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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的提出
目前，在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中，无论是学

校还是家庭都非常重视并强调阅读的价值。但

是，学生阅读的内容基本上集中于对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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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虽然科学普及非常重视科学阅读，但是科学教育作为科学普及的重要方式，却积极倡导科学探究，而往

往忽视了科学阅读。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对科学阅读在科学教育中地位的重视不足和科学阅读策略的匮乏。文章通

过介绍在科学阅读中采用 VOC 阅读策略的实证研究，并结合实验结果：帮助学习者掌握科学概念和获得科学知

识；提升学习者对于科学阅读的兴趣等，解释并揭示科学阅读的价值和 VOC 阅读策略的作用，为科学阅读融入科

学教育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促进科学教育方法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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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阅读，自然科学方面的阅读非常缺乏。同时，

科学教师的阅读意识相对薄弱，忽视对学生科

学阅读能力的培养，严重束缚了学生科学素质

的有效形成。2009 年起，浙江师范大学的蔡铁

权、陈丽华等人对浙江省大部分地区的初中科

学教师的科学教育观进行了调查，从收回的

153 份问卷的统计结果显示，在科学教学方法

上，有 103 名 （67.3%）科学教师选择的是讲授

法，有115名 （75%）科学教师表示很少向学生

推荐课外读物或相关的科普材料，甚至其中有

101 名 （66%） 表示，除了教科书和课后练习之

外，从未向学生推荐过科学读物[1]。教师灌输、

学生接收的传统教学方法，使得科学阅读远离

了科学教学；在课堂外，教师也很少引导学生

进行科学阅读活动。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同样

出现在小学的科学教学之中，甚至更为严重。

与此同时，在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有关

将科学阅读融入科学教学的多项实验研究已

经展开，且结果显示：通过科学阅读的加入，

学生在科学概念成效、科学兴趣等方面得到了

明显的提高。而反观我国大陆地区，相关研究

还没有受到重视，研究数量相对较少。因此，

本研究希望通过开展融入科学阅读的科学教

学实验研究，为国内的科学教师提供相关的教

学指导，并为将来科学阅读融入科学教育的完

全实施提供宝贵的经验和理论依据。

2理论基础
2.1 阅读与科学学习

阅读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基础，是进行其他

学习和获取知识不可或缺的主要工具与媒介，

阅读在学生的学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

科学教育中，阅读也同样具备着这样重要的

作用。科学教育中科学阅读，是指通过阅读科

学文本，包括科学普及读物、科学文章、科学

童话、科学故事等来进行教学，以使学生掌握

科学知识或科学概念为主，促进儿童的科学学

习[1]。正如尤尔在 1987 年就指出：“在科学教

育中，阅读扮演着重要角色，阅读能力直接影

响着学生的科学学习，阅读能力的提升直接作

用于科学成果的取得。” [2]诺里斯 （S.Norris）

与菲利普斯 （L.Phillips） 也秉持这样的观点：

科学素养并不仅仅只包括科学的实质性内容，

还包括：在所有阅读过程中所需的概念、技

能、理解和广泛的价值观。” [3]。许多学者都

对阅读对科学学习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有学者

提出：科学教学中运用有关科学史的相关材料

进行阅读学习，能让学生体会到什么是科学本

质、体会到科学探究方法和科学精神，有利于

学生科学本质观的形成，从而有助于学生的科

学学习和科学素养的提高。同时，在科学阅读

过程中，学生由于受新信息的冲击，开始解构

原先的错误概念、建构新的概念、并试着使用

新概念、建立新的科学知识，这一学习过程集

中体现了概念转换学习的过程，科学阅读能很

好地促进学生对概念的掌握。另外，有多项研

究表明，科学阅读教学活动对培养学生“对科

学的态度”有明显的改进作用，正确和正向的

“对科学的态度”能为学生今后的科学学习提

供更持续更坚定的动力。阅读在科学教育中扮

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更好地进行有效的

阅读活动，如何发挥科普作品的教育功能，这

样的研究既很必要，又势在必行。本研究介绍

VOC 科学阅读策略在科普作品中的运用以及

对科学学习的作用，是基于以上观点的论述，

这些观点为本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立足点。
2.2 心理学理论基础

认知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所提出的认知发

展理论指出，个体自出生后在适应环境的活动

中，对事务的认知及面对问题情境时的思维方

式与能力表现，随年龄增长而改变的历程。这

一历程包括了四个阶段：感知运动阶段 （0-2

岁左右）；前运算阶段 （2-6、7 岁）；具体运

算阶段 （6、7-11、12 岁）；形式运算阶段

（11、12 岁及以后） [4]。而对科学概念、科学

知识和科学现象的学习和认识，恰好是认知发

展理论中对事物的认知及面对问题情境时思

维方式与能力表现的具体实践。本次实验选取

的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年龄基本处于具体运算

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之间，这个年龄段的学生

认知结构由前运算阶段的表象图式演化为运

算图式，具体运算思维的特点：具有守恒性、

脱自我中心性和可逆性；同时也具备一定的抽

象逻辑推理水平。这一阶段的学生在科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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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效果最佳。
2.3全语言教学理论

全语言教学理论是综合哲学、心理学、语

言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一套学习观点。它提倡

语言学习应回归原本的真实世界，让学习者在

这种真实的世界中进行阅读，并构建自己的认

识。全语言教学理论主张语言学习应在自然情

境中进行，同步整合进行听、说、读、写；主

张以文章意义的理解、沟通能力的增进、学习

兴趣的提高为目的来进行教学和学习；主张在

教学学习中广泛运用各类阅读材料；主张利用

学生的先存知识，进行主动学习；主张教师在

学习过程中扮演协助者、引导者、分享者来鼓

励学生学习，并与学生共同学习。科学教学中

的阅读活动恰好符合全语言教学理论所主张

的观点。在科学阅读过程中，学生阅读科普材

料的学习是在一定的具体情境中，学生进行完

阅读之后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科学写

作，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学生的学习评价也不

仅仅局限于标准的测验，更多地则是根据学生

的写作文本进行灵活的测评，学生阅读的材料

也是非常丰富多样的，如科普报刊、科普文

献、科普小说、科普漫画、科普书籍等等，在

阅读活动中，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角，教师只

是一个观察者、协助者、分享者，鼓励学生学

习，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并与学生共

同学习。由此可见，全语言教学理论为科学阅

读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同时也

为更有效的开展科学阅读活动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良好的教学指导方法。

3 VOC阅读策略的实验研究
3.1 VOC阅读策略

VOC策略是由克拉斯梅尔（H.J.Klau smeier）

1992 年提出，是指：通过呈现给学生反映某

一科学概念的关键特征的典型例子，让学生

以回答问题的方式实现对概念的记忆和运用。

VOC 策略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5]：

A. 在文本中这个概念出现在哪个句子中？

B. 根据在文本中的使用，你能猜测这个

概念是什么意思?

C. 向专家咨询这个概念的确切定义(例如

老师、家长等)，并写下他们的定义。

D.用你自己的话写出你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E. 选择以下一种方式让你记住这个概念：

画一张图片；将这个概念与你听到过的故事、

歌曲或者新闻联系起来；与你在其他文本中看

到的概念联系起来。

F.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方式来记住这个概念?

当学生对文本中单独出现的科学概念不能

理解时，通过对以上这几个问题的回答，学生

产生对某一科学概念的初步理解，并联系生活

经验或者先前概念，达到对所要学习的概念的

深层次认识。
3.2 实验对象与工具

本实验选取重庆市渝北区实验小学五年级

2 班和 3 班为实验研究对象，其中 2 班为实验

班，采用 VOC 阅读策略进行科普作品阅读；3

班为对照班，采用一般的阅读策略进行科普作

品阅读。此外，还根据浙江师范大学蔡铁权老

师和其学生陈丽华编制的 《小学“昆虫”概念

的命题陈述》 和 《“昆虫概念”学习成就调查

表》 编制了 《昆虫学习调查表》、 《教师访谈

提纲》 和 《学生访谈提纲》，在实验过程中对

老师和学生进行调查和访谈。
3.3 实验内容与方法

3.3.1 实验内容

本教学实验的主要内容是通过融入科学阅

读的新教学方式，选取的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2009 年出版的 《昆虫记》 一书，并选取

书中 《红蚂蚁》 一文作为课堂阅读教学的主要

内容，对学生进行科普作品阅读策略的教学。

实验班采用 VOC 阅读策略教学，对照班则选

择一般阅读策略教学。
3.3.2 实验方法

本实验采用了对比的方法，以便于观察实

验的成效。对比方式为：在教学前后分别对两

个班进行 《昆虫学习调查问卷》 的前测和后

测，通过对比两个班的测量结果，分析科学阅

读教学成果；同时，我们采用访谈的方式对实

验成果进行评估。
3.4 实验过程

实验按开展的顺序分为两大部分：课堂教

学部分和课外阅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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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课堂教学部分

课堂教学部分包括三个内容，首先是老师

带领学生进行知识回顾，把以前学过的关于

“昆虫”概念的知识进行梳理和巩固；其次，

老师引导学生对 《昆虫记》 中“红蚂蚁”一文

中的部分内容进行科学阅读，通过阅读前提问

的方式正确引导学生深入阅读，找准重点，养

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最后，让学生独立阅读剩

下的内容，为课外阅读做准备。这期间，实验

班采用的阅读策略是 VOC 阅读策略，对照班

采用一般的阅读策略。
3.4.2课外阅读部分

在开展了课堂教学之后，学生对“昆虫”

概念有了新的认识的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科

学阅读方法。随之，实验安排学生在课后进行

阅读，阅读内容主要是 《昆虫记》 一书。
3.5实验结果

3.5.1实验数据处理

主要实验数据来自于同学们在实验教学前

后所完成的 《昆虫学习调查问卷》，并利用

SPSS17.0 进行均值处理，处理后的实验数据如

表 1 所示。
3.5.2调查结果分析

由表 1 中实验前测结果可见，教学前，实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题目内容及选项

下列不是昆虫的动物是什么？ （）

A 蝗虫 B 螳螂 C 毛毛虫 D 松毛虫

昆虫的身体分为哪几部分？ （）

A 头部、胸部、尾部 B 头部、胸部、腹部

C 头部、腹部、尾部 D 胸部、腹部、尾部

蚂蚁的寿命有多长？ （）

A 一个月 B 三个月 C 半年 D 一年

蜘蛛是如何发现网上的猎物的？ （）

A 用眼睛看到 B 用耳朵听到

C 用嗅觉感知到 D 通过猎物在网上的振动感觉到的

昆虫的翅膀长在身体的哪个地方？ （）

A 头部 B 胸部 C 前腹 D 后腹

酷暑的夏天，很多昆虫干渴无力，只有下列哪种昆虫毫不在乎？ （）

A 红蚂蚁 B 蝉 C 苍蝇 D 胡蜂

哪种昆虫既不会抚育儿女也不会寻找食物？ （）

A 螳螂 B 红蚂蚁 C 蜜蜂 D 蝉

“蜻蜓点水”是蜻蜓在做什么？ （）

A 喝水 B 捕猎 C 降温 D 玩耍

蜘蛛非常看重猎物挣扎的力度，因为这将给他提供一个重要的信息？ （）

A 猎物是否厉害 B 猎物是否活着

C 猎物是否有毒 D 猎物是否美味

红蚂蚁是凭着什么找到了回家的路？ （）

A 闻气味 B 问同伴 C 沿途景象 D 听声音

我们在捉蝴蝶的时候，手上总会留下很多粉末，这些粉末的作用是什么？ （）

A 防水 B 保暖 C 排泄 D 保护

苍蝇的发育分为 4 个时期，顺序正确的是哪个？ （）

A 幼虫 - 蛹 - 成虫 - 分卵 B 分卵 - 幼虫 - 蛹 - 成虫

C 蛹 - 成虫 - 分卵 - 幼虫 D 成虫 - 蛹 - 幼虫 - 分卵

哪一种颜色的昆虫可能是有毒的？ （）

A 灰白色 B 深绿色 C 褐黑色 D 黄红色

蚂蚁是靠哪个部位发出气味的？ （）

A 头部 B 胸部 C 腹部 D 尾部

自然界中一种发光的昆虫是 ____。

班级

对照

实验

对照

实验

对照

实验

对照

实验

对照

实验

对照

实验

对照

实验

对照

实验

对照

实验

对照

实验

对照

实验

对照

实验

对照

实验

对照

实验

对照

实验

前测

1.021

1.003

0.985

1.210

1.211

0.988

2.321

2.112

1.967

1.653

2.108

2.213

0.703

0.823

2.349

2.422

2.221

2.010

0.832

0.612

1.213

1.397

2.567

2.312

0.934

1.209

0.853

0.743

3.112

3.010

后测

2.021

2.845

1.528

2.511

2.890

2.885

3.063

3.198

3.156

3.225

3.247

3.762

3.012

3.354

3.512

3.628

3.245

3.579

3.241

3.275

2.489

2.688

3.232

3.301

1.731

2.612

3.082

3.121

3.832

3.796

表 1 实验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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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班和对照班平均成绩相差 1.091 分，两班的

学生对于昆虫概念理解的水平差异显著性 P

较小，这符合我们对本实验教学对象的要求。
3.5.2.1 实验班与对照班问卷调查后测对比分析

由表 1 中科学阅读教学实验开展后进行的

测评结果可知，教学后，对照班同学的平均成

绩为 66.674 分，比前测提高了 28.153 分，相

对提高了 73.1%；实验班同学的平均成绩为

73.877 分，比前测提高了 36.447 分，相对提

高了 97.4%。实验数据充分表明了在进行了融

入科学阅读的科学教学后，实验班的同学们

对“昆虫”概念的认识明显提高，效果显著，

如图 1 所示。

3.5.2.2教师访谈结果分析

根据 《教师访谈提纲》 本实验对参加这次

VOC 阅读策略的科学教学实验的两位老师分

别进行了时长 30 分钟的访谈。访谈采用开放

式对话的形式，以提纲内容为中心，并进行录

音。访谈结束后，依据录音，提炼出两位老师

对于科学阅读以及这次科学教学实验的观点

及看法，具体结果如下：

（1） 融入科学阅读的科学教学方式从未得

到应用。在以往的科学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

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方法，很少采用科学阅读的

方法。此外，因为教学时间的限制，融入科学

阅读科学教育的教学方法被搁置。“科学”教

育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副科”，不受重视的观

念根深蒂固，在教育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尤为

突出。

（2） 教师的科学素养和对科学阅读的认识

有待提高。从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教师

很少、甚至从来不向学生推荐科学读物，更没

有引导学生科学阅读策略的养成，这不仅仅是

中国教育理念的问题，它也是科学老师自身科

学素养的不足，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科学阅

读对科学教学的重要性，也没有意识到科学阅

读对学生科学思维的发展、科学概念掌握和科

学知识的获得的重要性。

（3） 科学阅读融入科学教育存在其优势，

VOC 阅读策略对于提升学生科学概念效果明

显。经过这次教学实验，两位教师都感受到了

16

17

18

19

蟋蟀在 ______ 季节鸣叫。

雌萤火虫 _____ 调控光亮的能力，雄萤火虫 _____ 调控光亮的能力。

大自然的清道夫是指 _______。

萤火虫 才华横溢的纺织工

蝉 坚忍的终极杀手

彩带圆网蛛 优雅的杀手

松毛虫 凶悍的强盗

胡蜂 夏季夜晚散播浪漫的使者

红蚂蚁 夏日阳光下的歌唱家

螳螂 天才建筑师

蝎子 天气预报员

屎壳郎 环境净化工

天牛 毁灭橡树的罪魁祸首

总分

对照

实验

对照

实验

对照

实验

对照

实验

对照

实验

2.534

2.498

1.221

1.243

2.678

2.558

7.692

7.414

38.521

37.430

3.521

3.694

2.421

2.853

3.109

3.357

14.342

16.193

66.674

73.877

图 1 实验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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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阅读对科学教育质量提高的作用和优势，

对两位教师的触动很大，他们计划在该校逐

步实施融入科学阅读的科学教育新方法，并

积极向全区学校推广。
3.5.2.3 学生访谈结果分析

作为实验结果的直接经历和体验者，本实

验根据 《学生访谈提纲》 的要求，在实验教学

后对实验班不同成绩的 5 名同学分别进行了

10 分钟的简单访谈，访谈采取问答的方式，

对访谈内容录音，最后根据录音总结出如下

结论：

（1） 学生喜欢科学阅读。从访谈中可以看

出，绝大多数同学都喜欢科学阅读，觉得科学

阅读很有趣，科学阅读不仅有利于他们认识世

界，而且也有利于提高他们学习新事物和新概

念的能力。

（2） 学生很少进行科学阅读。相对于科学

阅读的喜爱，学生进行科学阅读的机会较少。

因为现如今即使是小学，学习压力也很大，同

学们在学校要应对各种考试，在学校外又要参

加大量的课外辅导，本身阅读的时间就不多，

所以科学阅读的时间就更少了。

（3） VOC 阅读策略有助于指导学生科学

阅读。访谈中，学生们纷纷表示这次实验教学

收获很大，通过 VOC 阅读策略，注意到昆虫

相关知识，以及概念的表达，可以指导自己课

外阅读。并对采用 VOC 阅读策略阅读科普作

品持很高的支持态度。

（4） 学生们希望学校能提供更多的课堂阅

读时间和优秀的科普教材。

4研究结论
通过选取 VOC 阅读策略的科学阅读实验，

并结合实验的结果和访谈结果，本实验得出

以下结论：

（1） 科学阅读作为一种新的科学教学方

法，对学生理解科学概念、掌握科学知识、提

高科学素养有显著的作用。本次实验数据显

示，实验组的学生通过科学阅读的教学方式进

行科学概念的教学，提升学生对“昆虫”概念

的认识，实验班同学的平均成绩提高了 36.447

分，相对提高了 97.4%。同时，对照组采用传

统的阅读策略学习，结果显示：对照班同学的

平均成绩比前测提高了 28.153 分，相对提高

了 73.1%。由此可见，通过科学阅读的方式，

让学生阅读科学文本或科学作品，对于学生学

习科学概念，掌握科学知识具有积极作用。

（2） VOC 策略较传统的阅读策略在提升

学生对科学概念和科学知识认识水平方面效

果更显著。本实验，通过呈现给学生有关“昆

虫”这一科学概念的关键特征的典型例子———

《红蚂蚁》，并结合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方

式，作为 VOC 策略的展示和学习。其中学生

回答问题的方式就实现了其对概念的记忆和

运用，可以使科学阅读更好的融入科学教学，

为全面推广科普作品阅读教学提供帮助。

（3） 学生进行课外科普作品阅读可以更有

效地掌握科学知识、理解科学概念。兴趣是学

生学习最好的教师。实验的过程中，访谈发

现：学生对于适合他们学习的科学文本作品兴

趣比较浓厚，并表示希望可以通过阅读有关的

科学作品，拓展他们的视野，掌握科学知识。

他们也认为根据自己的兴趣去自主地去阅读

科普读物，对于他们科学知识的增长和更有效

地认识世界很有帮助。

（4） 制约国内科学阅读教学的因素主要是

科学教学时间、科学教学理念以及科学教师的

科学素养。小学科学教育不受重视、被当作

“副”课，使得科学教育课程无法实现量的保

证。科学教师并非专职教师，一般由其他教师

兼任，使得科学教育缺乏教师指导的“质”的

保证。另外，科学教师对于科学教育方法的固

化，也同时使得学生失去了从不同方面获得科

学知识的途径，促进学生的多元和个性发展。

因此，这三方面的因素成为影响小学科学教育

正常发展的主要因素。

因此，为了大力推广科普作品阅读教学，

一方面，我们要向学校、老师、学生和家长积

极宣传科学阅读的重要性和优越性，以提高科

学教学时间，转变他们的科学教学理念；另一

方面，我们需要加强科学教师的综合科学素

养，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科学教师，他们当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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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都属于跨学科授课，并非专业的科学教

师；最后，对于广大的科学教育研究者，我们

还需要继续努力，提出更多的科学阅读教学

方法，使科学阅读更好的融入科学教学之中，

推进科学阅读教学在我国中小学的全面实施，

拉近东西部地区和国内外科学教学的差距，

提升整个国家的科学素养和科学理念。

5 研究反思与展望
由于时间、精力、能力以及条件有限，本

研究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还需要进一步

的修改与深入研究。鉴于我国有关科学阅读的

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还需要更为丰富的教学

理论与实践研究。

（1） 正确树立科学阅读的地位。随着科学

素养不断受到东西方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视，掌

握科学基本知识、提高科学认识也成为科学教

育的重要内容。科学阅读作为学生学习和掌握

科学知识的一种途径，作用不容忽视。其中，

2010 年 4 月 23 日著名科学杂志 《Science》 中

推出“科学、语言、读写”专辑，科学阅读

（Science-Reading） 不仅被国内外研究者们不

断的提及，而且他们还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论

证并支持在科学教育中应该重视科学阅读。

正确认识科学阅读在科学教育中的价值，转

变科学教育观念对于科学教育的科学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2） 科学教育中积极进行科学读写活动研

究。本研究主要介绍 VOC 策略作为科学阅读

教学策略之一，其对学生科学概念和科学知

识学习的作用效果，但具体的作用机制还需

要进一步的解释和阐述，以便更有效地在科

学教育中实施阅读教学策略。另外，阅读与写

作总是相辅相成的，阅读往往需要通过写作来

表现其成效，写作也总是建立在一定的阅读输

入之上，阅读与写作相伴相随、互相促进。由

此，不仅需要科学阅读的研究，还需要探讨科

学写作的作用，力求在科学读与写活动的共同

参与下，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的科学学习。

（3） 扩大研究样本的范围。在本研究实验

中选取了一个学校的两个班级，虽然实验人员

对两个班级的选择条件做了较为严格的控制，

选取差异较小的两个班作为本次实验的实验

班和对照班，但样本仅仅限于一个学校内，所

选取访谈对象也限于实验学校，实验结果的可

推广性不高。在今后的研究中，需扩大样本范

围，选取不同层次的学校，在这些学校选取实

验班和对照班分别进行研究和实验，对不同学

校的科学教师进行访谈，以研究如何在科学教

学中更好地进行科学阅读活动，实现科普作品

的科学教育功能。

（4） 积极借鉴国外经验。国外关于科学教

学中科学阅读活动的研究颇多，也进行了很多

实证研究，积累了相当多的教学和实践经验。

国内研究者和教师应结合国内科学教育的实

际情况，积极借鉴国外优秀的经验，发展自己

的科学阅读教学研究，以开发出适合我国的科

学阅读活动和阅读策略。

（5） 积极促进跨学科研究与科普作品开

发。关于科普作品的阅读教学可以倡导跨学

科学者的研究，比如语言学家或者科普读物的

编辑们，可以研究科普作品的文本修辞与作品

编排，开发、更改出符合学生认知发展水平的

优秀科普读物；认知心理学家可以研究知识的

建构过程，以帮助科学教师更好地把握如何引

导、协助学生的知识构建；语文教育者也可以

和科学教育者一起，发现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

困难，采取更好的阅读引导方法，帮助学生进

行科普作品的阅读，实现语文与科学教育者的

合作与双赢。

（6） 科普作品的阅读活动不仅可以运用于

小学科学教育中，而且可以扩展到中学和大学

的科学教育中。中学生和大学生具有更高的认

知和思考的能力，能自主地运用科学阅读来建

构他们自己的科学知识，表达自己的科学见

解，不仅对科学学习有帮助，甚至可以激发他

们创造出优秀的科普作品。

（7） VOC 策略作为本实验选取的科学阅

读策略之一，其应用范围相对较广，在国外科

学教育中较为常用。但其使用教师或指导者不

应走入极端，而应该恰当使用。在普及科学阅

读活动时，科学教育者不仅要明确阅读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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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写作指南 （三）

（3） 摘要写作注意事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①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摘要写作，要求结构严谨，表

达简明，语义确切，应尽可能多的包含与论文相关的定性和定量信息。篇幅以 200～300 字为宜，一般不分段。②摘

要编写应客观、真实，切不可加进文摘编写者的主观见解、解释或评论。不要把应在引言或结语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

要，不得简单地重复正文内容。③要用第三人称的写法，宜采用“对……进行了研究”、“报告了……现状”、“进行

了……调查”等记述方法标明论文的性质和文章主题，不使用“本文”、“作者”等主语。④应使用规范化的名词术

语 （包括地名、机构名和人名），一般不宜采用缩略语、略称、代号。⑤英文摘要不宜超过 250 个实词，应使用现在

时态叙述，建议使用被动语态，不必强求与中文一一对应。

国际知名杂志 对本刊每期的英文摘要都会进行检索，并会对其感兴趣的稿件索要英文

全文稿件，经过他们的评审合格后，将会在 上正式予以发表。

4. 关键词

论文中的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本

刊一般要求选取 3～5 个实词为宜，尽可能选用 《汉语主题词表》 等词表提供的规范词。论文的关键词应用从其

题名、层次标题和正文选出来的能反映论文主题、论点、技术关键点等的词或词组，应紧扣文章主题，并按其重

要性进行排序。

5. 引 言

引言作为论文的开场白，应以简短的篇幅介绍论文的写作背景和目的，以及相关领域内前人所做的工作和研

究的概况，说明本研究与前人工作的关系，目前研究的热点、存在的问题及作者工作的意义，引出本文的主题给

读者以引导。引言应言简意赅，内容不要与摘要雷同，一般应与结论相呼应。本刊论文引言的格式，要求在层次

标题中不标注 " 引言 " 字样，而是直接在正文前以一段或几段文字叙述即可，效应等同于引言，但不宜过长。

6. 正 文

论文的正文是文章的核心部分，占主要篇幅。由于研究工作涉及的学科、选题、研究方法、工作进程、结果

表达方式等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对正文内容不能做统一的规定，但务求正文内容客观、科学、完备，应尽量利用

事实和数据说理。引用的资料，尤其是引用他人的成果应注明出处。本刊所刊登的论文要求以不超过 6 000 字为

宜，如有特别独到之处可酌情考虑，但应控制在 10 000 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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