一 种 特 别 的 阅 读 方 式 ， 和 一 般 以 理 解 、
总 结 、 综 述 、 获 得 知 识 为 目 的 的 阅 读 方 式 不 同 。

批 判 式 阅 读 要 求 我 们 以 思 辨 的 方 式 ， 检 视 文 章 使 用
的 概 念 、 表 达 的 观 点 以 及 推 论 的 方 式 是 否 有 盲 点 、
漏 洞 等 ， 同 时 要 凭 借 我 们 已 有 的 知 识 以 及 查 找 资 料
所 获 取 的 相 关 信 息 ， 做 出 周 延 的 、 正 确 的 判 断 。

2、如何：
作者如何论证？（采用什
么证据？）

3、为什么：
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选
择这个立场，而不是其他的角度，
为什么采用这些论据来论证…）

1、什么
内容主要关切到什么？作
者想表达什么观点？

进行批判式阅读时，要提出三大问题，并在文章里找答案：

参考来源：林幼菁：《大学生学术论文写作入门》，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3.2.1 文献的高效研读——知网节：文献调研与拓展阅读利器

通过知网节了解文献的基本信息

跳转到对应作者知网节（展示该作
者发表文献的详细情况）

跳转到对应关键词知网节
（展示该词的相关文献及发展趋势）



3.2.1 文献的高效研读——知网节：文献调研与拓展阅读利器

通过主题脉络图可以查阅节点文献以及参考文
献、引证文献的主题研究分布。



3.2.1 文献的高效研读——知网节：文献调研与拓展阅读利器

通过文献的引文网络，从文献的来龙去脉
中找到追溯点和延伸，启发科研创新。



3.2.1 文献的高效研读——知网节：文献调研与拓展阅读利器



3.2.2 文献的高效研读——HTML在线阅读：全文在线阅读



3.2.2 文献的高效研读——HTML在线阅读：全文在线阅读

点击目录可直接定
位到相应章节处

点击参考文献可直
接打开文章知网节



3.2.2 文献的高效研读——HTML在线阅读：全文在线阅读



3.2.3 文献的高效研读——知网研学：笔记梳理与知识管理



3.2.3 文献的高效研读——知网研学：笔记梳理与知识管理

选择想要记录的片段，可进行划线、
高亮、复制等操作



3.2.3 文献的高效研读——知网研学：笔记梳理与知识管理

选择想要记录的片段，点击笔记即可
记录信息，可对笔记进行标签分类



3.2.3 文献的高效研读——知网研学：笔记梳理与知识管理

笔记自动归类在右侧“学习笔记”，
在文中归类在所选文字下方



3.2.3 文献的高效研读——知网研学：笔记梳理与知识管理

重要的句子、图表、素材等，点击摘录，
一键添加至素材库，方便写论文时引用



3.2.3 文献的高效研读——知网研学：笔记梳理与知识管理

文章内的图片，可以摘录、做笔记，
也可在上面涂鸦标记



3.2.3 文献的高效研读——知网研学：笔记梳理与知识管理

单篇文章所有笔记，可一键汇编成文
档，进行编辑使用



3.2.3 文献的高效研读——知网研学：笔记梳理与知识管理

文中所有摘录内容，可一键导出为本
地文档，方便引用使用



3.2.3 文献的高效研读——知网研学：笔记梳理与知识管理

阅读中记录重要信息填充至文献矩阵中，便于单篇
文献的深度分析，整理文献综述素材，了解研究问

题的发展历程和研究情况



学术热点速递
——全球学术快报APP

CNKI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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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下载方式

方式1：扫描二维码-下载全球学术快报APP

方式2：在应用商店搜索“全球学术快报”进行下载

随时随地，跨设备、跨平台获取优质学术资源



4.2 账号注册与关联

打开 “ 使用机构账号下载 ” 
按钮。即可获取机构关联方
式页面，机构关联页面有5种
关联方式

点击“我的-立即关
联”，即可进入关联
页面。



4.3 检索

在检索时会提供历史
搜索记录和近期热词；
并自动补全检索内容，
方便用户更好的检索。



4.4 阅读

Ø 点击单篇文献，进入知网节界面，读

者可以引用、下载、在线阅读文献。

Ø 文献详情页，点击阅读，即可在线阅

读文献。

Ø 通过顶部右上角星号收藏文献，方便

以后查找与下载。

Ø 提供海量学术型文献的智能语音朗读。



4.5 文献管理

Ø 在文献的知网节界面可以下载

文献。

Ø 选择需要下载的文献格式 CAJ

下载或 EPUB下载，即可以完

成下载并在资料库显示。

Ø 实现自动同步云端，保障下载

文献不丢失。



4.6 图书馆

Ø 进入“图书馆”添加定制，
可按学科定制文献，也可定
制关注的期刊、项目、学者、
热点、主题。



4.7 即时推送

Ø 定制内容后，若学科下的文
献有更新，或期刊内容有更
新，会即时推送到“图书馆”
模块和首页“今日推荐”中，
信息展示一目了然，方便获
取最新的关注动态。 



4.8 学术圈

Ø 发表学术见解，了解他人分
享的科研讯息，关注感兴趣
的科研人，与志同道合学者
进行学术交流。

Ø 广场：学术圈热门圈子、新
圈子以及所有的帖子展示。

Ø 圈子：读者可以选择自己感
兴趣的圈子进行关注，每天
也会有热门的圈子进行推荐。

Ø 关注：读者关注的圈子的帖
子展示。



感谢聆听 敬请指正
T h a n k  Y o u  f o r  Y o u r  C r i t i s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