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论文写作
绪论 写作方法和技巧

中国海洋大学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2020 / 09 



 

第一部分：科技论文撰写预备

成为一流科研人员的规律？如何选择研究领域？如何收集
相关材料并阅读？如何确定科研方向与选题？

第二部分：科技论文谋划、构成与规范表达

如何谋划和开始一篇科技论文？科技论文构成与规范表达？
科技论文插图与表格规范？科技论文公式的规范？如何完
成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课程主要内容



 

第三部分：学术规范指南

什么叫编、著与编著？科技术论文引文规范是什么？

第四部分：科技论文语言规范

科技论文汉语语言特点、各类语病、科技论文句式选择方
法、标点符号的规范使用； 科技论文英语规范表达原则；
一些标准的写作技巧，定冠词使用; 论文投稿信与修改

课程主要内容



 课程学习方式

线上交流 +  课堂学习 + 课后作业

课程微信群

20秋学术论文写作



 课程大作业

用英文写一篇短文，包括如下几部分：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当前研究是如何做的，当前方法的主要问题，你计划如何
解决这些问题，你解决方案的主要亮点。

具体要求：

1.字数1500以上，不可抄袭；

2.筛选出学术价值较高的文献（发表于知名会议或者期刊）
进行引用，不少于10篇，参考文献格式参照IEEE格式；

3.在Overleaf上写作：https://www.overleaf.com

4.作业最终提交到网盘，到时候会通知



 成绩考核

成绩构成（百分制）：

课程大作业 85% + 课堂作业10% + 出勤5% 

+ 奖励成绩 - 惩罚成绩

奖励（主动组织主题讨论、主动分享课程相关学习等）

惩罚（上课玩手机、交头结耳、传播负能量等）



 

参加《学术论文写作》课程的目的？

对学术论文写作非常感兴趣

尚不明确，也许会感兴趣

对学术写作不感兴趣，就是来混混学分

反感从事学术工作

A

B

C

D

提交

投票(匿名) 最多可选1项



 

Question & Answer



 本讲主要内容来自清华大学刘知远



 本讲主要内容来自清华大学刘知远

国内自然语言处理（NLP）领域，刘知远能排第几？



 本讲主要内容来自清华大学刘知远



 学术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

计算机学科创新成果可以是新的算法、任务、应用、数据、发
现等，务求一个 “新” 字，其影响力则取决于它对该领域发展
的推动作用

学术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多个环节，共同完成对 “创新” 
的追求：问题务求挑战，模型务求创新，实现务求准确，实验
务求深入



 学术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

在这个系统工程中，论文的作用则是，向学术界同行清晰准确

地描述成果的创新点、技术思路、算法细节和验证结果

明白这一点，才能正确的对待论文写作：

一项乏善可陈的工作，很难通过写作变得众星捧月；

一项充满创新的成果，却有可能因为糟糕的写作而无法向审稿

人准确传递重要价值所在，延误成果发表



 学术研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成功的研究 =
重要问题 + 新颖的方法 + 努力、积累、坚持



 学术研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追求

第一层：锻炼解决开放问题的能力
第二层：成为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
第三层：做出引领领域方向的工作



 学术研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追求

当在发表第一篇论文时，你可能会想如何去解决这个
问题，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锻炼问题的研究能力，
因为你要解决的问题尽量要是前人没有解决的

第二层，当博士读到2-3年时候，希望能有两三份重要
的工作能使得你成为这个领域的知名专家

第三层，你要比绝大多数人想问题想的更早、眼光更
加长远，这时候你就成为了引领这个领域的专家。不
论读博还是读研，希望大家在这三个层次进行进步



 研究方向的选择



 研究建议1

正视个体差异
扬长避短：不同研究环节侧重不同方面
循序渐进：
• 从事第一项研究时，要主要负责模型设计与实现，

导师主要负责选题、技术路线和论文撰写
• 成功完成首项任务后，则可以开始在选题等方面承

担更多责任，从而得到更全面的锻炼

每个人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比如你编程好，但英语不
好、写作不好。所以要扬长避短，尽量做好自己擅长
的，并综合自己的资源



 研究建议2

迅速进入研究状态
• 在学习入门知识的同时，迅速从具体研究任务入手，

开始研究历练
• 在实践中学习，学以致用，实现对领域的全景了解



 研究建议3

把科研列为高优先级
• 历史表明，成绩与重视程度成正比
• 正式加入前，慎重决定，一旦决定全力以赴



 研究建议3

把科研列为高优先级
• 历史表明，成绩与重视程度成正比
• 正式加入前，慎重决定，一旦决定全力以赴

无论怎么样，如果你想在科研中有所成就，一定要将
科研列为最高优先级。这种最高优先级并不是每天都
在实验室待着，而是一种状态，比如你吃饭时候、洗
澡时候、上床睡觉时候都应在想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
自己如何进行解决，进行思考



 研究建议4

坚持积极主动的态度
• 积极与导师学长交流，充分利用LAB资源，一切以

完成高水平研究为目标



 如何查找论文 （给定关键词）



 善用Google Scholar



 善用Google Scholar



 善用Google Scholar

查阅学者学术信息、引用情况，也提供引用格式文件



 如何判断论文是否值得阅读

• 作者是否大牛学者？作者机构是否顶尖？

• 是否发表在顶级期刊/会议上？

• 论文社会关注度如何？

• 是否获得最佳论文？引用情况如何？



 学术资源 ACM & IEEE

• 美国计算机学会
• 全球最大的计算机学术组织
• ACM 拥有大量高水平论文

•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 全球最大的电子与信息科学协会



 如何判断论文是否值得阅读



 如何判断论文是否值得阅读

新时代的论文途径
微博、TWITTER

微信公众号、知乎、GITHUB
… … … …



 如何判断论文是否值得阅读

王晋东，现就职于微软亚洲研究院，研究方向为迁移
学习和机器学习等。他在国际权威会议ICDM、
UbiComp等发表多篇文章。

他是知乎等知识共享社区的机器学习达人（知乎用户
名：王晋东不在家）

他还在Github上发起建立了多个与机器学习相关的资
源仓库，成立了超过120个高校和研究所参与的机器
学习群，热心于知识的共享



 阅读论文的顺序

题目->摘要->导论->实验结果->自己工作->参考文献，要将精
读和泛读充分结合，可能一年阅读文章成百上千篇，但是有几十
篇文章一定需要仔细阅读，反复阅读



 如何找好问题

• 一流学者提出问题

• 二流学者解决问题

• 三流学者打补丁



 为什么找问题更重要、更难？

• 牛人提出问题往往能影响整个领域的发展方向

• 解决问题往往是个技术活，能够后天培养（理论素
养、编程能力、写作能力等），而提出问题需要：
站得高、看得远、嗅觉好、当机立断、不畏风险



 如何找问题？



 哪里热闹去哪里



 哪里人少去哪里



 如何找好问题

• 博览群书，对整个领域有全貌的把握

• 熟知学术界动态，知道当前最热门的问题是什么

• 明察秋毫，富有远见，结合个人兴趣选择一个数年
后变成热门的领域，并全力以赴去做



 做好不被认可的准备



 做好不被认可的准备



 对博士生的选题建议

• 不只训练对单独一份工作选题的能力
• 思考博士生涯的整体选题（3-5个独立工作）



 对博士生的选题建议



 写论文时什么最重要？



 关于审稿

• 你以为审稿人应该是这样审稿的



 关于审稿

• 你以为审稿人应该是这样审稿的

• 实际上他们往往是这样的



 关于审稿

第一印象决定accept or reject
所以要 5 分钟以内打动审稿人



 微博上的佐证



 观念转变



 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



 层次：论文



 层次：信息



 层次：思想



 阅读与写作



 标题的重要性



 例子



 例子



 摘要

• 几句话概括你的工作
• 误区

• 力图所有细节说清楚
• 用很专业的术语描述
• 出现数学符号

用语要简单，外行能看懂



 摘要



 引言

• 比题目和摘要更进一步，几段话说清你的工作

• 要点是充分论证你工作的必要和重要性，要让审稿
人认同并迫不及待的想看

• 行文逻辑严密，论证充分



 引言

常见的逻辑：
• 说明问题是什么
• 简单罗列前人工作
• 描述我们的工作

更好的逻辑：
• 说明问题是什么
• 目前最好的工作面临什么挑战
• 我们的方法能缓解上述挑战



 引言



 引言



 引言



 引言

每个段落有个论断式的中心句

其余部分都是支撑句，围绕中心句展开论证
• 前人工作
• 具体数据

支撑句之间可分类组织

段尾可加上衔接句



 引言

中心句与支撑句



 引言

中心句与支撑句



 引言

衔接句



 引言

新技巧：
• 在首页放一个图或者表，让读者一目了然你的工作
• 不要写“This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而是直接列出自己的贡献



 引言

眼动仪的佐证：



 引言



 引言 （信息流的变化）



 引言 （图和表的重要性）

• 图和表是论文的骨架，争取让读者按照顺序看就能
理解论文的主要思路，不用通过读正文
• 一般第一遍看，都会看图、找例子
• 然后到后边看主要结果
• 再从头看正文

• 把论文的元素放在最应用放在的地方，符合读者的
认知惯性，降低理解程度



 引言 （直接列出自己的贡献）



 引言 （全局连贯性）



 Methodology

如何描述自己的方法？

不要上来就描述工作，可以先介绍背景知识（往往就
是baseline）
• 有利于降低初学者或其他领域学者的理解难度
• 有利于对Introduction中论文做理详细的解释
• 有利于对比Baseline和你的方法



 Methodology



 Methodology   （例子是利器）

英语不好说？用例子！
• 全篇使用一个running example，用来描述方法
• 围绕running example，展开描述工作
• 审稿人能够从中更舒服地了解你的工作，读正文会

花费他更多的时间
• 看完running example，审稿人便知道核心思路



 Methodology   （逻辑顺序）



 Methodology   （逻辑顺序）



 Experiment

公认的标准数据和state-of-the-art系统

实验先辅后主
• 辅助实验：参数的影响
• 主实验：证明显著超过baseline

不辞劳苦，做到极致



 Experiment



 Experiment   （caption信息丰富）



 Related work



 Related work



 Related work



 Related work   (传承与创新)



 附录

并非必需，但是对于读者深入理解的的工作有帮助，
往往非常形式化
• 证明
• “鸡肋”

恰当地使用附录能显著提升论文的可读性



 附录



 写作常见问题

• 句子过长
• 经常使用被动句式
• 结构松散、口语化
• 不定冠词和定冠词的使用
• 公式后面文字的缩进
• 引用的写法



 写作常见问题    （句子过长）



 写作常见问题    （句子过长）



 写作常见问题    （被动句式+弱动词）



 写作常见问题    （被动句式+弱动词）



 写作常见问题    （结构松散+口语化）



 写作常见问题    （结构松散+口语化）



 写作常见问题    （a 还是 an）



 写作常见问题    （如何使用the）



 写作常见问题    （如何使用the）



 写作常见问题    （如何使用the）



 其它

• 论文中每个符号都应当找得到定义，除非众所周知。
永远不要不加说明就是用数学符号

• 要避免数学符号冲突，使用符号列表

• 不要生造术语，尤其是中式译法，尽量符合惯例

• 集成所有信息元素，排版美观和专业



 提高英语写作的窍门

• 找著名学者（尤其是native speaker）的论文钻研，
学习句式和词汇用法，做笔记

• 拿不准的地方找google，双引号查询

• 学习句式和用法



 提高英语写作的窍门



 提高英语写作的窍门



 利用搜索引擎



 利用搜索引擎



 利用搜索引擎



 利用搜索引擎



 必须掌握的工具

Latex
• 强烈建议投稿的论文使用Latex
• http://www.ctex.org/

Powerpoint
• 画矢量图



 时间管理和获得反馈

Coarse-to-fine
• 截稿前一个月开始写
• 每隔两天改一次

听取不同背景读者的反馈意见
• 专家：专业意见
• 非专家：发现信息壁垒

写到极致，完成精致的艺术品



 总结

论文的本质是分享思想，呈现信息

信息的呈现符合读者的认知惯性

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降低阅读难度，提高愉悦感

细节决定成败

不要本末倒置：创新至上，技法为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