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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中常见
的几个问题

选题与期刊定位不符

表达过于文学化、口语化

论证不够严谨

缺乏基本学术规范

思考过于碎片化

缺乏课题等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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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的
几个原则

01 有用性：研究的必须是真问题

02 聚焦性：一篇论文只谈一个问题

03 公共性：具备公共价值（剩女，失业）

04 经验性：与自己的人生经历密切关联

05 传承与创新

06 现实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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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目

 标题直接决定了读者是否有兴趣读下去

 少用浅议、刍议之类泛泛而谈的表达，能引

发读者的兴趣，告诉读者要做什么

 技巧一：Q+TMD

 Q：问题 T：理论 M：方法或视角 D：数据

 教育公平的文化视角

 从水稻与小麦种植解释中国大规模心理差。

 技巧二：设问句

● 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喝牛那种动物的奶？

● 好男人都结婚了吗？



 读者在不必阅读全文即可获得关于论文最核心

最关键的信息。

 基本内容（3-5句话）

○ 研究背景

○ 研究问题

○ 研究方法

○ 研究结论与讨论

 摘要=历史脉络（研究背景）+问题+方法+ 

（发现）答案

（二）摘要



（三）关键词

关键词与题目和摘要的匹

配度、呼应度越高，亲和

性越强，越说明论文的逻

辑越清楚

关键词对文章核心观点

和思想的表达概括的越

好，被检索到的概率越

大



 阐明研究问题的背景，为什么要做？

○ 一般从政策，实践，理论三个维度

 凸显我们研究的意义与价值，研究合法

性的说明。

（四）引言



（五）
文献综述

 文献层次体现了作者的学术品味

1. 经典专著与国外文献

2. 权威、核心期刊论文

3. 高被引论文

4. 博士学位论文

 综述的原则：按观点分类，不是堆砌文献

○ 核心要义：不破不立



（六）
文字与修辞

 文字与修辞（语词干净，准确到位、学术表

达）、格式、查重；

 好的思想需要好的表达方式：看是否能说清

楚，排比，对仗，结构与各级标题之间逻辑

清晰。

 如何更有学术味道：专业术语、调查数据、

权威出处。

专业表达的厉害.mp4


 儿子写日记 : 夜深了，妈妈在打麻将，爸爸在上网……

○ 爸爸检查时，很不满意地说 : 日记源于生活，但要高于生活 ！

 孩子马上修改为 : 夜深了，妈妈在赌钱，爸爸在网恋……

○ 爸爸更不满了，愤怒地说 : 看看中央电视台、官方报纸是怎样写的。一定要提

倡正能量，以正面宣传为主！”

 孩子再修改为 : 夜深了，妈妈在研究经济，爸爸在研究互联网+生活……

○ 爸爸看后说，这还差不多，但深度不够，有待进一步提高！

○ 以后你长大了成了硕士研究生，你就知道应该这么写了：“妈妈在研究信息不

对称状态下的动态博弈，爸爸在研究人工智能与情感供给侧的新兴组合。”

○ 爸爸接着说，要是你打算成为博士，得这样写：‘’妈妈在研究复杂群体中多

因素干扰及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的新型囚徒困境博弈；爸爸研究的是：大数据视

角下的六度空间理论在情感供给侧匹配中的创新与实践。”



（七）结语
 文章必须要有一个简短的结语，保持结构

完整。

 结语可以是概括性的，可以说是结论性的，

也可以是呼吁性的。



（八）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的水平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作者的

阅读水平和知识层次。

 参考文献不应仅是只言片语的引用，更应

该是观点的引用。

 参考文献的格式尊重期刊要求。

 参考文献的类型，期刊（权威，时间），

经典专著。



好论文长什么样？04



1. 有政策——顶天立地，看新闻联播，看新华网，人民网，教育部官网政策消

息，开头第一句，落实政策。

2. 有实践——小题大做，问题意识（看人大复印资料，看新华文摘，看求是，

看人民日报），越具体越好，现实存在问题（有数据，有案例，有出处，不

能太武断）。

3. 有理论——不知羞耻，看大牛怎么写的，照葫芦画瓢（理论是什么——一种

可能的普遍性解释，马克思与韦伯，价值秩序与需求层次）。

4. 有分析——上纲上线，数据/分析模型，揭示内部路径与机制。

5. 有结论——标新立异，带有新意的结论，与众不同的。信息论，意料之外的

才是信息，才是新意，如果拍脑袋可以直接拍出来的，没有什么价值。

6. 有规范——四平八稳，结构，逻辑，注释，标题，表达等等。

吸引编辑的论文长啥样——六有



如何发表自己的论文？05



如何发表自己的论文？

了解刊物，换位思考

编辑部最在乎什么？

• 主题：（政治性、理论性、实效性）引用 率、能否会被人大

复印资料，新华文摘转载

• 标签：相关指标比较漂亮：单位，职称，学历，基金层次等



我们期待什么样的投稿？

与杂志选题重点密切关联的

文稿合乎学术规范的

实证类研究，有调查和数据的

分享自己可借鉴的经验与成果探索

少一些祈使句，口号和呼吁的集合



发表建议

一．标签：兼职成为某某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如双一流大学的

兼职研究员，提升标签影响力。挂靠国家课题，双赢。

二．与专家合作。有组织科研，内部构建一个好的学术分享与

评判制度。

三．关注期刊每年第一期或者最后一期的选题重点，针对性的

投稿比盲投海投效果要好得多。千万不要海投。

四．订阅自己喜欢阅读或者准备投稿的学术期刊。

五．参加学术会议，与期刊编辑建立联系



发表建议

一．热点类文章，紧跟权威刊物发表文章的步伐，紧跟中央大

政方针及政策。（中南海，教育部的政策如何落地，习总教

育论述）

二．实证类文章，熟练掌握一种比较高级分析工具spss, nvivo,

citespace等，可视化呈现，具有较强的冲击性。

三．综述类文章，尤其是研究热点综述更容易发，运用特定研

究工具，结合适当高屋建瓴的总结某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四．国外相关先进经验介绍类文章，国际比较类文章一般引用

率有保障，所以相对更受期刊欢迎。



如何找到“研究”的感觉

 培养阅读习惯

 坚持阅读与研究领域紧密相关的文献、专著、公众号

 熟悉期刊

 语言风格、研究方法、选题重点、引文规范、编辑排版有差别

 最简单的方法是坚持阅读、研究拟发文的核心期刊



如何找到“研究”的感觉

 培养写作习惯

 克服论文综合症：关闭一切社交娱乐工具，找一个相对封闭的环

境，规定自己必须在规定时间写多少字。

 找到写作的感觉：可以先从写读后感，写随笔，写自己感兴趣有

感而发的东西开始。

 发表导向式的写作：一切以目标期刊标准为要求。



如何找到“研究”的感觉

一．多关注领导讲话，最新重要的政策

二．多关注名专家、名教授的文章（公众号、博客）

三．阅读或者订阅相关期刊报纸

四．写出来比什么都重要。

五．好文章是改出来的多关注教育新闻和热点



如何找到“研究”的感觉

 多读一些视角性学科的书（教育学是研究领域，理论框架和分析

视角更多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多读一些经典教材）

 谭光鼎：教育社会学：人物与思想

 重庆大学出版 万卷方法系列：

https://www.douban.com/doulist/668276/



 《 中 小学 校 长 》 是 国家 教 育 部 主管 、 国 家 教 育
行 政 学院 主 办 、 面 向全 国 发 行 、服 务 于 全 国百
万中小学校长的工作性月刊。自1995年创刊以
来， 以服 务 、 指导 中小 学校 长办 学治 校为 己任 ，
以 其 鲜明 的 针 对 性 、独 有 的 权 威性 、 较 强 的 指
导 性 和可 读 性 为 特 色 ， 博 得 了 全国 广 大 中 小学
校长的认同与欢迎。

 本 刊 以宣 传 基 础 教 育的 方 针 、 政策 、 工 作 部署
为 办 刊主 线 ， 组 织 、发 表 有 关 领导 、 专 家 学 者
的 权 威性 稿 件 ， 及 时进 行 有 关 政策 、 法 规 的 解
释 、 宣传 和 咨 询 ； 荟萃 学 校 管 理研 究 的 最 新成
果 ， 提供 国 内 外 教 育改 革 最 新 信息 ， 宣 传 基 教
改革 最新 业绩 和经 验 ， 促进 中小 学校 长的 交流 ，
展 示 中小 学 校 长 风 采 ， 大 力 推 介成 功 学 校 、成
功 校 长的 经 验 ， 已 成为 广 大 中 小学 校 长 办 学治
校、开拓创新的得力助手。

 xiaozhang@naea.edu.cn



希望我的分享，
能激发您的思考和行动。
请多批评指正！

高 政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育管理杂志社副社长

《中小学校长》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

13811312724 gaozheng@naea.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