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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料积累与查找的意义 

     1.  站在更高的研究起点上：选题
          了解他人已完成的研究，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避免重

复他人的劳动 ： 图书馆的查新工作；

              选题过程中的资料查找：往往更依赖于以往课程学习过
程中的资料积累和毕业论文调研；

          
              例：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设计）选编 / 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教务处（2010、2011、2012、2013、2014版） 
      



2010年版中文学院优秀本科论文 

• 现代广告对古典诗词的借鉴 ……谭慧媚
                                      （指导老师：陈飞）
• 对外汉语中的趋向补语教学……佟姗姗
                                 （指导老师：郑庆君）
• 女性话语与性别权力——论张爱玲《霸
王别姬》对“宏大叙事”的颠覆 ……傅博                       
（指导老师：刘小平）



2011年版中文学院优秀本科论文

• 试论《搜神记》的地域性差异书写
……….谢琳琳      （指导老师：陈飞）

• 论格非叙事的开放性……. ……李黎 
                             （指导老师：申霞艳）
• 粤方言与现代汉语教学        ……马珂  
                              （指导老师：王媛媛）
• 珠海高中生的语言态度研究 …何明璋
                                （指导老师：严修鸿
）



2012年版中文学院优秀本科论文

• 灵魂之下匍匐的臣民——析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
之轻》之特蕾莎…….黄洁         （指导老师：何明星）

• 红尘过处 热血不息——吴藻词中体现的健全文格与人
格………….…..李黎                   （指导老师：陈桐生）

• 汉英定语对比研究——以《骆驼祥子》及其译本为例
……………..…..………马珂    （指导老师：郑庆君）

• 从都市白领电影看中间阶层文化的崛起——以《杜拉
拉升职记》和《摇摆的婚约》为例  ……………张帆                         

                                                            （指导老师：袁瑾）



2013年版中文学院优秀本科论文

• 基于调查的汉语二语学习动机与效果研究——以广外
大外教汉语学习者为例 ……………………….曹炜淇

                                                         （指导老师：彭淑莉）
• 千寻幽井置铁函，百拜丹心今未死——郑思肖《心史
》诗文研究 …………………………………….张佳能

                                                          （指导老师：陈桐生）
• 平庸之恶与抗恶防线——以《一九八四》为例

……………..…..…张泽君            （指导老师：张宁）
• 社区参与与旅游旅游开发——以广东乳源小南岭社区
为例 ……………………………….  …………..沈丽霞                        

                                                          （指导老师：朱志刚）



2014年版中文学院优秀本科论文

• 韩国母语者汉语三字组词汇声调偏误分析…….唐诗
                                                         （指导老师：严修鸿）
• 威廉·布莱克诗画主题解读——以《婴儿的欢乐》与
《婴儿的悲伤》为例…………………………….王文惜

                                                             （指导老师：李安）
• 钟嵘《诗品》“以人评人”品评方法研究..…张泽君
                                                          （指导老师：路成文）
• 东亚导演影像中的都市风景线——以都市化进程中的
异化与新生为视角………………… …………..沈丽霞                        

                                                          （指导老师：朱志刚）



导师评语
• (2012)刘沛同学选择了《汉英定语对比
研究——以<骆驼祥子>及其译本为例
》来做毕业论文，这一选题是作者从
大一开始，一直延续了四年的一个学
术关注点，十分难能可贵。…

• (2013)曹炜淇同学的论文以我校外教汉
语学习班的12名学员为调查对象，用
统计学方法测量了外教汉语学习动力
与汉语学习效果的关系，分析了汉语
学习动机与效果的影响因素。文章选
题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找灵感：推荐参考的论坛资源 

北大中文论坛：北大中文系       
http://www.pkucn.com/forum.php 

    (致力于做中国最好的中文学术论坛)

    国学论坛： http://www.guoxue.com/
         (有检索功能，需免费注册；例：古人最好的悼亡诗)  

汉典论坛：http://bbs.zdic.net/forum.php

/



一．资料积累与查找的意义 
      2.  贯穿研究（毕业论文）全过程：
              

            奥斯本（Osben）将研究创造的过程分为以下七个阶段：

• 定向：强调某个问题             （受资料的启发，选题）
• 准备：收集有关材料             （运用各种检索工具）
• 分析：材料的分类                 （与查找、阅读过程同时进行）
• 观念：用观念来进行材料的选择  （对材料的批判性分析和提炼）
• 沉思：松弛，使思维受到启迪        
• 综合：将各个部分结合       （新的观点和经提炼的材料的整合：写作过程）
• 估价：判断所得到的思想成果。   （列举参考文献时再回顾一下全文） 

     



一．资料积累与查找的意义 

     3. 享用终身的资料积累：
                 “写毕业论文，最理想的情况是，在专业课程学习的同

时，能围绕某一课程系统地读一读有关的专业书籍，逐步
地把自己导入专业研究的领域。”（陈果安,徐新平《大学文
科毕业论文导写》） 

              桂诗春老师： “视野广阔，接触点多，兴奋点也多，把问
题联系起来，思维就活跃了”。如何扩大视野？桂诗春总结
自己多年经验，提出，一要多掌握信息，多掌握关于信息
的信息；二在于精读好书，将书本内容互相关联起来便能
发现其中相同之处；三在于不断更新处于“半衰期”的老化信
息，有效利用信息源和信息系统。”（专题报告：我是一个“
图书馆员” ，2011年5月25日于北校图书馆多功能报告厅）  



                我是一个我是一个““图书馆员图书馆员””



二. 资料积累的方法 

• 1．笔记本式：从内容上可分为 
    ①题录型：制作快但包含的信息量少。
    ②摘录型：将书刊中最有用的片段摘抄下来，并注明
出处。为表明它是原文，需加上引号。

    ③提要型：除注明出处外，还要用自己的语言简单地
概括书、论文的基本内容和中心思想。这只有在对图书或论文
有比较透彻的理解的情况下才能完成，所以本身也是一种很好
的学习和训练。

    ④心得型：把自己读书的心得体会、所见所闻、所悟
所感写下 来，“抓住瞬间的灵感”。是各种读书笔记中创造性
最高的一种，当这种笔记积累多了，也就成为撰写论文或专著

的基础。 



二. 资料积累的方法
• 2．卡片式：是笔记的另一种形式，只
是载体不同，不宜记载长篇的、有连
续性的笔记，但更加方便灵活，分类
编排时可根据需要随时调整。

• 3．剪报：对自己所拥有的报纸可采用
此方法，提高资料积累效率。注意：
立即注明报纸名称、时间、版面号；

• 4．复印：各图书馆都已提供，在个人
财力允许的条件下，这是一种高效率
的方法。要注意分类收藏；注意版权
保护。 



二. 资料积累的方法

• 5．电子文档式：
• 文档下载式：注意给文件取名，最好是用作者名，并分门
别类收藏。这也是桂诗春老师很早就采用了的方法。

• 浏览器收藏夹式：在网页浏览器中分门别类地建立起自己
特有的收藏夹，直接收藏网站或网页。注意：易丢失，重装前
需备份“我的文档”下Favorites文件夹内容；或用搜狗高速浏览
器、360极速浏览器等更为智能的网络浏览器，并注册通行证
账户（网络备份，并能到任何电脑上使用）。

• 使用专业的参考文献管理工具软件：
     CNKI E-Learning :  数字化学习与研究平台 



E-Learning 简介

• CNKI 的长期免费赠送产品，其核心功
能包括：

• 1. 一站式阅读和管理平台；
• 2. 文献检索和下载；
• 3. 深入研读； 
• 4. 记录数字笔记； 
• 5. 写作和排版
• 6. 在线投稿：

• 网址：http://elearning.cnki.net/



三. 毕业论文写作的资料查找

• 我校本科毕业论文的评估
        …从专家的反映情况来看，总体来说，所抽查

的毕业论文（设计）质量良好。论文大致符合大学
本科教育水平和能力的要求，教师评语也较客观和
认真，未发现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论文。…但也存
在一些问题：如论文格式不够规范，参考文献不足
…（教务处）

• 摘自： “我校开展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及课程试卷评估”
• 见：http://www.gwnews.net/article-73599.html 2011-11-25



三. 信息资源的查找（检索途径的选择）

 在选择查找途径时，面临一个选择：首选图书
馆还是互联网？数字化时代互联网对图书馆的
挑战显而易见。

 从信息周期时刻图来看，在信息的产生与扩散
中，传统媒介和现代媒介各有优势，并出现了
逐渐交融的趋势。

 在信息的不同周期时刻中，都有图书馆资源与
互联网资源。



                   图书馆与互联网：信息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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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工

具书…… 

Information  Cycle  Timeline

      丰富的网络资源与图书馆购买的高质量文献资源是互补
的。写作论文更需要图书馆的高质量文献资源。



从数据库开始还是从网上搜索开始？

 在选择查询工具时，纸质资源无疑是从书目查询系统
开始。

      目前图书馆纸质资源和数字资源没能很好地整合在一起，要分开查询。

 图书馆购买的学术资源数据库，是网络免费资源所不可取代的。
              尽管84%的读者，其检索的第一步是由搜寻引擎开始，但仍然认同图书馆资
源的价值。

 学术资源数据库与搜索引擎相结合
– 对熟悉的学术资源数据库，一般倾向于单库检索。
– 如果想一次查询多个数据库，可使用统一检索平台。如：读秀中文学术搜索、
百链学术搜索，Calis外文期刊统一检索平台整合了3万多种西文期刊的篇名目次
数据，可提供部分英文期刊的统一检索。此外，通用的搜索引擎，例如Google也
可提供文献信息。



三．信息资源的查找（图书） 

• 1. 图书：一种传统的、成熟定型的出
版物。特点是全面、系统、理论性强
，但因出版周期较长，一些新理论、
新观点、新技术不能及时反映。（从
以往中文学院的本科生毕业论文中可
看出，大部分参考文献还是集中在图
书）

     查找方法如下： 



（1） 熟悉图书的分类方法：与语言学、文学相关的图书分类 
H0-0 语言理论与方法论；
H002 语言规划；
H003 语言的分类；
H004 语言的分布；
H01 语音学；
H02 文字学； 
H03 语义学、语用学、词汇学；
H09 语文教学

H1-0 汉语理论与方法论；
H11 语音；
H12 文字学；
H13 语义、词汇、词义（训诂学）；
H16 字书、字典、词典；
H17 方言；
H19 汉语教学



I0 文学理论
I01 文艺美学；   
I02 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
I03 文艺工作者； 
I04 文学创作论；
I05 各体文学理论和创作方法； 
I06 文学评论、文学欣赏
I1 世界文学
I106 作品评论和研究；
I109 文学史、文学思想史

I11 作品集
I12 诗歌集；     
I13 戏剧文学集；
I14 小说集；        
I15 报告文学集；
I16 散文集、杂著集；
I17 民间文学集；
I18 儿童文学集；    
I19 民族文学集；



I2 中国文学
I200 方针政策及其阐述；
I206 文学评论和研究；
I207 各体文学评论和研究；
I209 文学史、文学思想史；
I21 作品集； 
I22 诗歌、韵文；
I23 戏剧文学；
I24 小说；
I25 报告文学；
I26 散文；
I27 民间文学；
I28 儿童文学；
I29 少数民族文学

I3-I7 各国文学 

       古籍分类：主要分经、史、子、集四大基本部类，经部“小学类”（收
训诂、字书、韵书）是语言文字学集中之处，但就语言材料而言，则四
类中无所不在，如史部的地方志、子部的随笔杂考等等。 



纸本图书的查找
• A. 本馆OPAC书目检索系统：http://opac.gdufs.edu.cn:8991/F
• 四年学习中应已熟练，现推荐使用云山搜索。
           注1：目前藏书复本数减少，可登录后可多用预约；
           注2：本馆没有的书可荐购（但到书周期较长）；
           注3：急需并确定本馆无某书，可使用文献传递服务；
           注4：本馆工具书及原版书收藏于北校二、三楼的教师阅览室：本

科生可入室查阅。可多关注年鉴类工具书：如综合性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年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专科性的
《中国文学年鉴》《中国翻译年鉴》《中国新闻年鉴》《中国出
版年鉴》《中国教育年鉴》等等。

• B. 国家图书馆OPAC书目检索系统：
http://opac.nlc.gov.cn/F?RN=17942057

• 截至2012年底，藏书总量为3119万册。注：在确认本馆纸本、电
子图书均无收藏的情况下，可申请文献传递（注意规则，本科生
收费，研究生半价）。

• 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简介：
• http://lib.gdufs.edu.cn/lib/service/document-delivery.html



电子图书的查找 
• A.  读秀知识库：http://www.duxiu.com/
•       全球正版电子书据估算为300万种，该库号称含150万种中文图

书全文（40万册本馆镜像）。可下载.pdf格式全文本地使用。(该
库还可查询期刊、报纸、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其他资料，但不
一定能获取全文)。

• 本馆购买的其他中文图书数据库还有：
• 书生之家电子图书： 11万种；方正Apabi教参书：   10万种
•  以上两种需下载专用阅读器，已无新补充数据，使用不方便。

• B. （中美）百万电子图书：http://www.cadal.zju.edu.cn/
•        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是浙江大学在

Calis指导下正在进行的一项庞大工作。原计划扫描中美图书馆经
典馆藏图书共100万种，现已达到250万种。因受版权限制，目前
我们只能看到古籍和民国版图书全文（原版清晰扫描）。



电子图书的查找
• C.  ACLS人文科学电子图书： http://www.humanitiesebook.org/
      由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
提供的高水平研究专著，均经过项目组的专家精心挑选，具有较高的
学术价值，对于学者和学生而言都非常重要，在相关著作中的引用率
也相当高。目前共收录3,000多种著作，以英文原版书为主。

• D.  MyiLibrary 电子书：http://lib.myilibrary.com/home.aspx 人文社
科新书，我馆订购有7800余种。

• E.  Gale 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LRC）： 
http://infotrac.galegroup.com/itweb/gdufs 权威的工具书（Gale集团50
年来多个著名印刷系列；另含12万名全球作家的传记；45000篇文学
批评；5000篇作品概述、情节摘要及说明；包含275种全文文学学术
期刊中的所有45万篇全文文章。） 

• F. OSO牛津学术在线电子书数据库： 
http://www.oxfordscholarship.com/ 目前有超过8000册学术专著，学
科涉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将每年新增约800册。



三．信息资源的查找（期刊
论文）

• 2. 期刊论文：是一种定期连续性出版物。与图书相
比，具有出版迅速、内容新颖，能及时反映学科发
展动态的特点。据统计，科研人员获取信息的65%
来源于期刊。

•    纸本期刊：关注本学科领域的核心期刊。
     A. 汉语语言学：《中国语文》、《方言》、《语言
研究》、《古汉语研究》、《古文字研究》、、《
语言文字应用》、《世界汉语教学》、《汉语教学
学刊》、《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等。



纸本期刊：关注本学科领域的核心期刊

• B. 中外文学：《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
》、《中国比较文学》、《文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丛刊》、《二十一世纪》（香港）、《文学遗产》、《戏
剧艺术》、《读书》、《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
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文艺报》、《文论报》、《香
港文学》（香港）、《现代中文文学学报》（香港）、《民间
文学论坛》、《中国民间文化》、《国外文学》、《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评论》、《俄罗斯文艺》、《当代外国文学》
、《译林》、《中外文学》（台湾）等。

• C. 高度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  语言文字学》《人大
复印资料·  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人大复印资料·  文学理论
卷》



电子期刊：中文

•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电子版)： 
          http://202.116.197.15   （本馆多媒体资源库地址，含随书光盘）
          资源涵盖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国内公开出版的3000多种核心期刊和报刊。分

为：马列哲学政治法律社科总论类；经济类；文化教育体育类；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
史地理及其他类。电子版可合并检索。全文采用文本格式，可直接阅读并进行下载、
复制等操作。下载安装不便（有疑问可请教图书馆信息服务部3730）。 

• CNKI中国知网：

      http://epub.cnki.net/KNS/ 
• 7700种学术期刊（全球出版期刊超过40万种，其中电子超过5万种），3200万篇全文

资料。使用建议：为缩小检索范围，可先清除所有专辑，再选需要的专辑；可按题名
、主题、全文的顺序逐步扩大检索范围；检索结果可按相关度、发表时间、被引频次
等排列；从其参考文献、相似文献可回溯出大量相关文献，如博硕士论文、重要报纸
和会议论文等等。（《汉语国际传播研究》在未订购的辑刊中）

• CNKI数字化学习研究



电子期刊：外文
•   C. 外文学术期刊数据库：综合性的有ProQuest 

ARL、EBSCO ASP等；涉及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性
期刊库有牛津、剑桥、Sage、Blackwell、ALJC、
Taylor & Francis及JSTOR过刊库等。

•    D. 开世览文：（本馆纸本及电子版均无时文献传递）        
http://www.cashl.edu.cn/portal/index.jsp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的
门户网站及文献传递系统。整合全国80多家重点高
校图书馆资源，目前已收藏有11，796种国外人文社
会科学领域的核心期刊和重要期刊，1799种电子期
刊。个人使用需注册并获批，查询其“高校人文社科
外文期刊目次库”后如确认本馆未收藏可提出文献传
递请求。 



三．信息资源的查找（学位论文）

• 3. 学位论文： 为申请学位而提交的论文。质量
参差不齐，但所探讨的内容较专深，多数有一定的
独创性。一般不出版，纸本较难获取，但已有部分
专门的电子数据库。

•  A．CNKI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收录1984年至今来自全国600家培养单位的优
秀硕士学位论文126多万篇。以985、211高校为主，
但仍不全（不及万方数据库）。需下载专用的caj浏
览器阅读。 



学位论文

•  B.  CNKI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收录1984年至今来自全国397家培养单位的15万
篇博士学位论文。不全。

• C.   PQDT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http://pqdt.calis.edu.cn/

            目前国内唯一提供国外大学（2，000余家，以
欧美地区为主）高质量学位论文全文的数据库。目
前（2013/9/27)中国集团可以共享的论文已经达到
417,091篇，涉及文、理、工、农、医等多个领域，
是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信息资源。



三．信息资源的查找（网络共享资源）

• 网络搜索引擎：何时使用？
• 查找某一主题的背景资料
• 确认文献信息或查找收藏线索
• 查找免费原文
• 查找学者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 百度：善用“百度百科”和“百度文库”；

• Google：Google 学术 http://scholar.google.com/ 
• 百链云图书馆：http://www.blyun.com 



三．信息资源的查找（网络共享资源）

• 专业学科导航
    厦门大学知识资源港“读者推荐免费学
术资源”：

    http://library.xmu.edu.cn/portal/free.asp



三．信息资源的查找（网络共享资源）

    大成老旧期刊全文数据库（北京尚品大成数据技术
有限公司） 

     http://www.dachengdata.com/ 

           收录了晚清自有期刊以来到1949年以前中国出版的7000余
种期刊，共15万多期，300万余篇文章，具有很强的文史、科
学研究价值。全部采用原件高清扫描。很多期刊多属于国内不
多见的珍本，史料珍贵，数据独有，内容丰富，检索方便。

 
           评价：确如一位浙大教授所说 “是近代历史、文学、政治
、社会等研究不可缺少的资料库”；大约包含了近现代1/2的期
刊，还在建设中；检索途径相对较少，需确切知道刊名、篇名
才能检索。

             本馆拟于近期正式订购。



三．信息资源的查找（网络共享资源）

• 国学宝典（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www.guoxue.com （国学网）

             一套中华古籍全文资料检索系统，收录上起先秦、下至清
末两千多年的所有用汉字作为载体的重要典籍，迄今为止该系
统共已收入古籍文献3800 多部，总字数逾 8亿字，提供标题检
索、全文检索、分类检索、专书检索、高级检索等多种检索方
式。

            评价：目前需提供真实姓名、手机、邮箱地址注册，但即
使不注册也已可查大量免费资源，尤其是作为古籍书目查找之
用。该网还含有大量中国语言文字学、文学研究内容，如：国
学论坛、国学司南（相当于一个网络资源的导航）、国学投稿
（近900篇非正式发表的论文）、国学人物（不多，但介绍详
细）、国学专题（如苏轼研究）。可作为研究国学的知识宝库
。 



四四. . 引文规范引文规范

原则：坚持原创，切勿抄袭原则：坚持原创，切勿抄袭

   观点抄袭：不引用别人的文献，观点抄袭：不引用别人的文献，  好像好像
观点是自己的观点是自己的  ，此属严重抄袭。，此属严重抄袭。

     语句抄袭：不重新组织别人的观点，语句抄袭：不重新组织别人的观点，

照抄原话，不加引号，即使加为参考照抄原话，不加引号，即使加为参考
文献亦属抄袭。文献亦属抄袭。

有许多专门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如：有许多专门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如：







问题？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