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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纲
o 选题
o 专业资源储备
o 论文类型
o 论文写作常见问题
o 课题申报



一、选题

o 选题前的准备

o 选题的来源

o 成功选题的检测方法

o 应避免的选题



选题前的准备
o 找到你感兴趣的研究领域
o 明确你关心和纠结的问题
你的 Puzzle 是什么？

举例：
o 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o 图书馆的服务和信息服务商的服务有什么不同？
o 为什么馆员明明干得很累，但外人却不这样认为？
o 学科服务真的是学者们需要的吗？会不会存在“被
服务”？

o 图书馆真的是学校的信息资源中心吗？
o …….



《图书馆与信息研究硕士课程认可标准》
《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of Master’s Program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o 该标准是美国图书馆学会ALA制定的关于图书馆学与信息学
硕士教育的最重要标准，也是美加学术图书馆招聘的参考。

o 1992 年ALA公布的新课标中，最重大的改变就是将传统的
“图书馆学”（Librarianship）领域，改为“图书馆与信息研究”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最新版2008年1月发
布，2010年秋季开始执行。

o ALA标准对“图书馆与信息研究”学科领域进行了界定: 研究
记录性信息与知识，以及面向信息管理与信息利用的服务与
技术，涵盖信息与知识的创造、交流、辨识、选择、采访、
组织与描述、储存与检索、保存、分析、解释、评估、综合、
传播及管理。



ALISE发布的LIS学科研究领域分类表
o 美国图书馆与资讯学教育协会(ALISE) 发布的LIS学科研究领域分类表
(LIS Research Areas Classification Scheme) 

o LIS 发展/ 原理：包括图书馆与图书书馆学史、 图书馆与社会/ 文化、
版权/ 知识产权、信息自由及审查制度、信息政策、信息政治经济学
等；

o LIS 教育：国际/ 比较图书馆学、LIS 教学法、研究方法、LIS 远程教育
与继续教育等；

o 馆藏发展：采集理论与实践、馆藏保存、档案收藏、特藏/ 珍本书等；
o 用户服务：参考与资讯服务、青少年与老年服务、阅读与文化素质、信
息素养与服务、资讯需求/ 公众行为、学术与科学交流等；

o 信息组织：描述性编目/ AACR、分类与主题分析、标引与摘要、元数据
与语义网、记录管理等；

o 信息系统与检索：检索原理与实践、数据库与其他检索系统、人机交互、
书目计量学/ 资讯计量学/ 网络计量学、信息技术管理与利用

o 图书馆和资讯提供者类型：数字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及他
o 管理/行政：图书馆行政管理、战略计划、推广、服务评价



QAA制定的《图书馆学与情报管理标准》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构（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in
Higher Education, QAA）制定了《图书馆学与情报管理标准》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涵盖6个方
面的知识领域：

o (A)信息资源与馆藏管理（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collection 
management）

o (B)信息检索与知识组织(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o (C)信息素养与用户支持(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user support)，
o (D)信息服务及其中介角色(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intermediary 

roles），
o (E)信息代理与专业机构 (information agencies and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o (F)信息环境与政策（information environment policy context）



IFLA《图书情报专业人员教育计划指南》

o 2000，IFLA :Guidelines for Library / Information 
Educational Programs

o 信息环境、信息政策与伦理；
o 资讯生产、传播与使用；
o 评估信息需求与设计回应服务；
o 传播与信息转换程序；
o 信息的组织、检索、保存与维护；
o 信息研究、分析与解释；
o 信息与传播科技应用于图书馆与资讯产品与服务；
o 信息资源管理与知识管理；信息机构之管理；
o 信息与图书馆使用绩效的量化与质化评鉴。



1. 研究是问题导向的
o “研究课题是一个问题,而非一个话题”
o (“A research problem is a QUESTION, not 

a TOPIC.”)



2.选择问题是一个“剥笋”的过程
o Step 1，先划定一个“兴趣范围”
o Step 2，总结以往的研究者大体从哪些理论视角
来分析“症结”或“热点”、运用了哪些理论工具等。

o Step 3，考察问题的可研究性，也就是我们自己
的研究空间和研究的可行性。

例如，西方的理论是否无法解释中国的问题？或
者同一个问题能否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或者理
论本身的前提假设、逻辑推演是否存在缺陷？通
过回答这些问题，找到自己研究的立足点。



3.注意提出问题的“层次”与“角度”

o 研究对象的选择
o 研究范围的控制：不同的侧面和侧重点
o 研究的角度：

1.不同的理论视角
2.研究方法与路径



举例：学科服务领域

学科
服务

B学院

A学院

C学院

学科文献学科文献
信息服务信息服务

学科发展学科发展
信息服务信息服务

学科信息学科信息
素养教育素养教育

馆内部门横
向合作

自身业务
知识培训

参考咨询

文献资源
采访\建设



研究对象的选择

o 【题目】中美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航服务比较研究
o 【作者中文名】陈定权; 郭婵;
o 【文献出处】情报资料工作, 2011年 01期
o 【摘要】文章对中国39所“985工程”高校图书馆与美国综合性排名前40所大学图书馆提供的

学科导航服务进行网站调研,对中美两国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航服务在资源收录、学科分类、
栏目设置、新技术应用、导航深度与馆藏资源整合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统
一命名与合理设置页面、完善分类体系、全面整合资源、重视用户参与、完善学科馆员制
度、多方密切合作等方面对国内高校图书馆学科导航服务提出建议。

o 【题目】基于机构典藏平台的学科信息服务与传统信息服务的区别分析
o 【作者中文名】王永生; 李欣荣;
o 【文献出处】图书馆学研究, 2011年 19期;
o 【摘要】没有一个适合的信息服务平台一直是制约高校学科信息服务发展的瓶颈所在。基

于机构典藏平台的学科信息服务在信息资源类型、信息传播载体、信息服务渠道、信息服
务流程等方面有别于传统信息服务,其在信息服务平台、信息服务范围、信息服务内容、信
息资源的整合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使其在网络环境下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o 【题目】学科馆员胜任力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o 【作者中文名】李灿元;
o 【文献出处】图书馆学刊, 2011年 07期
o 【摘要】以胜任力理论为基础,选取了福建省内8所高校图书馆中的学科馆员为研究对象,运

用行为事件访谈等方法,从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角度,探讨学科馆员需要哪些胜任力要素,构建
出学科馆员胜任力模型,从而为图书馆学科馆员的队伍建设提供参考。



理论视角的选择
o 【题目】长尾理论:高校学科馆员服务理念创新的基石
o 【作者】燕姣云;
o 【文献出处】图书馆建设, 2010年 03期
o 【摘要】中国高校学科馆员制度在推行过程中没有起到应有的成效。除制度建设不够完善

及学科馆员素质有限等原因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学科服务偏爱“龙头”(校内教授、硕士、博
士)而忽视了“长尾”(校内一般科研人员、广大本科学生及校外信息用户)。“长尾理论”为高校
学科馆员制度的创新提供了一种崭新思路:长尾巴也能创造大价值,因而学科服务应兼顾“龙
头”与“长尾”,发挥长尾效应。

o 【题目】中小型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起步阶段管理策略研究——基于“智猪博弈”模型
的分析

o 【作者】冯琴;
o 【文献出处】图书情报工作, 2010年 09期
o 【摘要】学科馆员制度实施成效如何,其起步阶段特别关键。借鉴“智猪博弈”模型,分析中小

型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工作起步阶段学科馆员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机制,并给出中小型高校
图书馆学科馆员工作起步阶段的管理策略。

o 【题目】基于可拓集合论的学科馆员制度可行性分析
o 【作者】付清香;
o 【文献出处】图书馆, 2010年 05期
o 【摘要】本文主要应用可拓集合理论,建立大学图书馆的软硬物元模型,并以此来分析大学图

书馆实施学科馆员制度的可行性。



研究方法与工具的选择
o 【题目】基于DEA方法的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服务绩效评价研究——基于西南

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的实证分析
o 【作者】闫现洋; 余小萍;
o 【文献出处】情报理论与实践，2011年 02期
o 【摘要】本文在对当前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服务绩效评价研究的基础上,将

DEA方法和平衡计分卡理论引入学科馆员服务绩效评价中,结合运用问卷调查法、专
家访谈法等多种方法,构建起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服务绩效评价的DEA模型。并针对
西南大学图书馆的学科馆员的服务绩效评价进行实证研究,找出影响学科馆员服务绩效
的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学科馆员服务绩效改进对策。

o 【题目】基于LibGuides学科服务平台应用调查分析——以美国8所大学图书馆
为例

o 【作者】张洁; 黄敏 ;
o 【文献出处】图书馆杂志, 2011年 06期
o 【摘要】LibGuides是由SpringShare推出的学科导航工具,在国外,已被较多的学科馆员

们作为学科服务平台。本文选取了美国8所正在使用该平台的大学图书馆为调研对象,
通过比较,了解各馆使用LibGuides的基本情况及主页导航能力的差异,从用户的参与和
检索系统的嵌入两方面探讨各馆利用LibGuides功能的情况,并从最受欢迎的导航在收
集、管理、组织信息等方面的差异,评价各馆利用此平台的程度和特色,以方便国内用
户借鉴。



研究角度的选择
o 【题目】嵌入式学科服务的信息伦理问题探析
o 【作者】陈廉芳; 许春漫
o 【文献出处】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1年 02期
o 【摘要】嵌入式学科服务的开展带来了信息公平、质量、交流、保密、隐私等一系列信息

伦理问题,只有合理处理这些问题,并从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职业道德等三方面予以规范,才
能推进服务健康发展。

o 【题目】基于VRE的图书馆学科服务模式设计
o 【作者】黄艳娟; 丛望; 盛秋艳;
o 【文献出处】图书馆学研究, 2010年 19期
o 【摘要】文章首先对虚拟研究环境进行了概述,提出图书馆可与VRE （Virtual Research 

Environment),合作,为其提供学科化服务;然后在对VRE科研人员的学科信息服务需求调研的
基础上,设计了面向VRE的图书馆学科服务模式,包括为VRE构建学科成果库、科研成果转化
服务、学科信息跟踪与学科态势分析服务、嵌入课题的个性化、深层次服务4个模式。

o 【题目】虚拟社区:高校图书馆开展学科服务的新阵地
o 【作者】兰小媛; 潘卫;
o 【文献出处】图书馆建设, 2010年 09期
o 【摘要】虚拟社区已成为Web2.0时代高校师生所倚重的生活空间。利用虚拟社区开展学科

服务有诸多长处,它可以作为宣传和推广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平台、作为提供参考咨询服务
的平台、作为学科用户信息素养的培训基地、成为密切联系学科馆员与学科用户的纽带。
我国高校图书馆应该利用专门的资源整合系统、知识共享系统、机构仓储系统构建学科服
务虚拟社区,在e-Science、e-Humanity、e-Learning等虚拟环境中构建学科服务虚拟社区。



特定的限制
o 【题目】新世纪十年我国学科馆员与学科服务的发展
o 【作者】柯平; 唐承秀
o 【文献出处】高校图书馆工作, 2011年 02期
o 【摘要】学科馆员与学科服务作为图书馆服务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在我国已有12年的历史。

文章阐述了学科馆员的概念与发展历程,概要总结了2001至2010年十年之间学科馆员与学科
服务的发展成就、现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从中外比较可知我国学科馆员制度与服务还
处于初级阶段,提出了促进未来学科馆员与学科服务发展的若干建议。

o 【题目】耶鲁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服务研究
o 【作者】汪莉莉; 钟永恒; 
o 【文献出处】图书馆杂志, 2011年 03期
o 【摘要】从耶鲁大学图书馆提供的学科专家列表入手,简要介绍其学科馆员服务的基本情况,

继而从服务模式、人员组成及提供专业资源链接三个方面分析其服务组织情况,最后对其管
理体制、服务内容、服务目标、人才培训等进行研究,从总体上把握其学科馆员服务运行机
制,以期为我国学科馆员服务发展提供借鉴。

o 【题目】学科博客在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中的应用研究
o 【作者】魏青山; 韦经坤; 石蕾; 王丽珍
o 【文献出处】图书馆论坛, 2011年 01期
o 【摘要】以目前高校图书馆普遍开展的学科服务为主题,讨论了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利用学

科博客开展法医学学科服务的实践。



4. 如何陈述问题？
o 陈述问题实质上就是凝练核心观点的过程。

o 如何才能用恰当的术语、准确的逻辑表述
出来？在提出问题时，要以“内行”看得懂
的术语和明确的逻辑来表述。



5. 明确你的“研究”到底想干什么？



选题的来源

研究的目的

个人兴趣
解决问题的需要
现实环境的逼迫

从理论的角度找：热点、难点、盲点、创新点；
从实践的角度找：发现实践中与本学科有关的

实际的问题，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考虑

从自己的特点找：自己擅长什么？



演绎：假设

观察

理论

归纳：经验概括

科学轮：理论和研究的循环积累
根据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25页）改编



假设

观察

接受或拒绝假设 获得结论

寻找模式

观察

演绎方法的逻辑 归纳方法的逻辑

联结理论与经验的基本途径
引自：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50页



测量因变量

刺激：实施试验

再测量因变量 再测量因变量

测量因变量比较

再比较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设计基本原理
引自：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217页

实验方法



检测你的选题的方法
o 写下你论文的三个中心要点

o 将你的论文概括为一句话

o 在一分钟内向你的同事描述你的论文

o 列出大纲



研究计划大纲
1、研究主题或目的

A. 研究的问题究竟为何？
B. 研究计划有实际（理论、实践）意义吗？

2、文献探讨
A. 别人是如何看待这个主题的？
B. 方法论和实质理论？
C. 前人实证研究的结果？
D. 有没有缺点是值得改进修正的？

3、研究设计
A.  你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论立场和理论？
B.  你的研究假设或模型是什么？
C.  分析单位是什么？你要如何去接触到他们？
D. 假如你的研究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研究对象，你要如何设法确定他们不
会被研究伤害？

4、测量
A.  研究中有那些主要的变项？
B.  如何定义和测量它们？

C.  如果已有测量设计（例如问卷），可以将该问卷放进研究计划的附录中。



5、资料收集的方法
A. 你如何收集研究资料？
B. 你将采用实验、调查、深入访问或焦点访谈，或是你将使用二手资料
进行分析？

C. 如果你将使用一种以上的方法，如何安排和协调。
6、分析
A. 注明你计划要采用的分析方法，清楚地说明分析的目的和逻辑。
B. 那些变量要作详细描述，那些变量要作差异性比较，那些变量要作相
关或因果解释。

7、研究时间表
一般来说，应提供一个研究时间表说明研究的进度。列表是一种简明
的方式。

8、成果
阶段性和最终的成果形式是什么？论文、报告、文集、专著？去向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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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避免的选题
o 模仿型：论文的首要要求就是要有自己的创见，写出自己
的观点来。从其他人文章和作品中获得灵感并没有什么错
误，但重要的是必须分清寻求灵感与抄袭仿制的不同。

o 描述性 ：
这个问题很普遍。把别人的成果拿来一编排，标上章节符
号，描述、“批发”别人的陈货。或者是把自己的工作心得描
述出来，类似工作总结。

o 说教式 ：
先引经据典，铺陈万言，显得很有学问，但是这些理论是
干什么的，与论文主体思想是什么关系，则不甚了了。其
实，论证过程应该是理论与实际水乳交融的过程，水与乳是
分不出来"界限"的。不与实际紧密结合的理论，就是说教式
的理论。与实际结合不起来，就是有"矢"没有"的"，就不能
让人接受，其作用也发挥不出来。



二、图书馆人的知识必备
o 专业期刊:CSSCI来源期刊
o 专业相关的网络资源



CSSCI来源期刊—LIS学科









2012 Congress theme:
“Libraries Now! - Inspiring, Surprising, Empowering”
当今图书馆-激励、惊奇、赋权







三、学术论文的类型分类
o 研究性论文（Research paper）
o 技术性论文（Technical paper）
o 观点性论文（ Viewpoint ）
o 概念性论文（Conceptual paper）
o 案例研究性论文（Case study）
o 实验性论文 (Experiment study)
o 报道性论文（Report）
o 综述性论文（Review）



“研究性论文”的写法
o 研究背景与意义

o 研究方法与材料

o 实验或调研结果（事实数据）

o 对结果的分析讨论

o 结论



o 例1：我国网络学术信息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计量的实
证分析

o 【作者】苏金燕;
o 【文献出处】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011年 05期
o 【摘要】选取我国省域网络学术信息截面数据,在考虑地理空间因素的情
况下,建立网络学术信息空间分布影响因素计量模型,以定量的方法对形
成我国网络学术信息空间分布格局的原因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网络学术信息的空间分布存在空间依赖性,空间误差模型是进
行该分析的最优模型,经济发达程度、科研队伍大小、网络发展水平、人
口基数和城市居民数量是影响网络学术信息空间分布情况的主要因素。

o 例2（ Case research ）：北京财经类院校资源共享平台运行调查与分析
o 【作者】张国臣刘兴盼
o 【文献出处】图书情报工作， 2011年第13期
o 【文摘】调查北京财经院校资源共享平台一周年运行情况，并对统计数
据进行分析，找出该共享平台的优势和特色：对比成员馆所使用的其他
资源共享平台情况，得出北京财经平台利用率较高，有扩充和和长远发
展的趋势，并针对该平台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和改进措施。



“报道性论文”的写法（Report）
o 报道性论文，报道某一项科学发现，这一发现不
是通过实验、而是通过调查发现的。

o 目的

o 研究对象或区域概况

o 对所发现的现象的叙述

o 解释

o 意义

o 结论



o 例1：民间私人图书馆的现状与前景
o 作者：王子舟
o 来源：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5）
o 文摘：近年来,中国民间出现了许多私人创办的公益图书馆。该类图书
馆主要分布在基层农村,多由文化素养较高的年老农民、城镇退休人员
创办,办馆方式讲求实用,服务方式灵活、内容丰富,在乡村起到了知识
交流平台的作用,为村民提供了交往的社会公共空间。这既促进了民间
公益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有助于乡村公益精神、公民社会的发育,使乡
村互助文化传统得以发扬光大。从基层图书馆普及和发展的行业视角
看,私人图书馆的实践还提供了一种有活力的“自下而上”的内生模式。

o

o 例2（Case Report）：图书馆共建共享联盟服务营销的探索与实践——
以CASHL为案例的研究

o 作者：关志英
o 来源：图书情报工作,2011(15)
o 文摘:以营销组合理论为基础，以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HL）的服务营销为案例，通过对CASHL营销活动的分析，总
结图书馆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体系开展服务营销时需要注意的7个关键
影响因素，即：用户市场调研与市场细分、特定的信息产品与品牌服
务、低廉的价格、金字塔形的用户培育、顺畅的渠道、公共关系管理
和营销效果评估。以期为其他文献信息服务机构提供参考借鉴。



“理论性论文”的写法
o 理论性论文（提出一项理论或计算方法）

o 研究背景

o 理论的提出（概念、推导、证明）

o 理论的验证

o 理论的应用

o 结论



o 例1：知识管理的理论基础
o 作者：盛小平曾翠
o 来源：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5）
o 文摘：从认识论、方法论角度论述知识管理的哲学基础，从经济增长理论与知识

资本理论角度论述知识管理的经济学基础，从科学管理、组织行为莅临、战略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与信息资源管理角度论述知识管理的管理学基础。由此得出结
论：知识管理是吸纳并融合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理论而壮大的一门新兴学科。

o 例2（Viewpoint）：供应链信息工厂:一种供应链信息共享的新架构
o 【作者中文名】李晓翔; 刘春林; 谢阳群;
o 【文献出处】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1年 05期;
o 【摘要】为了提高供应链中信息共享的程度、满足各个企业的信息需求、增强供

应链中企业间的协作,本文试图探索一种新的供应链信息共享的架构———供应
链信息工厂。本文基于国内外最新的研究动态,探讨了供应链信息工厂的构件和
建立过程中所可能遇到的问题,这些将为未来供应链信息系统的建设提供新的思
路。



“综述性论文”的写法
o 综述某一领域中的最新进展，应该有述有评，而不只是前人工
作的罗列；

o 要有综述者自己的观点和对他人工作的评价，指出不足之处和
解决问题的设想；

o 要有对未来发展的展望，对他人的研究起到指导作用；

o 应该归纳出几个热点或前沿问题，展开叙述，不要试图面面俱
到；

o 既要大量占有文献，又要有所取舍，突出精华，要对文献仔细
消化之后再动笔，切忌机械罗列。

o 尽量引用最新的工作，体现出时效性；

o 尽可能阅读原始文献。



o 例1：60年来情报检索语言及其互操作性进展（1949-2009）
o 作者：侯汉清等
o 来源：图书馆杂志，2009（12）
o 文摘：本文首先对60年来我国图书分类法的编制修订情况和特点进行总结

和概述,其次从出版年代、词表规模、词汇性能、学科分布、词汇显示和修
订状况等方面,对近30年来的主题词表的研制进行统计分析,以便了解我国主
题词表发展的状况、水平和存在的问题。最后分四个时期回顾了我国情报检
索语言互操作的进展,包括主要项目及其特点,并对一些成功项目进行了分析
和总结,希望为情报检索语言互操作提供更多的成功经验和可借鉴的方法。

o 例2：网络信息资源质量评价研究综述
o 作者：张洋，张磊
o 来源：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5）
o 文摘：网络信息资源评价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迄今已取得突出的研

究成果。该文从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主体、评价对象四个方面对网络
信息资源评价领域的主要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和分析,进而指出当前研究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应包括:深入开展评价理论研究,构建坚
实的理论基础;开发科学合理的定量评价指标,构建完善的分类评价指标体系;
深入开展方法论研究,建立科学、通用的评价方法;推动评价主体向多元化发
展;拓展评价对象,加强应用研究。





四、常见问题分析
（1）缺少对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 的明确陈
述或界定

例1: “网络环境下数字阅读推广研究”
o 缺陷1:概念没有明确界定和表达：数字阅读，移动阅读，手机阅

读，网络数字阅读等概念没有明确

o 缺陷2:研究问题不够明确: 数字阅读究竟是什么?阅读效果如何？在
这些前提都没有搞清楚的前提就谈推广是否合适？

o 修改意见: 研究对象缩小为：高校图书馆环境下的移动阅读现象研
究”，包括:

o (1)  考察大学生智能手机和手持阅读器的持有情况；
o （2）考察学生对移动阅读的需求情况及其特点；
o （3）考察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的阅读变化趋势
o （4）考察学生对移动阅读的效果的反馈



例2: “学术图书馆深化学科服务探析”

o 缺陷: 如何开展学科服务是一个宽泛的问题，涉及
人员、机制、设施以及激励保障等等；

o 修改意见: “把研究的具体目标集中在学科服务的某
一方面:

o (1) 院系师生需要和使用图书馆学科服务的动机
o (2) 图书馆开展学科服务的可能收益；
o (3) 学科馆员素质要求和机制保障；
o (4)学科服务与其他图书馆服务的关系
o ……..



（2）缺乏现实背景(或)研究现状的衬托,
显示不出研究意义

举例: “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存在问题分析”

缺陷1: 论点不言自明,没有意义
缺陷2: 研究对象归于笼统，不足以证明研究的必要

o 修改意见: 
o (1)先确定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存在哪些问题 “症状”; 
o (2)然后综述相关文献,表明现有研究对问题的 “诊断”是
否不够全面和准确; 

o (3)接着阐释该研究将从哪些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补
充，

o (4)找到你要解决的问题所在。比如为什么高校图书馆
读者服务部留不住“人”？



（3）影子研究：缺少对研究设计、研究过程的
描述，研究结果不是建立在数据及其分析的基础上

例1：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素养培育研究
结论部分：“更新观念，创新机制，注重人才培养，加强继续教育”

n 缺陷:
n (1) 用观点支撑建议(即把建议建立在比较随意的主观观点之上,而不是严谨的调查

研究或创新经验之上); 或者用建议充斥观点
n (2) 建议笼统,没有可操作性
n 修改：

(1) 避免无意义的、主观随意的、笼统的建议的意见
(2) 在规范研究和创新实验的基础上提出建议

例2：高校图书馆读者信息素养调查研究
n “本次调查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问卷内容共有30道题目，涉及学生对图书馆的

了解、利用状况，信息检索、获取能力和效果及其信息伦理等方面。调查共发放
调查表500份，收回有效调查表404份。调查完毕后，对调查数据进行详细分析和
统计，对相关内容进行汇总和分类 ”
o 缺陷

n 抽样地区?
n 抽样方法:  分层法? 什么标准?
n 问卷设计:  变量依据? 类型?
n 问卷发放过程?
n 数据分析: 描述性?推理性?统计工具?

o 修改意见: 找一篇比较规范的研究论文,模仿它的研究方法部分



（4）缺乏分析,像新闻报道
o 例 ：大学图书馆采编外包服务创新研究
“在描述目前大学图书馆外包服务的现状后，就简单的得出外包是图书馆未来发

展的一个创新”

o 缺陷：

o 创新背景?
o 成本?
o 实施过程及阻力? 是否导致机构重组或人员重新分工?
o 效果?影响(正面、负面)?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o 适用范围?
o 所取得的效果与图书馆的使命或宗旨是否一致?
o 这样的决策对其他图书馆是否适合?

n 修改意见:  
分析外包服务实施的背景、它对资源的要求、对机构文化和组织结构的挑
战、产生的效果和影响等



（5）议题分散
举例： 试论公共图书馆阅读指导和导读教育
内容包括：公共图书馆大众阅读指导的服务理念、读者类型、阅读
指导内涵、形式、方法、效果等

缺陷：

公共图书馆的阅读教育包括上述很多内容，每点都涉及，蜻蜓
点水，貌似全面，实则空泛无物。

修改意见: 
o 集中讨论一个问题,如4-7岁的儿童的阅读指导活动。
o 阅读指导的方法讨论。

o 推荐书目如何筛选和制定? 
o 阅读导读的效果和影响如何?怎么测定出来的?
o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导读的形式与方法该如何调整?



五、课题申报



课题申请书的基本格式和内容
o 研究背景： Background 
o 研究目的： Purpose Statement
o 研究问题： Research Problems
o 原创性或创新点：Originality
o 研究方法和路径：Research Methods and Route
o 理论和应用价值：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Value
o 研究进度安排： Research Schedule
o 研究基础： Feasibility Research
o 经费使用:               Projected Costs and Total Research 

Grant
o 研究团队： Research Team



举例：数字保存系统质量保证体系研究
o 数字保存系统（Digital Repository, Digital Archive, Digital Preservation 

Repository）又称数字典藏、数字保存仓库系统或数字仓储系统。数
字保存系统是主要保存数字资源的集合，其基本价值在于其提供值
得用户信任的数字资源存取能力，确保数字资源的质量，能够满足
用户的信息需求，并有利于数字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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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