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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位论文是研究生申请学位的主要依据，不仅体现个人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同时也反映出高校的研究
生培养质量。选题是学位论文撰写工作的首要步骤和关键环节，直接决定学位论文的质量。研究生论文选题中普遍存

在过“大”、过“异”、过“陈”等问题，应遵循创新性、前沿性、价值性和可行性等基本原则与要求，采用“推陈出新、别出机

杼”、“因地制宜、量体裁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等策略提高选题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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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作为高等教育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其培养质量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科技发展的整体水

平［１，２］。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学习成果的集中体现，是检验其理论基础、专业知识、创新能力与学术水平

的重要依据，更是体现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因此，如何提升学位论文质量成为研究生培养的工

作重点。

学位论文的撰写通常包括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评阅和答辩等环节，其中，选题涉及的是“研

究什么”的问题，是整个学位论文撰写工作的首要步骤和关键环节［３，４］。本文阐述了学位论文选题的内

涵及重要性；分析了选题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论文选题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与要求；从研究生个人的研究兴趣、研究基础和科研潜力等主观条件和课题组科研项目支撑、实验室条

件等客观条件出发，提出了论文选题的若干对策与建议。

１　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
１．１　选题过“大”

论文选题盲目求“大”，是选题中普遍存在的问题［５］。众多研究生以为，“大”的选题才能充分体现

出理论性和学术性，才能充分展示自己“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殊不知，选题过“大”容

易导致研究范围过“广”、研究内容过“泛”，失之于“专”、失之于“深”；从而导致研究重点不突出、研究

特色不鲜明、研究问题不深入。

１．２　选题过“异”
论文选题盲目求“异”，部分研究生以为“新”“奇”的选题才能充分体现出创新性和前沿性，才能充

分展示自己的创新能力。诚然，“新”“奇”的选题能够提出某些新的基础理论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但

是，一些所谓“新、奇”的选题，实质上是“偏”“窄”的选题，只是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生搬硬套”或“移

植嫁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缺乏充分的立论依据和可行的技术途径。

１．３　选题过“陈”
选题过“陈”，此类选题大多属于已研究过或研究较多的问题，缺乏创新性，有的甚至是重复性选

题。造成此类选题的原因如下：一是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未能发掘新问题；二是没有广泛阅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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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资料及追踪前沿热点问题，对已有研究成果缺乏整体认识，未能立足学科前沿开展研究工作。选题过

“陈”不利于激发研究兴趣和工作热情，很难取得创新性成果。

２　论文选题的基本原则与要求
２．１　创新性

研究生学位论文要求反映作者已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

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且在科学或专门技术工作上做出了创造性的成果［６］。鉴于上

述要求，选题必须具有较强的创新性。

选题的创新性主要是指在问题、观点和方法上有所突破［７，８］，包括以下几种情形：一是研究新问题，

发现并提出本学科领域尚未认识到的新问题，或是研究前人尚未研究过的问题。二是研究新对象，以新

概念、新事物或新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开展研究工作。三是研究新方法，针对老问题采用新方法进行研

究。四是上述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针对新对象采用新方法研究新问题。

２．２　前沿性
前沿性要求选题应在充分了解本学科领域最新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瞄准当前的热点问

题或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进行选题。

前沿性不仅要求体现本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和最新进展，而且能够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引领某一个

学科领域的研究方向。如果选题缺乏前沿性，属于跟踪性、滞后性的选题，那么即使采用新的研究方法

和技术手段，也难以取得创新性成果［９］。从某种意义上说，选题是否具有前沿性，不但决定学位论文的

质量水平，而且还决定未来学术研究的发展前景。

２．３　价值性
价值性即“研以致用”，要求选题要面向现实需求，能够为解决科技、社会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服

务，一般可以从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两个方面考衡：理论价值是指在理论研究方面选择基础科学问题，

研究成果对某一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应用价值是指在应用研究方面选择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的关键技术问题，研究成果能够为社会生产实践服务，产生较为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选题过程中要注重结合导师的科研项目进行选题，从国家重大专项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科

研项目中提炼基础科学问题或关键技术问题作为论题，以提高学位论文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２．４　可行性
可行性是指论文选题科学合理、难易适度、风险可控，能够按照预定的研究计划取得预期的研究成

果。论文选题要求全面考虑研究过程中的各类约束条件和影响因素，评估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研究任务、

取得预期成果的可能性。因此，选题的难易程度和工作量要适当，既要体现创新性和前沿性，又要避免

难度过高、工作量过大［９］。此外，选题还需要考虑课题组的研究基础和实验室的研究条件，避免因客观

条件限制影响学位论文的研究进度。

３　论文选题的策略与方法
３．１　“推陈出新、别出机杼”

“推陈出新、别出机杼”即要求选题注重创新性和前沿性，立足学科前沿研究热点问题或关键技术

问题，做到立意新颖、思路独特。

选题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体现科学探索精神。对大多数研究生而言，发现并提出新的科学问题

（即“原创性创新”）是难能可贵的。所谓“推陈出新”，就是在广泛调研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虽

已研究但尚未研究透彻的问题或尚未有定论的问题作为论题。“别出机杼”是指从不同的学术视角来

审查已有的研究问题，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在问题构思和研究方法上体现创新性。

３．２　“因地制宜、量体裁衣”
“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即根据各项主客观条件，合理确定选题的难易程度、计划进度和预期成果。

一是要根据自身的主观条件，即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研究基础和科研潜力等进行选题。兴趣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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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老师，是创新研究最大的驱动力。只有从兴趣出发，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但是，仅

仅以研究兴趣为依据进行选题是不够的，还需要从研究基础和科研潜力等方面评估是否能够顺利完成

研究工作。因此，选题不能“好高骛远”，不宜过“大”、过“难”，而是“小题目、大文章”［１０］。“小题目、大

文章”不仅难易程度和工作量适度，而且有利于“做深做透”，更好地体现出研究深度和创新性。

二是要根据所在课题组的导师队伍和实验室条件等客观条件进行选题。导师是影响论文选题的重

要因素。选题既要从自己研究兴趣出发，又要与导师研究专长一致［１１］。导师有着扎实的理论功底、深

厚的科技底蕴和丰富的科研经验，能够提供宝贵的指导意见；此外，导师所主持的科研项目能够为研究

生提供良好的科研训练平台。因此，可以从导师的科研项目中提炼基础科学问题或关键技术问题作为

论题。另外，还需要考虑论文研究所需的试验数据、实验设备、科研经费等条件等是否具备，避免因实验

条件限制而影响研究进度。

３．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即虚心学习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打破单一研究团体的思维局限，辨证地采

纳不同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从而拓宽学术视野，提高选题的创新性和前沿性。

对大多研究生而言，最易获取的“他山之石”就是数字图书资源，尤其是各类论文数据库，如万方、

ＣＮＫＩ、ＰＱＤＴ、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ＩＥＬ等数据库。每阅读一篇好的学术论文，就像与作者进行“思想会晤”，了解其
研究成果、洞悉其研究思路、借鉴其研究方法，可谓受益良多。数字图书资源为研究生提供了系统全面

的科技信息资源，通过广泛阅读可以了解某一科学问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现状，掌握其最新动态和发展

趋势。在此基础上发掘新思路和新方法，确保论文选题的创新性。数字图书资源为选题提供了丰富的

参考依据，可以避免选题的盲目性和重复性，同时可以促进课题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１２］。综上，充分

利用数字图书资源，有助于提高选题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可行性，是一种事半功倍的辅助手段。

４　结语
如何确定选题，直接决定学位论文的研究进展和质量水平，是每一位研究生和导师都应该高度重视

的问题。论文选题过程中应注意避免出现过“大”、过“异”和过“陈”等问题，根据创新性、前沿性、价值

性和可行性的基本原则与要求，结合自身的研究兴趣、研究基础以及导师的科研项目、实验室条件等主

客观条件，科学合理地进行论文选题，为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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