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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技巧
 标题是给评委的第一印象，是申请书画龙点睛之笔，

要有冲击力，吸引住评委眼球。

 好选题的特点：别人没有研究过，或研究的人很少，

或别人已有研究，但你又有新的视角或发现。

4



 正确认识国家项目的定位，国家社科基金必须符合

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符合国家战略目标和社会发展

要求，要尽量使选题理论联系实际，彰显时代性，反

映当今阶段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对理论研究提出的新要

求，充分发挥“思想库”的作用。

重要提示：选题不能偏离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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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十九大报告及六中全会、党和国家领导

人讲话、党的各种重要会议文件。

 具体方法：查阅历年已经立项的课题，与自己研究

领域相关的全部下载，逐个加以研究分析。

注意点：题目切忌空泛，如“居民能源消费行为研究”，

不清楚具体研究什么。而“中国城镇家庭能源消费行为的影响

因素研究”、“中国城镇家庭能源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引

导措施研究”就相对好一些。

 标题最好不要太长，小于24个字为宜。

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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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论依据——研究背景

 提出课题的背景和当前发展状况，给评委一个印

象，就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将

造成严重的后果，具体表述时文字可有适当弹性。

 如果文字多，可以把认为重要的句子字体增粗、

下面打点以示关键，同时也减少评审人的麻烦。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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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外研究现状

 该领域已经做过的和正在做的研究工作。包括：

提出了哪些问题，如何研究这些问题，研究的主要

内容和观点。

 对该领域的研究工作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包

括：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还没解决或没完

全解决，有没有尚未被提出研究的新问题。

 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研究工作的突破点，保证

研究工作开拓创新，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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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评述需要申请者下一番苦功。上网查资料，

阅读经典、权威的著作和论文（代表作）。

 在此基础上，必须进行加工和梳理，按照不同的

角度进行分类、归纳整理，力争做到详实全面、

准确。

 做到整体性、条理性、代表性、客观中肯，恰如

其分的评价。

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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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点：

介绍有关名词概念，科普知识太多；

只是将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或观点加以资料汇编式的

归纳和罗列，缺少分析与判断；

述评前人研究状况时过于笼统，国内外研究现状的

描述过于宏观，问题点不集中，没有实质性研究，

没有阐述其观点与申请者本人的观点有何不同，从

而体现本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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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意义

理论性课题：指出对本学科领域发展的意义（局部的、

全局的），尽量上升到理论高度，做到全局上、理论上

的创新（从具体引申到全局）及其现实价值。

应用性课题：突出前瞻性、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现实

指导意义），即应用价值能抽象出具有推广价值、普及

性，同时注意稍带说一下理论价值。

最好能分层次写，字数不宜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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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点：

 对课题意义强调过分，诸如填补空白、在国内独创

等，评委看了会反感。

 意义过于宏观，究竟有什么意义，看不出来。比较

好的做法是对意义有具体说明，如在理论上或在实

践上究竟有什么意义，或对国家经济发展究竟有什

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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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为了解决问题需要开展哪些工作，4-6

个左右的研究内容即可，分层次写，要求逻辑清晰。

二、主要内容、基本观点、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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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清晰：各部分内容之间、每一部分内部都要有严

密逻辑关系；

构架合理：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应有合理层次安排；

简明扼要：每一部分的核心内容最好用一个简洁明确

的判断或命题在每一部分的自然段段首标出；

重点突出：不能面面俱到，要着力抓住本课题研究的

核心，即着重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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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点：

不要把研究内容写成一本书的框架，避免写成教科书。

在写研究内容时，附一个详细提纲或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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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观点

类似论文摘要，应该把课题研究的最核心观点总

结整理出来呈现给评委。

观点鲜明，简练、浓缩，要最精华的，不要有什

么修饰词之类，更不能无病呻吟，兜圈子。

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具体怎么写，只能看

自己的功力了。

一般来说，基本观点写5-6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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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思路

研究思路主要是告诉评委研究内容之间的内部逻辑，

是怎么串起来的，如何展开研究的，相互之间的关

联情况。

最好附一个流程图来标示研究的基本思路，但这个

图一定要精心设计，所占篇幅不宜过大。

 注意点：

 要特别强调各部分内容之间的逻辑性，切忌简单

罗列，记流水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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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方法

不同的研究课题和研究对象，其研究方法不一样，

取决于研究课题或对象的本质。

在课题论证过程中，应提出所要运用的具体方法。

研究方法要有针对性，不是申报人所知道的研究方

法的列举。

要对所采用的每种研究方法如何运用进行简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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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解读法（文

献考证法）、问卷调查法、定性研究法、定量研究

法、访谈法（包括实况详录法、时间取样法、日记

描述法等）、观测法（观察法）、仿真模拟法、建

模法（模型研究法）等。

 要结合课题具体说明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如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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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创新之处

 本研究与国内外同行所不同的设计、发现（应用性

课题），或者是前人未曾有过的新的学术思想、新

问题、新理论、新的研究方法（理论性课题）。

 从研究内容中概括、凝练和升华，不能脱离研究内

容写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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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点：

创新点个数不宜过多，一般为 2-3个较合适。

要认真考虑，表述要得体：是否确实有创新？有没

有“伤人”？有没有说“高”、说“重”。

不要为了证明自己的“创新”，刻意忽略前人的成

绩。而要从同行的成果中发现并提取自己开拓新方

向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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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期相关研究成果

前期成果要突出相关性和代表性，体现科研的连续

性和一定的深度，便于评委判断你能否以及在多大

程度上完成该项目。

成果需要具体列出，不应写成科研总结，成果应尽

量体现团队成员之间合作的密切度。

四、前期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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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必须仔细选择，注意其相关性和前沿性，

尽量新，数量在13条左右为宜。

列几条外文参考文献，新文献应占一定比例。

考虑到项目评审，本领域国内有影响力的专家文

献，应予引用。

不能列项目主持人及课题组成员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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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时间

严格按照指南的要求写：基础理论研究一般为

3-5年，应用对策研究一般为2-3年。

经费预算

应根据研究工作的实际需要，遵循客观、科学、

合理的原则，提出适当的资助经费。具体编制经费

预算及各项比例时一定要参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经费管理办法》。

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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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组成员

5人左右最佳，在年龄、学历、职称结构上要合

理，体现知识结构的互补性。主要成员的研究成果

要与本项目具有相关性。

 课题论证的文风

严谨规范，紧扣主题开展论证；段落之间逻辑

顺序清晰合理；语言表述平和精炼，用语专业规范。

切忌空话、套话、大话；语言上要尽可能避免贬低

他人，抬高自己，慎用绝对的词；慎用华丽的词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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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设计：字体、字号和行间距都要仔细斟酌，力求

美观大方，清晰合理。因为有字数限制，如果实在不擅

长，可以请人帮助排版设计。

另外，还应坚决避免出现病句、错别字和口语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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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建议：

听10遍不如动手写一遍！

通过写才会加深领会，并不断有意外发现！

多写一遍就离成功靠近一步！

 准备时间至少3个月以上，并且是全力以赴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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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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