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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在探究人类思维、行为和情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深入了

解人类行为和思维的机制，心理学研究需要进行精细化的设计、合理化的实验以及有效的数据分析。在

这个过程中，结构化思维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帮助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减少偏差、确保实验结果的可

靠性，从而更加精准地得出结论。本文将从心理学视角出发，从认知心理学机制和社会心理学机制两方

面，提出引言、论点、论证、结论等过程的逻辑解析，探讨在学术论文写作中，结构化思维所扮演的重

要角色。并结合心理学相关领域的学术论文的写作特点，探讨了如何培养和应用结构化思维，为丰富心

理学相关专业的论文写作思路和框架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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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sychology, as an important discipline,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exploring human thinking, 
behavior, and emotions. In order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of human 
behavior and thinking, psychological research requires refined design, rational experiments, and 
effective data analysis. Structured thinking is very important in this process, as it can help s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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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s reduce bias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ensure the reliability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thus 
draw more accurate conclu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from the mechanism of Cog-
nitive psychology and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psychology, this paper will put forward a logical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introduction, argument, demonstration, conclusion, and explore the im-
portant role of structural thinking in academic paper writing. Combining the writing characteris-
tics of academic papers in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cultivate and apply 
structured thinking, contributing to enriching the writing ideas and framework of papers in psy-
chology related fields. 

 
Keywords 
Psychology, Academic Papers, Structured, Logic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学术论文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体现，也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形式。良好的学术论文不仅需要具备严

密的逻辑、清晰的表达、准确的数据，更需要具备优秀的结构化思维。对所有领域的学科而言，一篇论

文在开始动手写作之前都应该想清楚：我为何要开展这项研究？这项研究的意义是什么？我将如何开展

研究工作？以及我想要达到的预期结果是什么？因此，写作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体现，通过论文的具体段

落、行文语言等形式体现出来。除整篇文章框架结构的逻辑性以外，论文的具体语言与段落之间的结构

关系也必须逻辑严谨。所以，对论文的内容和材料使用结构化的逻辑思维方法进行编排，可以反映论文

的内容条理及其内部逻辑联系[1]。结构化思维是指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通过对主题、目的、论点和证据

的有机组织，将文章按照特定结构展开的思维过程[2]。结构化思维不仅能够帮助作者理清思路、提高写

作效率，还能够增强读者对文章的理解和记忆。本文从心理学视角出发，分析了结构化思维在学术论文

写作中的作用机制，并探讨了如何培养和应用结构化思维。 

2. 结构化思维的心理学机制 

学术论文的结构化思维是一种高级思维过程，在进行学术写作时强调与分析结果相比较，通过验证

研究假设并采用归纳、推论、溯因等思维方式得出合乎逻辑的推论[3]。与相关文献比较，指出创新点、

优势、特色、局限性；与长远目标比较，指出实际贡献、理论意义、使用价值、推广前提等。因此我们

可以运用相关的心理学机制来训练我们的学术思维。下面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认知心理学机制 
1. 组块化思维。组块化思维是指将各种信息和知识分块存储，以便更好地理解和使用[4]。学术论文

的结构化思维需要将主题、目的、论点和证据等要素分块存储，并在文章中合理组合。这种组块化思维

有利于作者理清思路，减少混乱和重复，从而更好地表达观点。 
2. 空间记忆。空间记忆是指人类在认知和记忆过程中，将信息按照空间位置进行编码和存储的过程

[5]。学术论文的结构化思维需要将文章按照特定结构展开，从而形成清晰的思维脉络和结构框架。这种

空间记忆有助于作者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文章结构，更好地组织论文，同时也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记

忆文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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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心理学机制 
1. 归属感和认同感。归属感和认同感是指人类在社会交往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认知。学术论文的结

构化思维需要将主题、目的、论点和证据等要素按照一定规律进行组织，形成具有逻辑性和连贯性的结

构，从而使读者更易于理解和认同作者的观点。 
2. 注意力和记忆力。注意力和记忆力是学术论文写作中不可或缺的心理活动。结构化思维能够帮助

作者组织好论文结构，减少无关信息的干扰，从而提高读者的注意力和记忆力。同时，合理的结构化思

维也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文章内容，从而更好地学习和应用论文中的知识。 

3. 结构化思维的写作逻辑解析 

(一) 引言的逻辑解析 
学术论文的引言部分通常是从一个大的、普遍的研究问题出发引出我们想要研究的课题以及研究对

象，即长期目标向短期目标转化，再结合目前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阐述(如图 1 所示)。每篇文献都在

解决研究领域中某一方面的问题，因此将文献“述的出来、综的出去”最后提出自己的假说。 
在进行文献综述时要“有所学”、“有所思”。“有所学”就是要对所做研究的相关领域有一定的

了解，重点通过查阅文献的方法来收集资料，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奠定基础[6]。全面参考相关领域的主要

文献、仔细研读新近研究，理清研究领域的发展背景和脉络。因此不仅要研究与自身的研究相符的文章，

也要研究与自身研究不相符的文章。许多提出的新问题、新课题都是从他人的争议中得到启发的。“有

所思”就是要对相关研究给出自己的理解，重点对研究思路、方法、结果等演变进行分析，为提出研究

假设提供依据。以批判性的思维来评判文献的有效性、重要性、可靠性、相关性、优势劣势等。再对文

献进行归纳找共同点、进行演绎找不同点和进行溯因发现研究[7]。 
 

 
Figure 1. Introduction logic analysis diagram 
图 1. 引言逻辑解析图 

 
(二) 论点的逻辑解析 
论文写作是要为读者创造价值，并不是单纯证明自己的论点，因此不能局限于单纯的证明我方观点，

还需要综合考虑他方观点，包括反对观点，使文章内容更丰富的同时，也增加了文章的可信性。可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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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分解问题、平衡论述、打破平衡的思维方式来进行阐述[8]。提出各种看问题的不同角度，组织相关文

献资料，集中讨论正方观点以及解决方案，或集中讨论反方观点以及解决方案，再根据上述分析讨论，

给出关键补充意见或自身观点[3]。因此在学术论文写作过程中，引用文献资料是必不可少的。在引言中

常常需要引用文献资料证明研究目标是合理的，在讨论和结论中，证明研究结论是有意义的，因此在检

阅文献时我们要进行既要有客观评价文献也要主观选择文献，以判断文献信息是否可信和为我所用(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Argument logic analysis diagram 
图 2. 论点逻辑解析图 

 
(三) 论证的逻辑解析 
完整的论证由论点、论据、论证方式三要素构成。论点要求清楚明确，论题一经确定，必须保持前

后一致。论据要求真实充分。论证方式要求正确有效，具有无懈可击、不容置辩的说服力[1]。方法、结

果、讨论、结论是一个完整的论证过程。方法对应结果，结果对应讨论，论点以论据为支撑，结论需要

理由的支持，理由需要证据的支持，证据需要结果和文献的支持(如图 3 所示)。讨论的内容跟据论点来分

段，先写重要论点的讨论，一个段落论证一条结论，多个段落论证多条结论。可以采用归纳的方法，列

出证据库，寻找理由，推出结论，也可以采用演绎方法，从结论入手，然后结合证据和理由给与结论支

持[9]。 
 

 
Figure 3. Analytic diagram of argumentation logic 
图 3. 论证逻辑解析图 

 
(四) 结论的逻辑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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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部分是整篇论文的总结和归纳，是对前文进行总结、分析和归纳，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因此，

结论的逻辑思维必须清晰，表达方式必须简明扼要。结论部分要回答研究问题并总结研究结果，同时还

要指出研究的限制和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此外，在结论部分，也需要再次强调本文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需要注意的是，结论并不是对所有问题都进行回答，只需要对研究问题

进行回答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即可。在写结论时，要注意不要重复论文中已有的观点和事实，而是要从更

高的角度出发，进行总结和归纳[10]。结论还要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即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应

用研究结果。 

4. 心理学领域写作的结构框架 

(一) 标题 
标题是对研究报告的内容的高度概括，制定标题时要用“论”或“试论”等语言，不要用浅论这种

浅显的写作术语。标题与正文内容要一致，确保文章的每一个部分和每一个段落都要与其相呼应[11]。心

理学的文章的标题要能够说明研究的主要变量和范围，这也是作为编制分类索引和查找文献的重要线索。

目前心理学领域中研究的热点前沿问题大致可以分为做中介调节类、做行为实验类、利用眼动和脑电等

高级研究设备做脑认知、脑科学等。 
(二) 摘要 
摘要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它反映研究的所有主要方面的内容[12]。在摘要部分，

在说清楚研究目的、方法、结果的同时，要将理论的创新性与实践的意义点出来，告诉读者你这篇文章

的亮点是什么，增强文章的可读性。有实例研究表明，摘要最集中地反映了学术论文的创新点，其所反

映的创新点由一组表现创新背景(问题、研究方法)、应用前景(结论)的语句结构组成。 
(三) 引言 
引言的写作要点是详细地说明研究的背景、目的、研究的内容和意义，以及相关领域中前人研究工

作的综述和存在的未解决问题[13]。心理学学术论文在引言的写法主要是在大的研究问题的框架下提出研

究问题，即从一个大的普遍问题(problem)到小的具体问题(question)，以此引出研究课题，并表明研究的

必要性以及实践意义，然后进行文献综述，最后提出研究假设，一个好的引言为实验目标提供依据。 
(四) 方法 
不同的研究领域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上的不同会导致研究者在撰写论文的研究方法模块的

侧重点不同。目前心理学常用的研究方法有观察法、实验法、测量法、个案法、相关法、调查法。在测

量法中常涉及到被试选择、量表的编制与施测、量表的信效度以及结果的解释等。在实验法中常涉及自

变量的操纵、因变量的观测、无关变量的控制、被试的情况、实验的设计和程序、实验材料和工具等具

体内容，这些都要在学术论文中得到体现。 
(五) 结果 
研究结果是学术论文中最具有说服力的部分。它包括在研究过程中收集到的数据，以及运用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的结果，大多数都是结合专业科研仪器、设备软件等得出，因此具有客观性。心理学领域常

用的数据收集软件有问卷星、Tobii pro lab、脑电数据收集系统；数据处理软件有 SPSS、amos，实验编

程软件 E-Prime、presentation 等。论文中结果的部遵循分类别分层次、突出关键数据、适当均衡数据原

则，不需加入过多的修饰与主观感觉，更不能为了追求好的、漂亮的数据而出现数据造假、篡改数据等

现象。在结果部分可以运用表格或图形有效的、直观的表达数据资料，保持描述与图表一致，并做成规

范的三线表的形式作为正文的补充。 
(六)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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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最根本就是探讨人的心理和行为之间的关系，通过能够代表人行为的数据来间

接的代表人的心理，因此讨论作为研究者学术最为核心的部分，其研究的闪光点在这一部分突出的最为

明显。研究者要在讨论部分以论点说明自己研究结果，以论据解释研究结果产生的原因[14]。在讨论中可

以从理论出发、可以通过数据、文献来支撑观点，但不要出现详细数据。个人观点最好不要出现，如果

有涉及，也要有事实依据。最后重新验证自己的实验目标，探讨结果和前人研究相一致或相区别之处、

将自己的研究结果结合前人的研究结合起来推论出重大意义的一般性结论表明研究的应用价值，以及进

一步指出研究的局限性等。 
(七) 结论 
结论作为研究报告正文的最后一部分是对研究的总结，它概括了研究的全部结果，许多读者认为一

篇文章是否具有价值也通常从研究结论看起。心理学类文章的结论是一般是对研究问题假设的验证，因

此论文的结论部分简洁明了即可。最后指明出本次研究的局限性，和尚未解决的问题，从而对今后的研

究给出建议和设想。 
(八) 参考文献 
文献引用的作用是能为作者的论点提供有力的论据，扩大研究的视野，丰富论文的内容。文献引用

有间接引用和直接引用两种形式。间接引用文献资料要用自己的语言进行复述或概括。无论是直接引用

还是间接引用，在心理学领域强调要追根溯源。尤其对于综述类文章，如果研究的主题为一个变量，那

么，从自变量的起源讲起，一步一步查阅文献，引用作者观点，同时提出每位作者接续研究的创新性，

最后总结研究的空白或者提出新的思想。如果研究的主题有多个变量，那么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多个自变

量之间的关系将作为论述和引用的重点内容。需要指出的是，对已有文献任何形式的引用，都必须注明

出处。目前可以借助 Zotero 等文献阅读软件来辅助实现参考文献的添加，保证添加内容的准确性和添加

格式的规范性。 

5. 结构化思维的培养与应用 

学习结构化写作是培养结构化思维的基础。首先可以通过模仿优秀的学术论文来学习结构化思维的

应用，分析论文的结构、论点和证据，掌握作者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例如通过阅读范文、参加写作课程

等；其次进行思维导图训练。思维导图是一种能够帮助人们组织、呈现和理解信息的工具。通过练习思

维导图，培养将信息组织成结构化思维的能力；第三，练习组块化思维。可以通过将日常生活中的事物

进行分块处理来锻炼组块化思维能力，例如将家庭中的事务按照不同类别分块处理，或将学习中的知识

进行归纳总结。最后，只有不断练习才能真正掌握结构化思维的技能。可以通过写作练习、反复修改等

方式，不断提升自己的结构化写作能力。 
在写作过程中，需要根据主题、目的、读者和论文类型等因素选择合适的结构，并注意文章的连贯

性，将主题和目的融入文章的各个部分，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会迷失方向。比如，在描述研究方法时

可以采用时间顺序结构，在论证论点时可以采用因果关系结构；其次要充分利用段落结构，在每个段落

中需要有一个清晰的主题句，并围绕这个主题句展开论述。段落之间也需要有合理的过渡，以形成整篇

文章的结构框架；第三，注意文章的连贯性。文章的连贯性是指文章各部分之间存在着自然的联系和逻

辑上的连贯性。可以通过运用转折词、连接词等方式来增强文章的连贯性；最后，合理组织论点和证据。

需要将不同的论点和证据合理组织，使之之间具有逻辑性和连贯性，从而更好地支持和证明主题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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