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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中国矿业大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学科前沿课程为例,介绍了课程的基本情况及

学生在完成课程论文时的文献引用情况。 基于近 3 ~ 5 年文献的引用数据,揭示学生对新文献的重视程

度。 通过对比中外文献引用情况,指出学生在整理文献时不注重搜集国际前沿研究资料的问题,并分析

其原因。 最后,对工科大学生论文写作过程中参考文献引用情况进行总结,并给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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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

育工作会议要求,近几年教育部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1-
 

2] ,要求深化教育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建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一流本科课程,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人才培养事关创新发展的宏伟

目标,培养创新型人才是高校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本任务。 高校需开展教学体系改革,培养学

生创新意识,拓宽学生创新空间,促进学生创新实践。

1990 年,麻省理工学院 Robecca 和哈佛大学 Kim[3] 将创新分为渐进式创新 ( Incremental
 

Innovation)、模块创新(Modular
 

Innovation)、结构创新(Architectural
 

Innovation)和彻底创新(Radical
 

Innovation)。 Robecca 与 Kim 提出的四种创新方式已被国内外研究者所接受。 作为人才培养的主战

场,高校承担着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基本任务。 目前,大部分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属于渐进式创新模

式。 渐进式创新需要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改进完善,前人的研究成果便是后人开展创新工作的基石。 前

人研究工作主要以公开发表的论文、实验报告、数学推理、报告报道等内容呈现,通常以参考文献的形

式体现在研究工作中[4-5] 。

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注重培育学生的文献意识[6] 。 欧美等国的小学生在完成课外作业时,很自

然地把参考书目与资料附在作业后面;相反,中国中小学生的文献意识十分薄弱。 纵观近些年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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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竞赛,很多竞赛作品并没有对已有研究工作进行合理整理与引用。 不重视参考文献也给我国高等

教育造成了一定影响。 我国工科大学生基本在本科大四阶段才接触科技文献,少部分能力较强的学生

大二大三即参与科研项目,接触文献时间相对较早。 部分本科生在对课程论文进行文献整理时,只对

搜集的文献摘要与结论简单复制加工,拼凑出课程报告;部分学生搜集整理的文献不全面,不能概述研

究内容整体发展脉络;也有部分学生仅看中文文献,不读外文文献。 总之,学生整理的课程论文文献杂

乱无章、乱象百出。

传统培养方式在促进学生长足发展方面的劣势已日趋明显。 我国每年会选派部分本科阶段的优

秀学生去国外高校联合培养。 由于培养模式不同,很多学生在国外求学过程中时常碰壁。 以中国矿业

大学与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以下简称 RMIT)中外合作办学为例[7] ,很多学生在 RMIT 选修

的课程成绩大都在 60~ 80 分。 RMIT 开设的课程大多没有考试环节,考核主要以课程论文与报告为

主,而课程论文与报告恰恰是中国学生的短板。 中国学生没有经过规范的文献检索、查询与整理的训

练,相比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成绩不尽如人意。

鉴于文献意识培养对学生综合发展的重要性,以中国矿业大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学科

前沿课程为例,探讨我国部分工科专业课程论文中参考文献的引用情况,对并文献引用数据进行深入

剖析,最后给出相关建议。

一、课程介绍

为适应高等教育发展新要求,贯彻教育部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以下简称建环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本科教育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的指导性意见[8-9] ,中国矿业大学对建环专业课程体系和

教学内容优化整合,在学生大四学年上学期开设学科前沿课程。 该课程是在学生已修专业课的基础上

开设的一门拓展课,主要向学生介绍正在形成的学科领域新产业或正得到广泛应用的建环专业新技

术。 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本学科的新课题、新方向和新技术,扩大学生的科技视野,促进学生知

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以 2017 级建环专业为例,4 个班中,1 个为常规教学班,3 个为中外合作办学班,共 100 名本科生。

学科前沿课程在大四上学期开设,由不同教师选择一个与本专业相关的前沿研究进行讲述。 通过学习

本门课程,使学生对本专业的前沿研究现状、研究方向与研究热点有所了解。 课程结束后,学生围绕授

课教师的前沿报告选择课程论文方向,通过文献检索查询、筛选整理成课程论文,最后通过答辩完成课

程考核。

图 1 为学科前沿课程选题方向与选题学生数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出,选题均围绕建环专业相关研

究展开。 其中,27 人的课程论文与制冷系统原理与优化设计有关;各有 13 名学生选择在热泵技术、建

筑节能方面进行论文整理;有 14 人的课程论文涉及建筑新技术。 当然,部分学生选择在绿色建筑、传

热强化机理、新能源、储能技术等方面进行整理汇报。 在冷链物流和建筑热舒适方面,选择的学生较

少,各有 2 名学生。 整体来看,围绕本专业学科前沿,在选题方向上学生具有较多选择。 另外,即便几

个学生选择的主题方向相同,研究内容也不完全一样。 例如,热泵技术包括水源热泵、地源热泵以及空

气源热泵。 在建筑节能方面,也有公共建筑节能、居住建筑节能以及数据机房节能等不同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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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课程论文选题方向与学生人数

图 2 展示了 2017 级建环专业学生课程考核成绩分布。 考核学生对本专业前沿领域的了解与掌

握、文献搜集与整理、论文选题与撰写等综合能力,课程考核优秀率并不高,仅为 8%。 27%的学生考核

成绩良好,48%的学生处于中等水平,还有 17%的课程论文在及格水平。 整体上,课程考核成绩分布合

理,不同等级区分明显。

图 2　 学生整体成绩比例分布

二、课程论文文献引用分析

学生课程论文成绩一方面考查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另一方面考查学生的文献搜集、筛选、整理等

能力。 选题较好、对文献熟悉、归纳整理能力强的学生往往能取得较好的成绩。 对 2017 级建环专业

100 名大四学生的课程论文参考文献引用情况进行详细分析,可从一定层面反映工科学生对参考文献

的理解与认知程度。
(一)文献引用基本情况

图 3 展示了不同选题方向论文中参考文献引用量分布,学生选题涵盖了本专业大部分研究方向。
可以看出,在制冷系统、热泵技术、建筑节能及建筑新技术方面,参考文献普遍较多,分别引用了 324
篇、181 篇、171 篇与 156 篇。 在传热机理方面,文献引用量达 81 篇;在绿色建筑、储能技术及建筑围护

结构方面,文献引用量均在 50 篇以上,其他研究方向参考文献在 20~40 篇内,其中,以冷链物流方面的

文献引用量最少,仅为 8 篇。 通过不同方向论文的文献引用量分析可知,文献引用量主要与选题方向

的学生人数有关。 如图 1 所示,选题为制冷系统、热泵技术、建筑节能和建筑新技术方向的学生比例分

别为 27%、13%、13%与 14%,在这四个选题方向的课程论文中参考文献的引用量也较多。 而对于冷链

物流方向,2 名学生的课程论文中仅引用了 8 篇参考文献。 通过汇总,本级 100 名学生的课程论文中参

考文献总引用数为 1
 

171,学生人均文献引用量为 11. 7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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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课程论文选题方向与参考文献引用量

图 4 展示了课程论文中参考文献引用量与学生人数之间的关系。 从图中很容易看出,引用 28 篇、
25 篇与 22 篇文献的学生人数均为 1 人,引用 21 篇与 20 篇文献的学生人数均为 3 人,53 名学生的文献

引用量在 10~19 篇,
 

38 名学生的文献引用量<10 篇。 另外,引用 15 篇文献的学生人数最多,为 14 人,
引用 5 篇文献的学生有 9 人,引用 10 篇、16 篇文献的学生人数均为 8 人,文献引用量在 6~ 8 篇的学生

人数均为 7 人,引用 11 篇、17 篇文献的学生人数均为 6 人,其余引文情况下学生人数均在 5 人以下。
基于学生的人均文献引用量水平可知,共有 52%的学生没有达到平均引文水平。

(二)最新文献引用情况

图 5 展示了学生课程论文中近 5 年文献引用量与学生人数之间的关系。 从中可以看出,引用 23
篇、16 篇与 15 篇近 5 年文献的学生人数均为 1 人,引用 10 ~ 12 篇近 5 年文献的学生人数为 14 人。
83%的学生近 5 年文献引用量<10 篇,13%与 11%的学生分别引用了 4 篇与 2 篇近 5 年文献。 令人诧

异的是,竟然有 14%的学生没有引用近 5 年的文献,在论文整理时全部引用陈旧过时的文献。 在 1
 

171
篇参考文献中,近 5 年文献为 520 篇,占论文总量的 44. 406%。

图 4　 文献引用量与学生人数之间的关系 图 5　 近 5 年文献引用量与学生人数之间的关系

　 　 图 6 考察了学生课程论文中近 3 年参考文献引用情况。 近 3 年文献引用量>10 篇的人数仅占

3%,文献引用量= 10 篇的人数占 4%,93%的学生近 3 年文献引用量<10 篇。 在引用量<10 篇的这部分

学生中,分别有 19%、14%与 19%的学生没有引用、引用 1 篇与引用 2 篇近 3 年文献。 近 3 年文献引用

量在 3~9 篇的学生人数均<10 人。 100 份课程论文中,近 3 年文献引用量为 339 篇,占引用论文总量的

28. 950%。
结合图 5 与图 6 可知,超过 10%的学生没有引用近 3~5 年文献的意识,超过 80%的学生引用了近

3~5 年公开发表的文献,但重视程度仍不够,新文献引用率较低。 本课程中,近 5 年文献引用量低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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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近 3 年文献引用量低于 30%。
(三)外文文献引用情况

从图 7 中可以看出,学生普遍不重视外文文献的引用。 76%的学生没有引用外文文献,7%与 6%
的学生引用了 1 篇与 2 篇外文文献。 引用 3 篇、4 篇与 6 篇外文文献的学生人数均为 2 人,引用外文文

献量为 9 篇、10 篇、14 篇、18 篇与 24 篇的学生各 1 人,外文文献引用量>10 篇的学生仅占 4%。 100 份

课程论文中,引用外文文献总量为 121 篇,占文献总量的 10. 333%。

图 6　 近 3 年文献引用量与学生人数之间的关系 图 7　 外文文献引用量与学生人数之间的关系

　 　 由图 8 可知,没有引用中文文献的学生只占 1%;中文文献最高引用量为 25 篇,学生人数为 1 人;
有 13 名学生中文文献引用量达到了 15 篇,占比最高。 中文文献引用量>10 篇的学生占 56%,相比外

文文献,学生更倾向于引用中文文献。 100 名学生引用的中文文献量为 1
 

050 篇,占文献引用总量的

89. 667%。
为详细反映每位学生课程论文的中外文献引用情况,特整理出外文文献占比与学生人数之间的关

系。 由图 9 可知,仅有 1%的学生全部引用了外文文献,外文文献比在 50%与 33. 333%的学生人数均为

3 人,外文文献数占比在 25%与 14. 286%的学生人数均为 2 人。

图 8　 中文文献引用量与学生人数之间的关系 图 9　 外文文献比例与学生人数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知,普通工科专业大四学生在课程论文写作过程中不重视查阅外文文献,76%的学生不引

用外文文献,外文文献引用量>10 篇的学生比例较小。 学生以引用中文文献为主,中文文献引用量>10
篇的学生比例接近 60%。 由于对外文文献的重视程度不够和有限的英文水平,大部分学生对外文文献

存在抵触心理,以至于论文整理时引用外文文献较少。

三、结语

以中国矿业大学建环专业学科前沿课程为例,分析工科学生在撰写课程论文时参考文献的引用情

况。 对比发现,学生对参考文献的重视程度不够,有 2 名学生的文献引用量均为 2 篇,50%以上的学生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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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引用量低于人均文献引用量。 学生引用近 3~5 年新文献的意识不强,14%以上的学生没有引用近

3~5 年的文献。 引用近 5 年文献量≥10 篇的学生比例为 12%,而引用近 3 年文献量≥10 篇的学生比

例仅为 7%,所有文献中,近 3 年文献引用量<30%。 在外文文献引用上,76%的学生没有引用外文文

献,仅有不到 5%的学生外文文献引用量超过了 10 篇,外文文献引用比例>50%的学生比例仅为 8%。
鉴于调研结果,提出以下建议: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及时修改授课内容,将与本专业相关的最新

研究现状及时纳入授课内容,并附上有关参考文献,使学生了解该研究方向的最新进展,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与求知欲望。 在课程开始与结束时,主讲教师提出课程论文与报告的写作基本要求,规定参考

文献数量、中外文献比例与近 3~5 年文献比例等。 合理制定课程教学大纲,教学内容中增设课程报告

撰写环节。 通过以上改革,培养学生搜集查阅、对比筛选文献的综合能力,强化学生引用新文献、外文

文献的意识,提升学生文献整理与论文写作水平,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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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course
 

of
 

frontier
 

in
 

discipline
 

of
 

building
 

environment
 

and
 

energy
 

application
 

engineering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o
 

introduce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course
 

and
 

the
 

literature
 

citation
 

of
 

students
 

when
 

completing
 

the
 

course
 

paper.
 

It
 

analyzes
 

the
 

students
 

emphasis
 

on
 

new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citation
 

data
 

in
 

recent
 

3-5
 

years.
 

By
 

comparing
 

the
 

cita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it
 

points
 

out
 

that
 

students
 

do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collecting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when
 

sorting
 

out
 

the
 

papers.
 

The
 

possible
 

reasons
 

are
 

given.
 

Finally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references
 

cited
 

in
 

the
 

process
 

of
 

engineering
 

college
 

students 
 

thesis
 

writing 
 

and
 

gives
 

som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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