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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的定义

是面对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的决断而进行的言之有据的反省思维。

——恩尼斯

（1）基于宽容原则和中立原则：批判意味着理解与评判，而不是辩论或反驳。批判是建设性的
思考方式，而不是破坏性的。

（2）基于反省思维：批判重在自我批判。是自我指导、自我规范、自我检测和自我校正的思考。



批判性思维与论文写作的关系

知识体系模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五章

......

......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十章

......

......

知识图谱模式

现实中的问题

第一章第二节 第九章

第三章

第五章第二节

第七章第一节
第八章第二节

第二章第一节...

知识体系模式和知识图谱模式



论文写作的步骤

一、文献调研
文献检索、文献整理、文献阅读、文献综述

二、论文构思
从论域到论题、论证框架、写作框架

三、论文写作
标题、引言、正文…



高效整理文献

两种方法：

1.分类存储

2.命名时体现优先级 (文件名=作者名+发表年份+文章题目)

按照重要程度：在文件名前+001、002…

文献阅读过程中调整分类、分级

利用文献管理软件的文献整理功能



高效文献整理

n A1法定犯的责任要件与刑罚配置: “掏鸟窝案”引发的思考唐千圃高圣平.pdf

n A2刑法司法解释的能与不能-基于网购仿真枪案和掏 鸟窝案判决的思考叶良芳.pdf

n A3法官裁判思维对刑事 裁判可接受性的影响与重塑-以掏鸟窝案为视角_叶伶利.pdf

n A4浅析法律 与情理的冲突解决-关于深圳鹦鹉案的思考马瑞琳.pdf

n A5舆论监督与 司法公正-从大学生掏鸟窝案说起周园.pdf

n A6从大学生掏 鸟案看我国立法与司法的衔接_刘渊.pdf

n A7刑事司法解释强制拘束力的批判与 反思-以掏鸟窝案的裁判文书为切入点段卫利.pdf

n A8为掏 鸟窝事件叫屈-呼唤崇法尊法意识 刘克梅.pdf

n A9论自媒体时代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实现-以大学生掏鸟窝案为视角熊明明朱建华.pdf

n A10浅析我国司法 与立法的衔接反思“天价掏鸟案” 白婷婷.pdf

n A11从“大学生掏鸟窝案”我国立法与司法的衔接-从公民的违法性认识程度差异谈起谷昕柔.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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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批判性文献阅读



阅读的四个层次

阅读的四个层次
阅读层次 名称 定义 要达到目的 针对的文体

第一层 基础性阅读 是指能从前到后读完，没有文字障碍和术语障碍。 读通 议论文、小
说、散文

第二层 检视性阅读

是指在基础性阅读的基础之上，对文章的标题、目录、作者信息、主
要内容等都能进行复述，也就是说能说出文章的一些客观信息，能描
述主要内容，能说出文章的重点以及重要信息。注意这个“内容”是
指作为文章物理组成部分的“内容”。

读懂 议论文、小
说、散文

第三层 分析性阅读
也被称为批判性阅读，它是在基础性阅读和检视性阅读基础上将一本
书的“肉”拆掉，剥离出“骨架”的阅读方法，这副“骨架”说的就是
文章的论证结构，“肉”就是指上文的检视性阅读。

读透 议论文

第四层 主体性阅读

是指搜集关于某个特定主题的一些文献，对这些同主题的文献进行批
判性阅读，并将这些文献所讨论问题的主题线索、时间线索、空间线
索、作者线索等全部梳理出来，主题性阅读的过程也是形成文献综述
的过程。因此，主题性阅读也是在前三个层次阅读，尤其是分析性
(批判性)阅读的基础上展开的。

为写作做准
备

议论文（写
作）



批判性阅读的阶段、目标、任务

阶段一 阶段二
理解阶段 批判阶段

目的 理解 评估

立场 和作者对话 自主思考

任务 发掘论证 拷问论证

文献阅读原则：

先综述，后科技

先中文，后英文

本看硕，硕看博



第一阶段：需要理解的问题

1.了解作者信息、出版信息和背景信息

2.文章的中心议题是什么

3.作者的主张或结论是什么

4.支持结论的理由或前提是什么

5.关键性概念或关键词的含义是什么

6.论证的基本要点是什么

7.分析论证结构，有前提到结论的推理是什么

坚持宽容原则

站在作者立场理解文章内容

客观公正，不带有偏见的理解作者观点



第二阶段：需要解决的批判性问题

1.理由是真的吗

2.理由与结论相关吗

3.若相关，推理是否合乎逻辑

4.从理由得出结论，有未表达的前提吗

5.这种假设合理吗

6.是否存在与结论相关的反例

7.需要限定或解释论证中的某些概念或关键词吗

坚持中立原则、拷问理论

评估论证的质量

真实性、一致性、相关性、

清晰性、可靠性、准确性等



举例                     北京污染的效果？不清楚

                                     ——《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73-79页，2010

对北京可怕的空气将影响运动员发挥的恐惧, 或许被游泳比赛打破世界纪录的进程消除了。 但是, 对这座城市的污

染进行控制的真正考验是在北京室外闷热, 潮湿和污染的空气中进行的持久耐力比赛。

损害已经产生了: 在8月9日进行的男子245公里公路自行车比赛中, 1/3以上的运动员中途退出了比赛, 部分原因是空

气十分令人气闷, 有一个运动员感觉像是在海拔3000米的地方比赛, 而实际比赛途中海拔最高的地方只有300米。

运动员们呼吸的是污染汤——包括超细微粒, 一氧化碳, 硫氧化物和臭氧, 其中的每一种东西都可能降低运动员的速

度。近来的一项研究表名这些污染物为什么会对运动员造成影响。一名学者, 做了一个实验。他让15名大学生冰球

运动员做2次6分钟的全速骑车冲刺, 第一次让他们呼吸含微粒少的空气, 第二次让他们呼吸含微粒多的空气。 他们

第二次的速度, 平均比第一次下降5.5%. 对马拉松运动员来说, 这相当于比没有污染要慢7分钟, 足以让破世界记录的

希望落空。



举例



高效阅读文献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泛读 精读

表现形式 由厚到薄 由薄到厚

阅读方式 跳跃式阅读 扫描式阅读

阅读目标 明确和细化研究目标、形成自己论文观点
（初步架构：目标、方法、结构），
确定下一步读什么

寻找证据支持、完善论文框架，读出作者
的前提和假设等没有写出的内容
明确论文写什么

阅读重点 找灵感，重大局 找证据，重细节

阅读文献类型 在二次文献中找观点
（文献综述类论文、优秀论文引言部分）

在一次文献中找数据

阅读顺序 摘要-结论-引言-（方法、结果） 既要读结论，也要看结果和数据

阅读过程 精选文献，按照重要程度排序 做大量笔记

笔记方法 用思维导图记录思考脉络 表格辅助数据记录
总结：
1.写作是网状思考——线性文字——还原作者的网状思考（关键性文献）
2.提取关键点（多数普通文献）
3.围绕自己论文架构阅读、记录



做好阅读笔记

笔记的目的 提高文献阅读效率 帮助总结思考

笔记记什么 摘录有用的信息 记录自己的想法、灵感



做好阅读笔记

第一步：利用word文档记录

摘录文献信息
可以直接复制粘贴

对我自己可能的用处是什么
是否与我的课题相关性
我对这条信息的想法
他存在的缺点
我是否赞成相关的预测
这条信息和其他文献的关联
记录解释这条信息的其他相关信息
其他和这条信息相关的获得的灵感，包括潜在含义和带来的
新可能 

#A#
#B#

存在疑问的信息，不太理解的信息用
红色标出，
随着重复多次阅读，逐渐解决疑惑更
换成黑色

以文献为单位 
文献识别信息（第一作者+论文出版年份）#关键词标签#

概述这篇文献对自己有用的阅读笔记（自己的摘要）



做好阅读笔记

第二步：用于整理的word文档

#A#
信息点1 [文献1]
信息点2 [文献2]
信息点3 [文献3]

#B#
信息点1 [文献1]
信息点2 [文献2]
信息点3 [文献3]

#论点1#
信息点1 [文献1]
信息点2 [文献2]
信息点3 [文献3]

注：
1.信息点需要精炼
2.标注好文献出处
3.信息点间综合概括总结
4.阅读后的文献整理是文献综述写作的基础



文献阅读的注意事项

三不要：

未经选择的精读

只读不做笔记

文献来源不清晰

三种方法：

列表法

画图法

自加摘要法

信息点1 信息点2 信息点…

文献A

文献B

文献…

论点1

论点2 论点3

文献A

文献C

文献B



总结用批判性思维检阅文献

客观评价
Why/How

主观选择
If

是否可信
批判别人

接受新信息

是否可用
批判自己

改善旧信息

事实     

归纳：证据的充分度（可能性结论）
演绎：隐含的假设（必然性结论）

观点    
证据    

逻辑   



3.论文写作



投稿论文（期刊、会议、报纸）

调研报告、研究报告、
专利、标准（科研项目）

学位论文（硕士、博士、学士论文）

论文的分类



1.避免过大或过小

2.与内容契合

1.以往研究的综合

2.本人的思考与评价

1.总结全文，适当升华

2.避免引用

1.短小精悍

2.一目了然

1.论点论据有机结合

2.理论框架严谨有效

1.掌握引用规范

2.参照期刊标准

标题 前言 结论

摘要 主体 参考
文献

致谢

论文的构成



论文的构成



·学术发展历史，现有缺点和问题，从而引出自己做的工作,介绍本文优点，吸引读者

论文的构成



·介绍自己实验数据或查找的文献资料，来证明自己工作的科学性和解决的问题，让读者认

可自己的工作

论文的构成



·论文探究的答案/实验数据、现象的分析

·解释现象、阐述观点，说明你调查结果的意义，为后续研究提出建议

论文的构成



·对所做工作进行总结提炼

·有些作者还会在文末提出自己工作的缺点和不足，并表明将来工作要解决的问题，吸引读

者随时关注自己发文的动态

论文的构成



·对已有工作的继承，也可以让读者继续阅读参考文献，获取更多相关的知识

论文的构成



标题

1.研究对象

2.研究结果

3.研究目的

4.研究方法

5.研究问题

6.研究观点

7.研究背景

精、准

通常是短语，而不是句子

标题通常不使用标点符号，

特殊情况疑问句用问号

研究背景+研究对象+研究观点

《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实施中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司法可控性》



摘要

功能：

供选择

供索引

要点：

准确的覆盖论文的全貌

突出论文的亮点

特性：

独立性

自明性

一致性

内容：

目标

方法

结果

结论



举例



举例

原论文摘要：
使用无毒环保型凹印油墨是凹版印刷的发展趋势，有利于环境保护、操作及使用人
员的身体健康。本文介绍了研制无笨塑料凹印油墨的配方、如何对凹印油墨的基本
成分——溶剂、树脂和颜料进行测试筛选，利用物理分散方法制备油墨样品，探讨
了不同添加剂的加入及制备工艺条件对凹印油墨质量的影响。

修改后的摘要如下：
为了改善工作环境，利于环保，研制了无笨型溶剂体系，结合与之相适应的树脂，
设计了无笨型塑料凹印油墨的配方。（目的）采用砂磨机分散法制备无笨型塑料凹
印油墨，实验中使用SBM-T型篮式砂磨机用于少量油墨的制备，使用SGM-1.4型
卧式砂磨机用于模拟实际油墨制备生产条件。（方法）通过对各种原材料及样品墨
的测试，得到了无笨型塑料凹印油墨的优化配方，利用优化配方并结合研磨工艺，
制备的油墨能够满足生产需求。（结论）



论文的三段式结构

引言

研究目标
研究方法
研究结果

结论与讨论

议论文——逻辑（论述）
定位整篇论文
研究目标合理、在研究领域有合理位置
论据是文献中搜集的资料
论述结构：从普遍到具体

说明文——清晰（描述）
科学的语言描述
中间部分是实验报告、技术报告

议论文——逻辑（论述）
再定位
研究结果有价值
论据是自己的研究结果及文献中搜集的资料
论述结构：从具体到普遍



引言

1.解释句：看情况可省略，交代特殊概念。

2.背景句：必须写，点出研究问题的背景，紧贴问题层面写。

3.一般问题句：在此背景下，什么问题凸显出来，广泛意义的研究问题，没有具体化。

4.文献综述句：必须写，针对一般问题，说明目前学术研究的层面。一句话概括，凸显学术功底和创新性。

5.具体问题句：非常重要，引出自己的研究问题，对应研究内容，贯穿文章始终，高度概括。

6.研究意义句：结尾，简要总结研究意义，对应文中研究意义。高度概括。



引言

1.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司法可控性是指针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灵活性引发的…而采取的…最终要达到的…

（解释句,破题）

2.最密切联系原则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被世界各国立法纷纷采纳，我国也将该原则作为重要的法律原则。

（背景句，交代研究的时代感，要突出时代意义）

3.该原则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实现法律适用的灵活性，最大的缺点在于法律适用太过灵活，进而引发了司

法适用的诸多问题。

（一般问题句，交代研究领域）

4.对该问题现有的学术研究多集中于…

（文献综述句，交代前人研究的结果，凸显自己研究的创新性）

5.而本研究与以往研究不同，主要集中于…

  (具体问题句，不仅点题还要衔接后面正文的内容)

6.这将解决理论上关于…;也将解决实践中…长期困惑。

（研究意义句，承上启下）



引言

Problem                               Question

已知                 未知                应知

Goal                                     Objective

问题X它的重要性已经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研究者A发现了…,研究者B发现了…,基

于这些理由我们认为，回答问题C对于解决问题X至关重要。



正文构思

结论

目标合理 方法靠谱 结果有意义



正文

自然科学类论文分级方法



正文



结果、讨论和结论写作要点

结果    

分类分层：突出关键、适当均衡

两个一致：内容与方法，描述与图表

讨论

内容：关键结果+文献+个人观点

三个比较：结果与预期目标、结果与相关文献、结果与长远目标

结论

两个要点：突出亮点、指明方向



结果、讨论和结论逻辑结构

方法 结果 讨论 结论

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三

结果一

结果二

结果三

证据                          理由一

证据                           理由二

证据                           理由三

段落主体 段落主题句

结论一

关键结果
+文献



参考文献

1.只收录作者亲自阅读，并在论文中直接使用的文献

2.尤其重视原始文献和第一手文献

3.转引的文献，一定要查找原始文献进行核对

4.引用论点必须准备无误，不能断章取义

5.采用规范著录格式

注意：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均属学术不端行为。



谢谢！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