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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检索技能助力论文高效开题的研究 

宋飞 1  范文学 1* 

（1.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51） 

摘要：[目的／意义]文章分析了信息检索技能对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质量的影响，明确信息检索技能的重要性，促进本科毕
业论文的高效开题。[方法／过程]以实际课题为例进行开题演练，介绍了信息检索技能在开题各个环节的应用。[结果／结论]实践
结果表明检索技能的充分应用可以有效提高本科生毕业开题报告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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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本科毕业论文是大学期间理论与实践知识的一个综合性的

回顾与总结，而开题报告作为毕业论文的纲领，决定着毕业论
文的质量，开题报告本身的合理性、逻辑性与科学性，是毕业
论文创作成败的关键与核心[1]。开题报告的完成能够激发学生的
求知欲望及对毕业设计的兴趣，使学生的论文有的放矢，明确
论文撰写思路；开题报告的撰写可以完善学生科技论文写作技
巧，也可以促进指导教师的正确引导[2]。所以，保证高质量的完
成本科毕业论文，就需要一个高效的开题。 

2.本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五大模块[3]，即选题的目的和

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课题研究内容、课题研究路线方法和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研究计划及主要参考文献等。为了提升本
科生毕业论文的高效开题，近些年各大高校均已把“科研训练”
[4]纳入毕业论文，作为开题的一个重要环节。《高等教育的信息
素养框架》[5，6]明确阐释信息素养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认为
学生只有具备了检索、收集、阅读、鉴别及归纳综述能力，才
可能完成高质量的开题。杨昌斌[7]把文献信息检索课程与开题报
告紧密结合，结果表明当学生具有对信息进行检索、分析、综
合、评价、判断、组织和利用的能力后，才能很好的提高开题
报告的质量。 

由此可见，本科生信息素养及其技能的提升是毕业论文开
题报告高效完成的关键。而《文献检索》课是大学期间的一门
基础课，是提高学生信息素养，加强学生信息检索及分析能力
的专业指导课[8]。所以本文将以“7A52 铝合金焊接接头力学性
能的研究”为题讨论如何利用信息检索技能提升本科毕业论文
的开题报告的质量。 

3.信息检索技能助力本科毕业论文开题 
3.1 信息检索技能 
《文献检索》课程是一门专业的检索技能课程，内蒙古工

业大学《文献检索》课程以黄如花教授[9]的《信息检索利用》为
基础，以梅瑞尔[10]的五星教学原理为理论指导，助力本科毕业
开题，分五段八步实现文献选题、定题、文献检索与评价、文
献阅读与分析及开题报告的撰写，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基于五星教学法下文献检索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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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头脑风暴、小组讨论、案例演示、项目驱动等教学
方法结合所学知识聚焦问题，采用检索技术完成选题、
定题，掌握整个检索环节，最终完成课题的开题及综述

撰写。 
3.2 开题报告的选题及检索策略调整 
本科生毕业论文题目大都是 “科研训练”阶段师生沟通后

而确定，这就需要学生对指导教师指定的科研范围进行信息检
索、分析、提炼，所以学生需要具有较好的信息素养能力。 

首先，学生利用信息检索技术进行大范围的文献检索，初
步确定较广的研究课题——“铝合金焊接”；然后，采用检索工
具对相关概念“铝合金”和“焊接”进行检索、分析，了解相
关背景，寻找热点；之后，采用检索结果中的“共现词”进一
步聚焦研究范围，初定开题题目——“铝合金焊接接头力学性
能”；对聚焦后的题目采用检索技能进行分割、提取检索词——
“铝合金”、“焊接接头”、“力学”，并利用不同数据库进行文献
检索、分析。 

若检索结果不合适，就要采用“检索策略调整”技能，获
取更加合适的文献。经过检索策略调整，检索到大量相关文献，
此时通过被引次数排序，筛选出经典文献，了解其中的关键技
术及可能的分支课题；同时，可结合检索词“现状、趋势、前
景、综述、述评” 等进行综述性文献检索筛选，以了解课题相
关研究进展及热点，以便进一步聚焦题目。 

对于实例课题，通过检索策略调整，最终确定研究题目为
“7A52 铝合金焊接接头疲劳性能的研究”。如图 1 开题报告的
选题及调整。 

 
图 1 课题的选择及调整 
3.3 参考文献筛选技能 
研究课题一经确定，便要对其重新进行分析，以便确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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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查询方向，获取最佳参考文献。 
首先，针对分析课题概念并进行切分“7A52 铝合金、焊接、

接头、疲劳、性能、的、研究”，提取具有实际意义的检索词“7A52
铝合金、焊接、接头、疲劳”，采用不同字段方式进行文献试检。
若结果不理想，可以调整检索词以保证查全率和查准率。 

其次，优先选取高等级文献；也可考虑重点专著及教材；
还要着重关注重要科研团队和机构的相关文献。 

然后，对获取的文献进行再次筛选，一要选择内容相关的
文献；二要选经典、高被引、最新文献等确定热点方向。 

如图 2 文献筛选原则，本科生只要集中在国内核心期刊、
硕士学位论文及经典书籍获取文献，外文文献可选择若干篇精
读，便能完成较好的毕业论文。 

 
图 2 文献筛选原则 
3.4 参考文献全文获取及管理技能 
经过筛选的文献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所以需要获取全文

进行分析阅读（如图 3 全文获取途径）。 
经过初次筛选的文献数量还是很大，需要继续进行筛选，

一般可以通过以下方法精选： 
1、经典文献：高级别期刊中的高被引、高下载文献，可以

了解研究背景； 
2、最新文献：高级别期刊中的近三年文献，可以了解近些

年研究思路和方向； 
3、资深团队文献：可以了解某一方面研究的延续性及发展

方向； 
通过多次筛选后，文献的质量已经可以保证，为了更好的

组织文献的阅读，要对获取文献进行有规律的管理，对于数量
庞大的文献，可以采用文献管理软件 Endnote 等平台进行管理，
构建文献相关性，提取文献参考数据及研究方法；而数量较少
的文献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进行简单笔记记录进行阅读管理。 

 
图 3 全文获取途径 
3.5 文献精析及开题报告的撰写 

开题报告必须是在文献检索、下载、管理及文献精读的基
础上，针对研究课题进行撰写，完成课题研究目的和意义、综
述国内外研究现状、明确课题研究内容及方案、拟定研究方法
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并细化工作进度安排。 

对于精选文献，首先快速通篇浏览文献，了解文献的核心
主题，研究方法及结论，再次确定可参考价值；然后带着问题
把文献分为六部分：题目、摘要及结论，引言或绪论，理论支
撑，实验支撑，核心主题的研究分析过程及参考文献，对文献
分块精读，经过总结提炼了解主题研究过程所依据的理论基础、
实验方案，研究方法等，并明确开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参照以上六个部分的精读，提取文献精华，经过梳理、汇
总，高效完成开题各部分内容。同时，结合导师、学生本人及
学校能够提供的资源确定研究内容及方法，并细化工作时间节
点，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论文。 

4 总结 
通过对连续八届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发现，基于《文

献检索》课程提供的数字化信息检索技能，能够使学生从选题、
定题、文献阅读分析及文献综述撰写方面的能力有很大的提高，
从而也保证了开题报告的质量，充分说明了信息素养能力的高
低直接决定了开题报告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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