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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毕业论文选题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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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主要论述了本科生毕业论文选题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专业性原则、价值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创新性原则和可行性原则，对本科生毕业论文选题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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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毕业论文写作的

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确定毕业论文

的选题，它实际上是确定论文研究的方向。选题

这个“头”开好了，后面的资料搜集、鉴别、整

理、分析以及主题的明确、大纲的推敲、研究方

法的选择、写作过程的进行都会比较顺利，反之

则可能在每一个环节都会遭遇困难，甚至会影响

毕业论文的整体进度和论文答辩。因此，撰写论

文必须重视选题，第一步就要争取“选对题”。要

选对题，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掌握选题的基本原

则。 

一、选题的专业性原则 

选题要坚持专业性原则，就是要明确选题的

性质和范围。本科毕业论文选题的性质和范围应

以专业必修课所学知识为基础，要结合所学专业

进行选题，不允许超出所学专业的范围，专业性

是进行研究的理论基础。每一门专业都有自己的

专业必修课，专业必修课所学的理论知识就是选

题的范围。不能把毕业论文写成工作总结或调研

报告, 也不能写成纯专业性的说明文, 更不能写

与专业无关的论文。例如：每个专业都学公共外

语、计算机和公共政治课，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

的毕业论文就不能选外国语专业的选题；同样，

外国语专业的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就不能选计算机

专业的选题。“如果选择与所学专业不相干的课

题，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所长，重新去开垦

一块知识领域，那么做必然事倍功半，得不偿失。

根据目前国内情况，跨专业指导和评定学位论文

是很困难的事情，没有必要给自己添麻烦。”（1）因

此，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要在专业必修课的

范围内选择论文题目。 

二、选题的价值性原则 

选题要坚持价值性原则，即指选题的学术价

值和社会价值，或者是选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如果说选题大小尚属于个人把握的技术问题，那

么论文的学术价值是极为重要的取得成功的前提

之一。为了确保选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首先

在确定选题之前，对准备选择的题目的现有研究

状况进行价值评估，评价这个选题是否有价值，

可以从学术价值或社会价值（理论意义和实践意

义）两方面衡量。    ， 

（一）选题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 

“学术论文，作为一种表达科研成果的载体，

它应具有科学性、学术性、理论性、创新性。它

所研究的应是一门学科中某个或某几个专门的学

术问题。”（2）因此，选择论文题目，必须充分考虑

选题的学术价值或理论意义，要把有研究价值的

问题作为论文的题目。有学术价值体现在诸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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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创立了新的学科或填补理论研究方面的某些

空白，有创新、突破；或者对已有的理论有深化

和发展；或者驳斥、修正已有的观点；或者赋予

理论以新的社会意义等等。总之，选题要根据研

究方向的发展需要，能够创新、发展、检验、修

正科学理论，能反映本专业领域理论研究的前沿，

在立论上有一定的突破和建树，或是在理论、材

料或论证手段上有重要的补充和完善。 

选取具有理论意义的论文，第一，要密切关

注本学科、本专业的研究动态，在学术研究的前

沿领域选题。本学科、本专业的科学研究是一个

动态过程，是研究成果长期积累的过程。在已有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学术前沿问题加以研究，

能够站在一定高度，有一定的创新，会为学科的

发展做出一定贡献。第二，要深入了解本学科、

本专业的研究历史，对已经定论的基本理论问题，

要敢于在新的条件下深化、创新和发展本学科、

本专业的基本理论问题。例如，邓小平同志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创新与发展。第三，要敢于批驳、修正或挑战本

学科、本专业的权威观点，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或

建立新的理论体系。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马

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早以定论，占主导地位的就是

从前苏联借鉴过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说。但是后来在体系上，又有新的提法和

观点，公共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

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结合形成了新的一门

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二）选题的社会价值 

选题的社会价值（实践意义或应用价值）是

指选题能够侧重分析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

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对策，对实践具

有指导意义。衡量选题的社会价值大小，主要看

选题是否符合科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是否

有利于提高教育、科研质量，是否能促进大学生

学术水平的提高，能否解决社会存在的实际问题，

选题范围是否从实际出发，是否有针对性和代表

性。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篇论文一般应该既有理

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但是，由于侧重点不同，

可能有些论文的理论意义大些，有些论文的现实

意义大些。例如，有些选题在学术上看起来没有

多大的价值，但是通过其科学的论证，可以对解

决社会问题提供政策或对策建议，对实践具有很

强的指导意义，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这也是有

价值的论文。有些论文虽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理论性较强，但不一定直接对社会产生影响，社

会价值不是很高，这也是有价值的论文。对于这

两种论文，应该对其价值给予同等看待，并不能

因此认为其选题不科学或没有价值。例如，一篇

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当代发展的纯理论性论

文，具有明显学术价值或理论价值，但其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不强。而一篇关于当前中国

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的调查报告，以抽

样调查报告为依据，对人口老龄化存在的问题及

解决问题的对策进行研究，它虽在研究数据上是

第一手资料，但学术上很难说有新的理论观点，

但是这样的研究对于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提供

了制定政策和对策的科学依据。这就是一篇具有

社会价值的论文。 

选题要有现实意义，必须选择与社会经济社

会发展密切相关、为千百万人所关心的热点和焦

点问题。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而言选题有现实

意义的大致有三个来源：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事业中急需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大

学生就业与创业问题研究、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

留守儿童问题研究、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等等。

二是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在实践中遇到的理

论和现实问题。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问

题研究、正确发挥微信平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中的作用、大学生诚信教育的现状及对策、新形

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长效机制的构建等等。

三是作者本人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理论和现实问

题。如：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必

要性和途径、大学生诚信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等等。 

三、选题的科学性原则       

选定的论题要具有科学性。首先，选题的指

导思想与目的明确，立论根据充实、合理。选题

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要有一定的事实依据，有足

够的科学证据证明研究方法和论点，这是选题与

开题的实践基础。其次，以研究领域的基本原理

为依据，这是论文的理论基础。研究领域内的理

论将对论文起到定向、规范、选择和解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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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领域的理论基础制约着选题的全过程，影响

论文的研究水平和质量。第三，选题的科学性表

现在选题要从实际出发，选择那些有一定的研究

基础、自己有兴趣和难易适中的题目。第四，选

题要尽量微观，具体到 xx 校、xx 县、xx 区，这样

的题目好驾驭，资料也好搜集，撰写论文也会有

一定的深度。选题中要克服两种倾向：一是不要

选过宽、过大的题目，这不符合本科论文的实际。

本科论文要求的字数少，一般在 8000—10000 字

以内，题目过宽过大，不好驾驭，往往使论文写

得浅尝辄止，没有深度。二是选题不能过于保守，

避免选择已经完全得到解决的常识性问题。有些

学生对自己搜集资料的能力和研究能力信心不

足，只选研究价值较低的题目，妨碍了对所学知

识的充分应用，使写出来论文缺乏学术水平，质

量低下。此外，结构合理，论证过程要合乎逻辑，

结论要科学。 

 四、选题的创新性原则 

创新是学术论文的根本要求，是学术论文的

生命。没有创新的论文，不能称为学术论文。创

新性具有绝对创新与相对创新两种情况。 

（一）绝对创新 

绝对创新是指开创性的研究课题，就是对别

人没有研究过的问题进行研究。从观点、材料到

方法都是新的，可能会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创立新的学科，或填补学术研究中的空白，这种

创新意义重大，往往会在相应的学术领域产生重

要的影响，或者推动本学科的发展，甚至对其他

学科也能产生积极的启示作用。例如，创立新的

学科。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在《资本论》中

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发现了剩余价值的

来源，创立了政治经济学；在哲学领域实现了唯

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

的历史观的统一，发现了唯物史观，创立了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此创立了马克思主

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

义。现代社会随着自杀现象的增多，产生了一门

新的学科，自杀预防学。这都属于绝对创新。绝

对创新，一般没有太多的资料可以利用，也没有

现成的方法可作借鉴，在研究材料和方法上存在

诸多困难，研究所需时间长，耗费精力大，要求

研究者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和较强的意志品质。

因此，绝对创新对于本科毕业生来说有很大的难

度，除极个别研究能力极强的学生，不建议尝试。 

（二）相对创新 

相对创新则相对容易一些，只要有以下要求

之一即可：（1）发现或提出新现象、新动向、新

问题，对其来龙去脉尽可能详细说明，提请注意

与思考，对其可能产生的影响予以推理、评估和

预测；（2）对人们已经发现的新问题进行阐释分

析，提出自己的思考结果或解决方案；以上属于

问题与观点自身之新。（3）发现并运用新的材料，

以此去研究旧的问题，补充论证旧的观点，使之

周密完备；从而得出新（或部分新）的观点。（4）

深化、补充已有的观点。指在已有的研究的基础

上，进行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使已有的研究

成果得到丰富、发展，使已有的理论得到深化、

补充和完善。（5）驳斥、修正已有的观点。对已

有材料、观点、理论重新进行研究分析，对过去

的误读、误解或结论予以纠正，改正旧有的观点

与看法，提出新的不同观点或结论。对同一个问

题得出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在学术研

究中是经常发生的。驳斥、修正已有的观点，主

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参加学术争论，就一个正在

讨论尚有争议的问题，大家各抒己见，发表自己

的看法。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的差异，

都会导致研究结果的不同。在对同一课题的研究

中，经常会有不同的研究成果并存，这就产生了

学术争论（如 xxx 问题的研究质疑——与 xxx 商

榷）。二是修正或推翻“通说定论”。所谓的“通

说定论”，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已为人们所接受、

所认同的理论学说。如果发现这样的理论学说有

错误、不完善，要大胆地予以纠正。纠正“通说

定论”的学术论文通常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往

往会对一系列学术问题产生影响，容易带来学术

研究的突破，也比较容易产生社会反响。（6）赋

予已有理论以新的社会意义。有些问题早已有了

众所周知的结论，仅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已

失去了重新研究的意义。但从指导社会实践的角

度来看，有些问题有重新提出并加以研究的必要。

结合社会发展实际，发挥原有理论的现实意义，

调整人们的认识，为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发展提

供必要的理论指导，这有助于增强研究的现实意

义，充分发挥理论的实际效用。例如，“实践是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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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当说是在马克思的研究中

就有定论的哲学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国

家正处于拨乱反正、轻装前进的历史关头，如何

认识过去，如何看待历史，就成为一个重大的现

实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形势下，学术界展

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探讨、明确

这一问题，由此给国家的政治生活以有力的影响。

这样的研究就有划时代的意义。 

当然，本科毕业生撰写的毕业论文是在指导

教师的指导下，初次尝试进行学术论文的写作，

具有习作性、指导性的特点，其学术水平的提高

有一个过程，因此，即便是相对创新，也有一定

的难度，对于本科学生来说应尽量要求其做到，

但也不是硬性规定。而对于硕士或博士生来说，

必须做到相对创新。  

五、选题的可行性原则 

选题的可行性原则是指具备完成选题的主客

观条件。 

（一）主观条件 

主观条件包括：学生的兴趣和专业能力，即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本专业的题目和能完成

的题目。 

首先，要选择有能力完成的选题。这是保证

毕业论文顺利完成的首要前提。对同一选题，同

一资料，有的人可能觉得没什么可说；有的人只

是把它当作知识诸存起来，补充已有的知识结构；

而有的人可能因此触发灵感，产生联想，发现问

题，有所创新。显然，后一种人的能力特点更适

合这个选题的研究。在选题时，要充分考虑自己

的能力特点，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研究能力得到最

大限度的发挥。科学研究是创造性劳动，专业知

识是构成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理论思维和逻辑

思维是构成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因素。研究者的

理论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差异是使科学研究带有明

显的个性特征的原因之一，在选题时必须对此有

所考虑。其次，要选择有兴趣完成的选题。这是 

 

 

 

 

 

 

保证毕业论文顺利完成的必要条件。兴趣是人对

事物的选择性态度，是一个人积极探究某种事物

的认识倾向。兴趣是完成科学研究的一种巨大的

推动力。在论文写作中，研究者对自己的选题感

兴趣，就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地研究下去，直

到取得成功。再次，要选择主观上有见解的选题。

选题有意义、有一定创新是选题的必要条件，但

能否写出一篇高水平的毕业论文，还要看作者能

否完成研究，能否提出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一篇

从选题、结构、内容、论据到结论都无新意的人

云亦云的毕业论文，不能说是主观上有见解的论

文。而要写出真正有主观见解的毕业论文，要求

作者要具有较强的综合素质，即要有较强的实践

能力、研究水平、搜集资料能力、理论思维和逻

辑思维能力。 

（二）客观条件 

要选择有条件完成的选题。这里所说的条件

是指完成一项科学研究所必需同时又不以研究者

的意志为转移的外在条件，如资料条件、时间条

件、调研条件、经费条件等等。而最值得重视的

条件包括：第一，指导教师因素：教师的时间、

精力、科研水平（教师是否熟悉选题的国际国内

研究现状) 、态度等。第二，资料查询因素：有无

充足的参考资料，图书馆和网络是否有足够的文

献资料提供查询。第三，进行调查研究条件是否

具备，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经费进行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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