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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要是学位论文浓缩而精确的表达，是不加注释和评论但能反映论文同等量主要信息的短文。不

过，由于研究生对学位论文摘要撰写的认识不到位等原因，当下学位论文摘要的撰写却存在着种种偏差，诸

如“头重脚轻”式、“王婆卖瓜”式、“评判”式与“目录”式等，而矫正学位论文摘要撰写的偏差，则需要开门见山，

直奔主题；客观陈述，杜绝抒情；过程展示，提纲挈领；问题先导，答案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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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标准《ＧＢ６４４７—１９８６文摘编写规则》把摘

要解释为“以提供文献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评论和

补充解释，简明确切地陈述文献重要内容的短文”。

国际标准 化 组 织 在ＩＳＯ２１４—１９７６（Ｅ）中 把“摘 要”

定义为“对文献内容的准确扼要而不加注释或评论

的简略陈述，是以浓缩的形式概括研究工作的主要

内容、方法，所取得的成果和最终的结论，是整个论

文全貌的反映，它在一次文献中叫‘摘要’，二次文献

中叫‘文摘’”。［１］由此可见，摘要的“摘”即摘录原文，

用精确的语言概述原文；“要”即论文的主旨、要义，

其作用在于“使读者在无需参阅原文的前提下，用最

短的时间快速获得原文基本信息，并决定是否必要

花上较长时间去阅读原文”。［２］因此，对于学位论文

而言，摘要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无论是评阅人，还
是一般读者，在拿到一篇学位论文时，除了关注论文

题目外，摘要就成了他们衡量论文质量的关键信息。

然而，当下学位论文的摘要撰写却存在着种种偏差，

诸如啰嗦 兜 圈 子、“王 婆 卖 瓜”式 推 销、评 判 式 下 结

论、目录式罗列等，这些偏差既降低了读者的阅读兴

趣，也影响了学位论文的质量。那么，学位论文的摘

要该如何撰写？下面拟通过案例分析① 对学位论文

摘要撰写的偏差予以矫正，以便研究生能够正确地

把握学位论文摘要撰写的要旨，写出合格的学位论

文摘要，提高学位论文的质量。

一、“头重脚轻”式摘要

摘要的主旨在于概括研究工作的主要内容、方

法以及所取得的成果或结论，但有的摘要却大谈特

谈研究的目的、意义及他人对相关问题的看法与观

点，至于研究者自己通过研究所取得的独到见解却

寥寥数语、语焉不详，从而使摘要该详细呈现的内容

没有阐述清楚，而引导性、辅助性的论述却占据了摘

要的“大壁江山”，造成了摘要的“头重脚轻”。比如

《我国八套 小 学 语 文 教 科 书 内 容 结 构 比 较 研 究》摘

要，用了两个自然段先是阐述“教科书”的意义和“优
化教科书内容结构”的意义，再谈研究“我国八套小

学语文教科书内容结构比较”的意义，最后则用目录

式的呈现方式，运用评判式的语言叙述道：“导论部

分说明研究缘起、研究意义，同时对相关学者的相关



研究进行了综述，总结了现有研究的成果和局限，并
进行了相关概念界定……第一部分为分析框架……
第二部分为文本分析……第三部分为结论与建议。”
先不说用目录式、评判式话语撰写摘要的弊病（下文

将详细阐述），单说摘要的整个布局，用两个自然段

分别阐述“教科书”、“优化教科书内容结构”及“我国

八套小学语文教科书内容结构比较”的意义，就有避

重就轻、详略失当之误。因为无论是“教科书”、“优

化教科书内容结构”的意义，还是“我国八套小学语

文教科书内容结构比较”的意义，对于教育学专业人

员而言，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即使略知教育常识

的人也知道“教科书内容结构”对教育的影响，因此，
研究者没有必要长篇大论其意义，而那种浓墨重彩

地阐述其研究意义的“头重脚轻”式摘要不是把评阅

人当作了无知者，就是研究者自己没有创新的底气，
故意为自己的研究贴金。

自然，摘要简要地叙述一下所研问题的意义本

来无可厚非，因为研究问题的意义不仅是作者研究

该问题的动力，而且能够说服读者重视该问题，但那

种“头重脚轻”式的摘要不仅存在着研究意义阐释过

度的问题，而且其败笔之处更在于其研究意义的阐

述不得要领，把一些一般读者尤其是评阅者都知道

的常识写到摘要里，前面所举的《我国八套小学语文

教科书内容结构比较研究》一文，用了两个自然段先

阐述“教科书”的意义和“优化教科书内容结构”的意

义，再谈研究“我国八套小学语文教科书内容结构比

较”的意义，看似非常清晰，实际上对于一般读者尤

其是评阅者而言，“教科书”的意义和“优化教科书内

容结构”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常识。这里完全可以

用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的方式直接阐述“我国八套小

学语文教科书内容比较”的意义，而不必绕圈子、套

帽子。细究起来，有些摘要之所以煞有介事、不厌其

烦地阐述自己研究的意义，与其说是研究者写给读

者看的，不如说是其写给自己看的，是研究者自己不

清楚该研究到底有何意义，所以才翻来覆去地进行

阐述。如果说研究者在刚接触该问题时确实不甚明

了其意义的话，那么等到研究结束写摘要时还是不

断地重申其意义，就不得不说其有点自恋。

二、“王婆卖瓜”式摘要

学位论文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成果，其整个论述

都应保持客观、中立，其摘要的撰写理应用客观的陈

述性语言，如实地把研究的创新点清楚地表达出来，
至于其研究的价值则是读者的评判，并不是研究者

自己的宣称。然而，在学位论文摘要的撰写中，有的

研究者则惟恐读者看轻自己的研究，不仅翻来覆去

地阐述自己研究的意义，而且有的直接夸耀自己的

研究，如作者自己写“本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

价值”，“本文首先提出了……”，乃至有研究者说自

己的研究 对 什 么 而 言 有 着 重 大 的 贡 献 等 等。实 际

上，即使研究者声称自己的研究非常有价值，但读者

并不会根据研究者的宣称而做出判断，反而会引起

戒备，心想该研究真的有作者所说的价值吗？当然，
这种“王婆卖瓜”式的自我吹捧更多的是渗透、弥漫

在摘要中，比 如 在《小 学 班 主 任 领 导 力 现 状 调 查 研

究》摘要中，作者说：“根据新课程发展变化的要求，
对班主任领导力从理论上和实际应用上进行系统的

研究和探索，将对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人才、促

进班主任专业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更多的摘

要则是用评判式的隐晦语言宣称自己研究的价值，
比如“全面考察了……，深入分析了……，清晰阐明

了……”等。
如果说“头重脚轻”式的摘要有点煽情的话，那

么“王婆卖瓜”式的摘要就有点卖弄的味道了。为了

避免 这 种“王 婆 卖 瓜”式 摘 要 的 偏 差，国 家 标 准

《ＧＢ６４４７—８６文 摘 编 写 规 则》要 求，论 文 摘 要 应 以

第三人称对论文的中心内容进行客观叙述，一般不

用“本研究”、“本论文”、“我们”等第一人称。其实，
读者阅读的就是该论文或该研究，完全没有必要“画
蛇添足”地运用第一人称的“本研究”、“本论文”、“我
们”等词语。况且，论文的好坏并不是作者的自夸，
而是他者的评价，因此，正确的摘要撰写应写成报道

性摘要，至少是报道—指示性摘要，至于那种指示性

摘要则不太适合学位论文，因为报道性摘要概括的

是论文的主要信息，主要报道研究的目的、方法、结

果和结论，尤其是向读者报道论文的新发现、新见解

等，而指示性摘要则只是简明地告诉读者论文研究

的范围、内容，一般不涉及研究的结论，或者说阅读

指示性的摘要并不能让读者把握全文的主旨。从一

定意义上说，只要研究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那
么该研究就是有意义的，而有的摘要之所以写成“王
婆卖瓜”式，其原因至少有二：一是，不清楚研究价值

的大小并不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对该问题是否有

创新，是否拥有自己的新观点、新方法。二是，明知

研究的价值 在 于 创 新，而 自 己 的 研 究 却 没 有 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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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只要写清自己的研究创新之处即可，没有必要

自己宣称，而后者的“王婆卖瓜”式的宣传只能使自

己的研究缺陷“欲盖弥彰”。

三、“评判”式摘要

摘要大多是在整个论文写完后再概括、提炼的，

本来这种正确的做法有助于提升摘要的质量，但有

的研究生却在写摘要时，错把自己置换成了评阅人

或一般读者，不 是 展 示 自 己 的 研 究 问 题、方 法 与 结

论，而是对自己的研究问题、方法与结论进行评判，

其言说形式是“本研究分析了……，提出了……，进

行了……等等。比如，在《基于对话的主体性教育改

善师生关系的实践研究》中，作者写道：“本研究首先

对师生关系、主体性教育和对话教育相关文献进行

了系统综述，在初中师生关系现状调查的基础上，提
出基于对话的主体性教育理念，从现实依据和操作

路径两方面进行理论建构……”这样的摘要看似简

练，其实并没有提供关于研究的实质内容，读者读后

并不能读出“基于对话的主体性教育理念”是什么，
“从现实依据和操作路径两方面”进行了怎样的“理

论建构”。

可以说，这种摘要只是阐述了研究者“做了”或

“研究了”什么，而没有论述其“做出了”、“研究出了”

什么，其中的一字之差，有着根本的区别。［３］因 为 前

者是研究者代替评阅人或一般读者对自己论文进行

的评判，而后者则是研究者对论文探讨的问题、运用

的方法及研究的结论进行的展示。这种只叙述“做

了”什么而不展示“做出了”什么的摘要，读完之后只

能让读者摸不着头脑。比如，在《信息技术与初中科

学教学整合策略的研究》中，作者这样摘要其研究：
“从信息技术在运用过程中所体现的功能与在科学

教学中运用的方式两个方面考虑，提出了信息技术

与初中科学教学整合的典型策略：教学软件运用的

策略、创作软件运用的策略、概念图应用的策略等，

结合具体的课堂实例对如何在初中科学课程中运用

这些策略做了详尽的介绍和讨论。［４］”试想，读者读

完这样的摘要知道“信息技术与初中科学教学整合

的典型策略”吗？明白“这些策略”是如何在初中科

学课程中运用的吗？因此，摘要的正确做法是客观

地展示自己的研究过程，用提纲挈领的方式把论文

的要旨叙述出来。

四、“目录”式摘要

由于研究者不知道摘要应写“做出了”什么，而

不是告诉读者“做了”什么，因此，许多摘要写成了目

录的扩展，并呈现出一种流行的趋势。其表达样式

是论文分为几部分，第一部分是什么，第二部分是什

么，第三部分是什么……比如，在《英雄“祛魅化”背

景下的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研究》中，作者把摘要写为

“本论文主要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

部分，说明研究的缘起，明确研究对象，梳理界定出

本研究中的三个核心概念：英雄、英雄祛魅化与价值

观……第二部分对英雄及英雄‘祛魅化’的基本分析

……第三部分为英雄‘祛魅化’下青少年价值观教育

的审视……第四部分为英雄‘祛魅化’背景下青少年

价值观教育的对策分析……。”这样的摘要既没有告

诉读者英雄“祛魅化”背景下青少年价值观教育面临

着怎样的挑战、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也没有分析青

少年价值观教育面临的挑战或存在的问题的成因和

机制，从而使英雄“祛魅化”背景下青少年价值观教

育的对策建议成了无的放失。其实，这种“目录式”
的简介应该置放于论文的绪论部分，以便读者对论

文有一个全面、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而移植到摘要中

则不能不说放错了地方。
从一定意义上说，“目录”式摘要看似完整地概

述了研究的内容，但实际上却是“评判”式摘要的拓

展版本，与“评判”式摘要犯了同样的错误，即只是叙

述了“研究了什么”，而没有阐述“研究出什么”。如

果说研究是一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

过程的话，那么摘要就是一个围绕着问题，把研究所

运用的方 法 和 取 得 的 结 论 呈 现 给 读 者 的 过 程。因

此，摘要的撰写应以研究问题为先导，阐明研究的是

什么问题，针对该问题运用了什么研究方法，最后获

得了什么样的结论。其中，获得的结论应占摘要的

大部分篇幅。这种问题先导、答案表达的阐述方式

才能清晰地展现“研究出了什么”，从而有效规避了

“目录”式摘要的缺陷。
诚然，对于初涉研究的研究生而言，学位论文摘

要的撰写难免会出现这种或那样的偏差，尤其是有

些学位论文虽然其摘要撰写存在着诸多不足，但其

学位论文的主体部分却做得非常扎实。从这种意义

上说，对学位论文摘要撰写所存在的偏差似乎没有

必要深究，但学位论文作为研究生“十月怀胎”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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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和一项科学研究成果，则不能以瑕不掩瑜的心态

对待学位论文摘要撰写中所存在的问题，这不仅是

为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考虑，而且从研究生个人成

长而言，让其避免不应有的错误，使其少走些弯路，
也是为师应尽之责。

注释：

①论文中的案例，凡是未注明出处的皆源于笔者盲审的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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