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综述正文格式： 

一、一级

  1. 二

标题(用黑体小三号) 

级

    1)  三

标题（黑体小四号） 

级

  （除各级标题外，正文采用宋体小四号，行距设置为 1.25 倍） 
标题(宋体小四号) 

 
  （图、表和公式等要求和毕业论文相同） 

 
应该如何撰写文献综述？ 

一篇好的文献综述既要求高屋建瓴，又要脚踏实地；既探頣索隐，又如醍醐

灌顶。文献综述顾名思义由“综”和“述”组成。前半部分的“综”不算太难，根据所查

阅大量的文献进行综合的归类、提炼、概括即可做到的话。后半部分的评“述”与
分析则是一篇“综述”质量高下的分界线，这需要融入作者自己理论水平、专业基

础、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对问题进行合情合理的剖析基础上，提出自

己独特的见解。 
 
一、什么是文献综述 
1、文献综述的概念 
文献综述是对某一学科、专业或专题的大量文献进行整理筛选、分析研究和

综合提炼而成的一种学术论文， 是高度浓缩的文献产品。根据其涉及的内容范

围不同，综述可分为综合性综述和专题性综述两种类型。所谓综合性综述是以一

个学科或专业为对象，而专题性综述则是以一个论题为对象的。 
文献综述反映当前某一领域中某分支学科或重要专题的历史现状、最新进

展、学术见解和建议，它往往能反映出有关问题的新动态、新趋势、新水平、新

原理和新技术等等。文献综述是针对某一研究领域分析和描述前人已经做了哪些

工作，进展到何程度，要求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动态、前沿性问题做出较详细的

综述，并提供参考文献。（作者一般不在其中发表个人见解和建议，也不做任何

评论，只是客观概括地反映事实）？？？。  综述应有作者的观点，否则就不

成为综述。 
 
2、文献综述的作用 
文献综述在于高度浓缩了几十篇甚至上百篇散乱无序的同类文献之成果与

存在问题或争论焦点，对其进行了归纳整理，使之达到了条理化和系统化的程度。

它不仅为科研工作者完成科研工作的前期劳动节省了用于查阅分折文献的大量

宝贵时间，而且还非常有助于科研人员借鉴他人成果、把握主攻方向以及领导者

进行科学决策。 
 
3、要求同学们学写综述的意义 
1)    通过搜集文献资料过程，可进一步熟悉文献的查找方法和资料的积累

方法,在查找的过程中同时也扩大了知识面； 
2)    查找文献资料、写文献综述是科研选题的第一步，因此学习文献综述

的撰写也是为今后科研活动打基础的过程； 



3)    通过综述的写作过程，能提高归纳、分析、综合能力，有利于独立工

作能力和科研能力的提高。 
 
二、文献综述的选题与文献资料的搜集  
（一）选题原则 
 1．结合所学知识选自己专长的或有基础的题目，否则难以写出水平较高的

综述。 
2．根据所占有文献资料的质和量选题。 
3．选题一定要能反映出新的学科矛盾的焦点、新成果、新动向。 
4．题目不宜过大、范围不宜过宽。这样查阅文献的数量相对较小，撰写时

易于归纳整理，否则，题目选得过大，查阅文献花费的时间太多，影响实习，而

且归纳整理困难，最后写出的综述大题小作或是文不对题。  
 
（二）文献资料的搜集 
1、文献资料的搜集途径 
（1）利用有关的检索工具（包括目录、文摘和索引等）搜集文献资料。 
（2）利用国际联机检索系统搜集文献资料。 
（3）利用原始文献（包括专业期刊、科技报告、专利文献、学位论文、会

议文献、专著和标准等）搜集文献资料。 
（4）利用三次文献（包括综述、述评、百科全书、年鉴和手册等）搜集文

献资料。 
（5）通过 Interent 网和光盘数据库搜集文献资料。 
一种是根据自己所选定的题目，查找内容较完善的近期(或由近到远)期刊，

再按照文献后面的参考文献，去收集原始资料。这样“滚雪球”式的查找文献法就

可收集到自己所需要的大量文献。 
另一种是通过检索工具书查阅文献，常用的检索工具书有文摘和索引类期刊 
此外，在平时工作学习中，随时积累，做好读书文摘或笔记，以备用时查找，

可起到拾遗补缺作用。 
2、文献资料的搜集方法 
 将文献资料储存在大脑中或其他载体上形成不时取用的“资料库”的过程称

作文献资料搜集法。它包括阅读法、剪报法、笔记法和现代化技术存贮法（如复

印、电脑存贮、光盘存贮等）。 
 
三、格式与写法  
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

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结果，而文献综述要求向读者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

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但总的

来说，一般都包含以下部分具体格式：前言、主题部分、总结部分及参考文献。

撰写文献综述时可按这四部分拟写提纲，再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作。         
 
(一) 前言部分 
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

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

轮廓。用 200～300 字的篇幅即可。 



前言部分要写清： 
(1)首先要说明写作的目的。 
(2)有关概念的定义。 
(3)规定综述的范围，包括：“专题涉及的学科范围”，综述范围切忌过宽、

过杂，“时间范围”，（必须声明引用文献起止的年份？）。 
(4)扼要说明有关问题的现况或争论焦点，引出所写综述的核心主题，这是

广大读者最关心而又感兴趣的，也是写作综述的主线。 
 
(二) 主题部分 
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顺序综

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那一

种格式综述，都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阐明有关主题

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

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献引用和评述。  
 
(三) 总结部分 
总结部分，与研究性论文的小结有些类似，将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对所

综述的主题有研究的作者，最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 
 
(四)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虽然放在文末，但却是文献综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表示

对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为读者深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

了文献查找线索。因此，应认真对待。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便，

内容准确无误。 
 
四、注意事项  
由于文献综述的特点，致使它的写作既不同于“读书笔记”“读书报告”，也不

同于一般的科研论文。因此，在撰写文献综述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 搜集文献应尽量全。掌握全面、大量的文献资料是写好综述的前提，否

则，随便搜集一点资料就动手撰写是不可能写出好多综述的，甚至写出的文章根

本不成为综述。 
2. 注意引用文献的代表性、可靠性和科学性。在搜集到的文献中可能出现

观点雷同，有的文献在可靠性及科学性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在引用文献时应注

意选用代表性、可靠性和科学性较好的文献。  
3. 要围绕主题对文献的各种观点作比较分析，不要教科书式地将有关的理

论和学派观点简要地汇总陈述一遍。 
4. 文献综述在逻辑上要合理，即（做到由远而近先引用关系较远的文献，

最后才是关联最密切的文献？？？）。 
5. 评述(特别是批评前人不足时)要引用原作者的原文(防止对原作者论点的

误解)，不要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不能从二手材料来判定原作者的“错误”。 
6. 文献综述结果要说清前人工作的不足，衬托出作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

理论价值。 
7. 采用了文献中的观点和内容应注明来源，模型、图表、数据应注明出处，

不要含糊不清。 



8. 文献综述最后要有简要总结，表明前人为该领域研究打下的工作基础。 
9. 所有提到的参考文献都应和所研究问题直接相关。 
10. 文献综述所用的文献，应主要选自学术期刊或学术会议 
11. 所引用的文献应是亲自读过的原著全文，不可只根据摘要即加以引用，

更不能引用由文献引用的内容而并末见到被引用的原文，因为这往往是造成误解
或曲解原意的重要原因，有时可给综述的科学价值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12.

13. 

 在阅读文献时，要写好“读书笔记”、“读书心得”和做好“文献摘录卡

片”。用自己的语言写下阅读时得到的启示、体会和想法，将文献的精髓摘录下

来，不仅为撰写综述时提供有用的资料，而且对于训练自己的表达能力，阅读

水平都有好处，特别是将文献整理成文献摘录卡片，对撰写综述极为有利。 
资料应通读、细读、精读，这是撰写综述的重要步骤，也是咀嚼和消化、

吸收的过程。阅读中要分析文章的主要依据，领会文章的主要论点，用卡片

分类摘记每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包括技术方法、重要数据、主要结果和讨论

要点，以便为写作做好准备。

14. 文献综述的基本格式通常包括题目、作者、摘要、关键词、前言、正文、结语和

参考文献等几个部分； 

  

15. 文献综述的写作步骤： 
1.选题， 
2.收集和阅读文献， 
3.拟写提纲（包括归纳、整理、分析）， 
4.成文和修改  

 
总之，一篇好的文献综述，应有较完整的文献资料，有评论分析，并能准确

地反映主题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