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写作》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科技写作 

课程代码：X100101 

学    分：1.5 

学    时：28 （讲课学时：20  实验学时：0  课内实践学时：8 ） 

课程性质：专业选修课 

英文名称：Scientific writing 

选用教材： 孙平，伊雪峰，田芳主编. 科技写作与文献检索（第二版）.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参考书：1.郑霞忠，黄正伟主编.科技论文写作与文献检索[M]. 武汉: 武汉大学出

版社，2012. 

       2.黄军左主编. 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第二版）[M].北京：中国石化

出版社,2013. 

       3.张伟玮，黄有兴，张迅. 科技论文写作入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0. 

开课学期：秋季学期 

适用专业：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先修课程：大学语文、大学英语、专业课 

开课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课程目标 

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基本科学素养，提高学生综合信息意识和信

息道德素质，加强学生对信息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学生对信息资源有效利用的意

识；遵循一定的信息伦理与道德准则，尊重信息知识的原创性，提高知识产权的

保护意识。 

2.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收集、分析和利用信息的能力,掌握基础检索

知识、基本检索技能与方法的基础上，加强学生利用电子文献信息资源、网络信

息资源等现代信息技术多途径地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使学生具备查阅、检索、

获取、分析、评价、加工和利用信息资源的能力，具备快速、准确地搜索到所需

信息的能力，具备使用计算机处理信息的能力。 



3.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和训练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案

例教学让学生亲身参与研究探索,使学生具备科学研究能力和开发创新能力。 

4.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科技论文写作能力，从阅读、选题、资料收

集、分析、整理、构思文章结构、拟写提纲、初稿撰写到最终定稿，将文献信息

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知识融会贯通，使学生具备在专业或学术环境下进行清楚、

准确、有效撰写科学研究论文的能力。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指标点(学生将具备的能力) 课程目标 

3 

3.1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高

分子科学的基本原理，对高分子材

料领域的工程问题进行识别、表达

和分析；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4 

4.1 掌握并熟练运用与高分子材料

领域相关的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

信息技术工具，满足解决复杂工程

问题的需要；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6 

6.2 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与沟通能

力，能够与国内外业界同行及社会

公众进行有效交流与沟通，理解跨

文化背景下不同文化、技术行为之

间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课程目标 4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Ⅰ.理论教学（ 20 学时） 
    第一章 绪论（3 学时）（支撑课程目标 1） 

内容：科学研究的基本过程；选题的原则；文献的定义、文献检索目的及意

义、文献检索的内容；科技写作的定义、科技写作的目的及意义、科技写作的特

点、科技写作类别；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二者之间的关系及重要性。 



要求学生：加强对信息重要性的认识，具备文献检索和科技写作基本科学素

养、综合信息意识和信息道德素质、对信息资源有效利用的意识。 

    第二章 文献检索（2 学时）（支撑课程目标 1、2、3） 

内容：文献检索的分类、国内外著名检索系统、检索方法、检索途径、检索

步骤。 

要求学生：能够根据设定题目或主题，通过专业的文献检索方法，配合课内

上机实践环节，较熟练地利用计算机网络通过重要网站和搜索引擎进行检索，快

速、准确地搜索到所需信息。 

    第三章 科技写作（2 学时）（支撑课程目标 1、4） 

内容：科技论文的概念、科技论文的类型、科技论文的写作过程；研究论文

的基本构架。 

要求学生：掌握科技论文的类型、科技论文的写作过程；掌握研究论文中题

目、引言、实验、结果与讨论、结论、参考文献，各要素基本特点与要求。 

第四章 文献综述（2 学时）（支撑课程目标 1、4） 

    内容：文献综述的性质与特点；文献综述写作的基本要求；文献综述的写作

过程；参考文献的引用规范；文献综述实例分析。 

    要求学生：通过对文献综述写作特点、写作全过程的分析以及实际写作训练，

掌握综述的写作方法。 

第五章 学术论文结构与写作（3 学时）（支撑课程目标 1、4） 

内容：介绍学术论文的组成，并相应介绍题目、署名、作者的工作单位、摘

要、关键词、引言、实验、结果与讨论、结论、致谢、参考文献、附录等各部分

内容和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学术论文的结构与写作要点。 

第六章 学位论文结构与写作（3 学时）（支撑课程目标 1、4） 

内容：主要介绍撰写学位论文的目的、学位论文的总体原则、学位论文的格

式、学位论文题目的要求、学位论文的组成、学位论文与一般科技论文差别。 

要求学生：掌握学位论文的格式、写作要求。 

第七章 科技论文规范表达的几个重要问题（2 学时）（支撑课程目标 1、4） 

内容：主要介绍层次标题、 量符号、使用法定单位的要点、关于数字使用



的要求、数字的书写规则以及图表的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科技论文的规范表达。 

第八章 专利文献（3 学时）（支撑课程目标 1、4） 

内容：什么是专利？为什么要申请专利？专利有哪些种类？专利有哪些特

征？授予专利权需要哪些条件？什么是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如何申请专

利？ 

要求学生：尊重信息知识的原创性，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 

Ⅱ.课内实践教学（ 8 学时）（支撑课程目标 2、3） 

内容：利用计算机网络搜索引擎、国内外数据库资源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工具，

针对具体任务进行文献检索实例演练。 

要求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与实际运用有机结合，能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较

快速地获取指定文献资源，并能够对文献资源进行综合分析、整理，建立高分子

材料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内在逻辑关系，经总结后获得有效结论。 

四、教学方法 

1.以课堂讲授为主，上机为辅，高效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选取专业相关的

案例实战演练，精讲多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重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注重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学生的操作技能。 

3.板书与多媒体教学方式相结合。 

五、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方式 

成绩分配 评价环节 评估毕业要求 

平时成绩（30 分） 
课堂小测验（10 分） 3.1（10 分） 

课后作业（20 分） 4.1（10 分）；6.2（10 分） 

实验成绩（20 分） 
上机案例检索练习、上

机测验（20 分） 
4.1（20 分） 

期末考试（50 分） 

撰写小论文（20 分）； 
上机考试，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指定题目（30
分） 

3.1（10 分）；4.1（30 分）；6.2（10 分） 

大纲撰写人：韦双颖 
课程组负责人：韦双颖 

大纲审核人：邸明伟、高振华 
时间：2017.8.12 


	《科技写作》教学大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