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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应用文书是现代社会人们在工作、学习、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信息交流工具。
目前，“应用文书写作”已成为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
本教材主要为高等院校本、专科学生编写，在一般应用文类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申论、论文写作等实
用性很强的内容。

　　倪浓水等编著的《应用文书写作(高等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内容：全书共九章，分别是应用文
书、公务文书(上)、公务文书(下)、会议文书、商务文书、旅游文书、个人文书、申论、日常文书。
此外，还特别将《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国务院公文
主题词表》作为附录列于书后。

　　《应用文书写作(高等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特色：
　　?内容安排突出人们在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实际需求
　　?通过大量例文直观说明各种应用文体的格式及写法
　　?加入“申论”、“毕业论文”等实用内容
　　?章末习题有利于巩固与提高
　　适用范围：
　　?高等本、专科院校“基础写作”、“应用文写作”等课程用书
　　?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考生
　　?办公室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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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科学性　　1.研究态度的科学性　　学术论文以学术研究为基础，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科学
研究，是学术论文科学性得以保证的前提。
　　科学的态度首先是老老实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们应以严肃的态度、严谨的学风、严密的方法开展学术研究。
从事实验研究，就应对课题进行系统的多方面的实验，从大量的数据和大量的实验结果中，综合分析
，得出正确的结论。
从事理论研究，应注重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进行艰苦深入的系统研究，而不像某些人把支离破碎
的见解凌乱地拼凑成“真知灼见”；甚至疯狂地主观臆断，随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把学术论文作
为沽名钓誉的工具。
　　2.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研究中的科学性，就是先用归纳法，再用演绎法，不能反过来，要通过
大量具体的材料去’归纳，从个别到一般。
以归纳为基础，再作分析，最后得出结论。
对结论还要多设疑问，反复思考论证。
　　3.内容的科学性　　学术论文内容的科学性，体现在论点正确，概念明确，论据确凿充分，推理
严密，语言准确。
　　学术论文的论点即学术研究的成果结论。
这个结论应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揭示客观真理，符合客观实际，经得起实践验证，经得起推
敲和逻辑推理。
　　学术论文中的概念，其外延和内涵都应具有明确性、准确性和确定性。
作为学术论文的作者，不但要清楚概念的界定，而且要准确使用。
　　学术论文的论据在数量上要求充分，在质量上要求真实可靠。
数据要准确，实验可重复，事实要确凿。
　　推理严密主要是指论证的严密逻辑性。
在论证上要求学术论文作者具有较娴熟的论证能力，论据与论点有机联系而无懈可击。
　　4.表达的科学性　　表达的科学性首先表现在所阐述的知识、理论的准确性。
不夸大也不缩小，不溢美也不彰恶。
不故造深奥，不装腔作势。
　　表达的科学性还表现在结构的清晰严谨上，不搞花架子，不追求无谓的生动和变化。
.　　表达的科学性还表现在语言精确、明快、庄重。
一般情况下，不使用带形象和感情色彩的词。
　　（三）创造性　　创造性被视为学术论文的特点之一，这是由科学发展的需要决定的。
　　科学研究是对新的知识的探求，如果科学研究只作继承，没有创造，那么人类文明就不会前进。
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造史。
　　学术论文的创造性，主要由论文所表达的科研成果的创造性体现出来。
那么科研成果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1.填补空白的新发现、新发明、新理论　　发现是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把已经存在的却未被人
们认识的东西认识出来。
如居里夫人发现镭，考古学家发现恐龙化石等等。
发明是改造世界的科技成就，运用知识发明出对人类有用的新成果。
新理论是一种自成系统的学说，科学学说对人类实践具有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
如马克思创立的资本论，李四光的“新华夏构造体系”等等。
.2.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完善、创新　　创造离不开科学继承。
有不少研究新成果，是在继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继承基础上的发展，也是一种创造。
邓小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学说，又结合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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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联系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
　　3.在众说纷纭中提出独立见解　　开展科学研究过程中，学术争鸣是不能避免的。
参加学术争鸣，切忌人云亦云。
应对别人提出的观点和根据给以认真的思辨，并积极参与争鸣，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立论根
据。
　　4.推翻前人定论　　每个科学家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和科学知识的来源，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
一些前人的定论，即使当时被公认为正确，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研究手段的现代化等，
很可能会发现这些定论存在着问题。
所以，对待前人的定论，我们要继承，但不要迷信。
若发现其错误，就需要以科学的勇气去开展批判，大胆推翻。
古代伽利略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物体下落学说；李四光否定了中国大陆无石油的所谓权威定论，等等
。
都证明了否定也是一种创造。
　　5.对已有资料作出创造性综合　　综合的创造性，体现在综合过程中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引导
人们去解决问题。
　　整理性论文，不仅提供了’比索引更详细的资料，更可贵的是整理者在阅读大量的同类信息过程
中，以他特有的专业眼光和专业思维，做出了筛选归纳，使信息高度浓缩。
整理者把散置在各篇文章中的学术精华较为系统地综合成既清晰又条理的问题，这就是创造性的综合
。
这种综合，与文摘有明显区别。
这种综合需要专业知识，需要学术鉴赏水平，需要综合归纳能力，更需要发现具有学术价值问题的敏
锐眼光。
　　（四）理论性　　理论性是学术论文与其他反映科学研究内容的文章（如科普读物、实验报告、
科技情报等）的区别所在。
因此理论性是学术论文必须具有的特征之一。
理论性特征在学术论文中的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思维的理论性　　学术研究，其思维类别属理论思维一类。
　　理论思维，即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思考，不是停留在零散的感性上，而是运用概念、判断、分析
、归纳、推理等思辨的方法，深刻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经过高度概括和升华，使之成为理论
。
　　有的研究者取得了可贵的科研成果，或在某个领域做出了成绩，却写不出有理论价值的学术论文
，究其原因，就是缺乏理论思维或理论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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