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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研究日益全球化，科学技术的进步极大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教学内容和方法在不断发生变化。

教师在教授基本的专业知识之外还需要注重学生逻辑思维和科学表达能力的培养。鉴于大多数学生科研

论文撰写能力欠缺，针对这种现状，把论文撰写能力培养作为一门课程是十分必要的，系统的教授学生

如何撰写论文，绘制图表，投稿和稿件修改。本文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方式等几方面内容初步

探讨《科研论文撰写》这门课程的改革方法，以期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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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 are changing con-
tinuously. The teacher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logical thinking and expression 
ability along with basic knowledge. Most students lack the paper writing ability, based on this sit-
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et the paper writing training as an elective, to teach students how to 
write a paper, figure, submit and revise systematically.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teaching effect, 
this paper preliminarily discusses the reform method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aper writing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 and examin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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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营造浓厚的校园科技创新和学术研讨氛围，构建大学生科技创新工作体系，我们学校每年都会鼓励并组

织大学生积极申报科研项目，如“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研究暨实

验设计论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等，教育引导大学生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踊跃

投身科学攻关第一线，加速大学生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断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

神及实践能力。 
课堂作为高校教学活动的第一线，授课的内容和方式影响授课的质量。2018 年 8 月份，教育部专门

印发了《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提出“各高校要全面梳理

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淘汰‘水课’、打造‘金课’，合理提升学业挑战度、增加课程难度、拓展课程

深度，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这是教育部文件中第一次正式使用“金课”这个概念。整顿高等学校

的教学秩序，“淘汰水课、打造金课”首次被正式写入教育部的文件[1]。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22 年工作

要点中提到实施中国“金课行动”[2]，其实质就是推进教学改革，消灭“水课”，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高校作为教学的第一线，应当积极学习贯彻教育部的文件，把建设“金课”作为教学改革的目标。 
作为一名医学相关的研究人员和教师，在教授《科研论文撰写》这门课程过程中调查发现，多数学

生对于在本科学习期间发表论文有强烈的愿望，但是多数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令大多数学生头疼的一个

问题是关于科研论文的撰写。对于撰写科研论文，学生们通常会觉得无从下笔，或者写的没有逻辑，读

起来生涩难懂，甚至认为只有英语成绩好的学生才能独立完成论文的撰写。部分对论文撰写有热情的学

生反映在论文撰写方面缺乏专业的指导，导致畏难情绪，甚至失去信心，而面对毕业论文的压力，有些

人投机取巧甚至犯错[3]。据调查，只有很少的学生参与过科研设计活动和论文写作[4]。这主要是在本科

学习期间缺乏对科研能力和论文撰写的培训有关[5]。开设《科研论文撰写》这门课程能很好的帮助学生

熟悉科研论文的撰写，针对学生在撰写科研论文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如何教是教师必须认真思考的问

题。作为教师要响应国家的号召，不断改革授课内容和教学方式，打造“金课”，让学生愿意学，学得

快，学得会，努力提高学生论文撰写能力，以适应未来高水平的教育[6]。 

2. 目前《科研论文撰写》课程教学简介 

2.1. 课程教学内容 

目前《科研论文撰写》这门课程在本校作为专业选修课程开设，课程学时共 18 学时，课程学分计

1.0 分，课程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快速了解和掌握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论文的写作原则和技巧，提

高学生的论文在 SCI 期刊的接收率，同时帮助他们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相应水平 SCI 期刊。本门课

程主要围绕以下九章内容展开：(一) SCI 期刊简介。主要是介绍相关专业比较受欢迎的一些科学期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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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 论文的结构和基本格式。论文的结构包括标题，作者署名，摘要等[7]；(三)如何书写 SCI 论文的标题

与摘要；(四)如何书写 SCI 论文的引言；(五)如何书写 SCI 论文的实验材料与方法；(六)如何书写 SCI 论
文的研究结果与讨论；(七)如何制作 SCI 论文中的图与表；(八)如何使用 EndNote 软件引用参考文献；(九)
如何选择 SCI 期刊并投稿。让不同年级的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学习水平，准确定位自己的论文可以投什

么期刊，并深入讲解期刊的投稿要求，让学生明白不同的期刊在投稿时的注意事项。在教学过程中将课

堂讲授与学生讨论相结合，通过引导学生阅读文献，鼓励学生依据文献自主提出问题并进行尝试性思考，

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提高学生开展学术研究的能力。 

2.2. 课程考核方式 

《科研论文撰写》的考核目标是使学生们熟悉和初步掌握 SCI 论文撰写及投稿的流程和能力，考核

方式为：平时考核和期末考核相结合。平时考核主要考核学生出勤率、参加讨论和完成平时作业等情况；

期末考核采用考查的形式，学生需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选取一篇文献并对 SCI 论文的写作进行评价。 
本门课程的成绩构成为：对 SCI 论文的写作进行评价为主要考核方式，学习完所有课时一次性考核；

考勤占 10%。 

3. 目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选修课程的时间一般设置在周内的晚上，学生经过一整天高强度的专业课程学习后，精力和记忆力

都会有所下降，因此无法进行最佳状态的学习；另外，多数学生并未意识到这门课程的重要性，只是简

单地认为选修课程是赚学分的地方，所以并不会引起学生的高度重视及认真对待。在教学中目前存在的

问题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 
1) 课堂上学生的积极性并不高，上课不够专注甚至逃课，很少主动参与到课堂互动中； 
2) 学生内心忽视这门课程的重要性，课后并不会花时间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3) 学生的英文写作能力比较差，对用英文写论文有恐惧感； 
4) 老师传授知识的方式比较枯燥，只是简单讲述知识点内容，无法提起学生的兴趣； 
5) 课程期末考核的方式比较单一，学生只是敷衍了事，并不会认真对待； 
6) 学生对科研世界还处于懵懂状态，不清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 
7) 多数学生只是简单地将发表论文作为评奖学金、考研究生的捷径，并未真正感受到科研的乐趣、

意识到科研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4. 关于课程改革的几点建议 

4.1. 授课内容改革 

首先，教师要教授学生科研论文写作的基本知识，例如科研论文的基本结构，每个部分写作的注意

事项，科研论文中图表的制作，参考文献管理，如何进行文献检索，如何选择投稿期刊等。此外，教师

更应讲述科研工作的重要性及其意义，使学生感悟到自身工作的重大意义，并为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感

到深深地自豪，激发学生的热情，提高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积极性，从而主动学习课程内容。另外要让

学生明白写作是一种能力的培养，而不仅仅是应用于写科研论文。在这方面，教师可结合自身的经历，

分享一些实验过程中遇到的坎坷经历和成功喜悦；或者介绍一些耳熟能详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在科学研

究中如何克服困难与挫折，最终成功后给人类带来的裨益。这可使学生树立正确地科研态度，激发学生

的学习主观能动性。 
其次，对于学生英语写作能力欠缺的问题，教师要鼓励学生多阅读，就像小学生写作文，要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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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范文。科研论文的写作也应该始于科研论文的阅读。“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科研论文的写

作也是同样的道理，会读、读懂科研论文是科研论文写作的前提条件。教师要鼓励学生多阅读学术期刊

已发表的文献和一些英文媒体的内容，并且可以尝试在课堂上带着学生一起阅读科研论文，甚至可以把

论文的阅读作为一项日常的作业，让学生总结阅读论文后对自己写作有何启示，从而提高学生的英语写

作水平。在学术界颇负盛名的施一公院士就曾谈到自己通过阅读提高写作能力，使自己从英语四级的“良”

到一晚上写出一篇顶级期刊的论文。复旦大学彭慧胜教授要求自己的学生如果引用 30 篇文献，则需要阅

读 300 篇文献[8]。教师应适时地教学生如何阅读英文科研论文，帮助学生分析论文的写作技巧，常用表

述句型，论文中的逻辑顺序，让学生发表自己对所读科研论文的理解，从而让学生掌握科研论文写作的

内在思路和外在技巧。 
另外，教师更应注重学生的写作训练。没有人天生会写优秀的科研论文，都是学习和练习得来的，

万事开头难，开始写作不要怕犯错，先让学生把自己要表达的内容写出来，然后和文献中类似的说法进

行比较，找出自己表达中的不足，积累科研论文写作中的常见表述方式，在后续的写作中不断提高自己

的水平。适当的练习能让学生及时使用学到的技巧，加深对科研论文写作思路和方法的理解。教师要引

导学生把科研思维和写作能力应用到生活中[9]，激发学生的写作热情，做到学以致用，潜移默化中提升

学生的写作能力。 

4.2. 授课方式改革 

传统教学方式以教师授课为主，这样并不利于提高学生的主动性。科研论文写作课程应当改变这种

传统的教学方式，尝试“翻转课堂”，采用案例教学，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比如选取感

兴趣的科研论文，让学生自己阅读，结合各部分的标题和内容，提出问题，总结结论，同时让学生谈谈

自己对论文不同部分内容写作的理解，揣摩其写作的侧重点，为科研论文的写作奠定基础。在这种全新

的教学模式下，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可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参与到课堂学习中，主动掌握科研论文写作

的技巧。另外，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特别指出学生要注意科研论文写作中一些科学专有名词的使用，

使学生撰写的论文能够被相关科研人员认可。 
这种授课模式能够很好的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实践中掌握知识。改变教师一味地输出知识，

学生被迫接受的状况。而是经教师引导，由学生自主地完成，在完成的过程中掌握科研论文写作的基本

方法，可帮助学生成为课堂真正意义上的“主人”。 

4.3. 课程考核方式改革 

课程考核是为了检验学生对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是教学的必须环节，是对教学方法，教学

质量和教学效果的反馈。科研论文写作课程的考核方式为日常成绩(10%)，课堂论文阅读评论(40%)，结

课论文写作(50%)。日常成绩主要是考察出勤，课堂表现和作业完成情况，重点是后两个。课堂论文阅读

的考察可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给每组同学布置一篇文献，组内同学一起阅读讨论，最后各组同学自由

发言对文献各个方面的理解，教师总结评述并评分。为最大程度地调动每位同学对科研的热情，以小组

形式进行汇报时，要注意区分每位学生在此次工作中的贡献度，根据真实地贡献度打出评分，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使学生感受到“劳有所获”。 
结课论文的写作是对这门课程所学知识的综合考察。考察学生对科研论文写作技能的掌握程度和实

践水平。评分标准从以下四个方面考察，其一是论文格式的规范性，即论文各部分结构是否都完整；其

二是内在的逻辑性，即论文的内容是否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安排，而不是胡乱堆砌；其三是写作的规范

性，特别是专业术语的应用，图表的制作，参考文献的插入，参考文献的格式等是否符合要求；其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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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科学性，例如论文的题目是否能很好的反映论文主题，摘要是否能够反映出主要内容，实验结果

的描述是否准确，结论分析是否恰当，论文关键词的选取是否合适，结果的讨论是否符合科学原理等。

鼓励学生发表论文，在学生写作过程中，给予适当地指导。若有学生在授课期间成功发表论文，可将其

视为加分项。 
这种考察方式的改变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能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知识，并将所学的知识用到

实践中，作到学以致用，将科研论文写作技能的学习从理论层面提高到技能层面，实现学生科研论文写

作技能的初步形成。 

4.4. 对科研意义和论文发表认知的改革 

科研论文是知识的传递工具，是科研工作者交流的一种形式。然而目前，多数学生仅仅认为发表论

文是通往奖学金或研究生考试的捷径，一味地追求论文数量和高影响因子，从而忽略了科研工作的真正

意义。科研工作者的真正意义在于对新知识、新原理的探索，拓展现有的知识。因此，教师在上课期间

应着重强调科学研究中原创性工作的重要性，并鼓励所研究的科研成果转化，造福于人类。我国老一辈

“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们就是很好的榜样，他们并没有发表顶级期刊的论文，也没有显赫的地位，甚至

隐姓埋名，扎根大漠，为国铸剑，在艰苦的环境中取得巨大的科学技术进展，为国家的安全做出无与伦

比的贡献，这才是科研的真正意义。 

5. 结语 

科研论文撰写是科研工作者的一项基本技能。对于本科生和研究生而言，学会这项基本技能不仅能

提高自己的写作表达能力，更能锻炼自己的逻辑能力和分析能力。科研论文撰写的重点在于能够科学严

谨的表达自己的实验结果，合理分析实验结果，并将研究成果真实而又得体的展示给大家。所以英文论

文的写作语法并不是写作的全部重点，应带领学生走出认知误区，克服写作困难。高校中《科研论文撰

写》这门课程应以培养真正热爱科研的工作者为目的，使学生树立实事求是的科研态度、形成严谨的科

研思维，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科研论文的阅读和撰写能力，从而能够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从屠呦呦获得

诺贝尔科学奖的事迹来看，改革高校教育，培育新型人才是大势所趋[10]。因此在本科阶段进行论文撰写

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启发学生的科研思维，对培养创新型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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