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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数量的逐年增加，毕业论文写作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作为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中重要的一环，论文写作不仅能够集中体现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的掌

握程度，也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开展相关研究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学术论文与一般议论文的最大差别之一就是需要有明确且清晰的引用。引用能够显示当前

研究是建立在该学科现有的研究基础之上，彰显作者在该研究领域的知识背景。通过引用前人

的研究成果建立自己的学术权威性和可信度，同时也表明作者承认其他研究者在该领域所作的

贡献（杨洪娟，2013）。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学界就开始研究学术文章中文献引用的特征，其目的在于揭示不

同学科之间、学术论文写作新手与专家之间、学生不同水平之间，在学术写作的引用特征上具

有哪些不同点（徐昉，2012）。其中文献引用的句法形式是学术写作引用特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谓文献引用的句法形式是从引用的句法位置和语境功能对学术写作中的引用进行的分类，即

在论文中“引用”是以何种形式出现的。目前学界多采 Swale（1990）对引用的句法特点分类，

将引用形式分为“非融入式”（non-integral） 和“融入式”（integral）引用两种。目前英语学

术写作中的引用形式相关研究相对比较成熟，有不少研究成果。研究者力图揭示英语学习者的

学术论文在引用中所呈现的特征，从而为有效开展相关教学打下基础。

摘要

目前国内外对中文学术论文的研究很少涉及引用特征部分，更鲜有涉及国际中文教育方向。本

研究参考徐昉（2012）的研究框架，对 30 篇汉语国际教育本科论文和 30 篇同类专业期刊论

文中的引用形式做了深入考察，结果发现两组研究对象在文献引用形式上呈现的不同特征：（1）
在融入式与非融入式比例上，期刊论文中非融入式和融入式引用比例相当，本科生论文中融入

式引用远远多于非融入式引用；（2）在论文各部分引用比例上，期刊论文比例均衡，而本科生

论文有明显失衡现象；（3）在转述动词的使用上，期刊论文和本科生论文都能够使用丰富且恰

当的词汇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解释和说明，但是本科生使用较为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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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目前学界对中文学术论文中引用形式的研究明显不足。尤其是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

尽管已经有相关论文写作指导书籍出版（钱旭菁、张文贤 2021；周小兵等 2021），也发表了一

些关于引言、摘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刘弘 2018），但基本不涉及“引用”问题。在指导中外

学生论文写作时，“引用”更多被看成是一个学术规范问题，而没有被纳入学术写作的研究视野。

实际上，论文作者采用什么样的引用形式与论文的可读性有密切关系，也能表现出论文作者在

学术写作上的能力和水平。“引用”应当成为中文学术写作教学和研究的一部分。

我们认为，要想有针对性地开展“引用形式”的教学，首先需要了解目前本科生学术写作

引用的特点。只有通过对于本科生（写作新手）和专家（写作熟手）对于引用形式和转述动词

使用情况的比较，才能进一步认识写作新手在引用时存在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尝试通过比较

中国本科生和专业期刊在国际中文教育实证类论文中的引用形式，揭示本科生论文的引用特征，

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并为今后指导中外学生在相关专业论文写作中的“引用”打下基础。

2  文献综述

2.1 引用形式特征

Swale(1990) 按照句法特点将引用形式分为“非融入式”(non-integral) 和“融入式”(integral)
引用两种。所谓非融入式（non-integral）是指将被引作者的信息（包括作者姓名、引文发表年代、

引文内容所在页码等）均写在括号内，放在句子结构之外而融入式（integral）是指在句子结构

内列出被引作者的信息，使其成为句子组成的一部分。Swale (1990) 的分类影响很大，成为后续

引用形式特征研究的基础。比如徐昉（2012）在研究学术论文引用时，从引用的概念、人际和

文本三个层面提出了一个文献引用研究的修订框架，并通过统计 15 篇来自国际核心期刊实证性

论文，总结出专家论文中文献引用形式呈现的整体特征。该研究也是以 Swales（1990）为基础的。

Thompson 和 Tribble（2001）在 Swales（1990）的分类基础上，将融入式引用结构进一步

划分成三类：“动词支配类”（verb-controlling），“作者名称类”（naming） 和“非引用类”

（non-citation）。动词支配类（verb-controlling）指使用动词（如汇报动词）来说明引用行为；

作者名称类（naming）指使用含作者名称的名词词组；非引用类（non-citation）指单独引用作

者名称，独立于其他引用信息。

2.2 引用形式与特征的相关研究

作为“学术英语”（EAP）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针对对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学

术论文中引用形式和特征的研究较为充分。引用形式研究包括在引用特征和转述动词的研究。

在引用形式特征考察方面，对比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角度，比如通过比较写作新手与专家之间的

差异，总结英语作为母语者或二语者的专家论文中引用形式所呈现的特征，从而为写作新手的

英语学术写作提出参考标准与建议，提高英语学习者学术写作的论文水平。如李侃（2015）在

研究英语学术论文中发现，国际学者和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融入式与非融入式两种引用形式上的

使用频率和偏好性上存在差异。马蓉、秦晓晴（2014）探讨了二语学术写作中高低分两组的引

用特征与写作质量的关系，发现高分组的非融入式、动词支配融式和作者名称融式的使用次数

均多于低分组，由于动词支配类引用在两组之间的差异幅度极大，可以作为有效区分高低分的

一个标准。赵梦娟、钟兰凤（2016）发现学生研究者论文中非融入式引用明显比专家少。徐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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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还对英语学术写作者的引证能力进行了历时研究，揭示了本科、硕士、博士学位学者

在英语学术语篇中使用引证的能力发展在引用形式上的截面特征。

在学术论文的引用形式中，“动词支配类 ( verb-controlling)”是新手与专家、高分和低分

作者都会采用的一种引用形式，因此也是学术论文引用形式特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英语学

术论文中动词支配类的引用使用不同的动词能够表达作者不同的立场，包括积极意义、中性意义、

消极意义（Thompson&Ye，1991）。娄宝翠（2011）通过对 50 篇硕士论文的定量统计，统计出

英语写作中高频使用的转述动词，也发现了英语学术论文写作中不恰当使用转述动词的现象。

李侃（2015）发现国内英语学习者高频使用的转述动词种类丰富，表明其能够有意识地使用转

述动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引用以支撑自己的研究，但仍存在误用的情况。

总之，英语教学界关于引用的形式和特征方面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而国际中文

教育界尚未有针对学术论文引用方面的研究。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文通过对比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撰写的国际中文教育实证性毕业论文和同类型的学

术期刊论文引用形式，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两者在引用形式呈现特征上是否有差异？具体有什么表现？

2、两者在“动词支配类”引用中使用的动词呈现何种基本特征？

3、今后开展写作教学应该如何改进有关“引用”形式方面的教学？

2.2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从华东师范大学 2011-2017 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中，随机选取 30 篇

由中国学生完成的国际中文教育方向的论文，作为“本科组”。另从《世界汉语教学》2011-
2017 年发表的国际中文教育相关实证论文中随机选取 30 篇，归为“期刊组”。本研究之所以

选取《世界汉语教学》期刊的实证性论文，主要是考虑到《世界汉语教学》作为核心期刊，其

刊发的论文质量较高，可以作为专家作者的代表，同时也是考虑到实证性论文有较为固定的论

文结构，便于后续比较论文不同章节的引用特征情况，同时也想尽可能减少因为内容等因素而

干扰研究结果。 

2.3 研究框架

本研究参考徐昉（2012）对实证类英语学术研究话语中的文献引用特征的分类框架，以表

1 的研究框架对语料进行标注。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框架中多了一项“其他”类引用，即转引类。这个转引类在两组样

本中均有出现，但是并未出现在徐昉（2012）等研究中。这可能是因为徐昉（2012）和其他学

者的研究对象都为正式期刊发表的英语学术论文，不存在这类转引现象；而本研究的样本尽管

均为中文论文，但是论文中均涉及不少外文资料，或许是因为某些原因，无法查到资料的原始

出处，但是为了保证文章的客观性只能标注为“转引自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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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文献引用特征分类框架

分类 子类 定义和部分举例

非融入式 句子中不出现作者、引用文献名称及年代，句末将引用的作者和年代等信息放
在句子信息之外，独立置于括号内或者直接在句末脚注。 
例：如果班级规模过大，教师无法按教学法的要求让每个学生参与到教学中，
这是其在亚洲地区实施遇到 的挑战之一（Sakui,2004;Nishino,2008）。

融入式 作者名称融入 引用的作者信息是句子结构的一部分，引用结构为名词词组。 
例 : 根据 Brown（1998）的观点，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对语言习得过程有重要影响

动词支配融入 引用的作者信息是句子结构的一部分，使用动词（如指出、阐述、 认为、说明、分析）
来说明引用行为。
例如：Thompson（2003）指出，研究表明阅读对语言学学习的重要性。

其他 引用的信息作者单独标注为“转引”。
例如：Yang （1970）、孙汉银（1992）分别建立的可读性公式中都用到了难词比
率这个变量，说明难词比率对文本难度影响比较大（转引自郭望皓，2009）。

2.4 标注方法

本研究根据表 1 的基本框架对两组中的论文引用特征进行标注，包括引用文献的文本内容、

引用文献的引用形式、引用文献所隶属论文部分、以及“动词支配融入”引用中使用的动词。

标注完成后对两组的引用形式进行数据统计。在进行数据统计时，对引用文本的每个括号只进

行一次统计，即只算作一次引用，不管括号里有几个引用来源（参考徐昉，2012）；对重复出

现的同一模型、同一作者的每次引用都算做一次引用行为计算在内；对“动词支配融入”引用

中使用的动词和动词使用频率进行统计，每次引用中所有与作者行为相关的动词都统计在内。

4 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将从期刊组和本科组的引用形式呈现特征、“动词支配类”引用中转述的动词使用

情况这两个角度报告研究结果并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

4.1 引用形式呈现特征

引用形式特征可以从两组论文不同引用形式的数量与使用频率以及论文各部分引用数量和

频率来做分析。

4.1.1 不同引用形式的数量与使用频率

表 2显示了期刊组和本科组中融入式（及其小类）、非融入式和其他类引用数量和比例数据。

从表 2 可以发现，尽管看起来本科组的论文已经有一定的引用数量，且几种基本的引用形

式都已出现，但是本科组和期刊组在引用特征方面仍有一些显著差异：

（1）总体引用数量差异较大。同样是 30 篇论文，期刊组总计有 715 条引用，而学生组只

有 555 条，期刊组比学生组多 29%。这说明作为写作熟手的期刊论文作者更擅长通过引用来增

强自己论文的可信度，而作为写作新手的学生组作者在这方面的能力明显偏弱。

（2）两组在融入式和非融入式的整体比例差异较大。期刊组中融入式和非融入式引用数

量差距不大（54.69% 比 44.62%），而学生组两类差异很大（79.28% 比 19.63%），几乎达到了

4 倍之多，也就是说学生组的引用形式非常单一，且主要采用融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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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融入式中的两个小类差异也较大。期刊组融入式引用中动词支配融入和作者名称融

入比约为 1.4:1，本科组比例则为 3:1，本科组几乎是期刊组的两倍。 本科组使用动词支配引用

占比也远高于学术组。

总体而言，本科组最主要的引用形式为动词支配类引用，占所有引用的 58.64%，而非融入

式引用占比较低（19.38%）。期刊组则以非融入式支配（44.62%）为最主要的引用方式。

表 2. 融入式与非融入式数量与比例

数量 期刊组 本科组

所占比例 数量 所占比例

融入式  动词支配融入 228 31.89% 331 59.64%
作者名称融入 163 22.80% 109 19.64%
小计 391 54.69% 440 79.28%

非融入式 319 44.62% 109 19.63%
其他 5 0.69% 6 1.08%
合计 715 100% 555 100%

Weissberg &Buker（1990）指出，非融入式引用“凸显信息”，融入式引用凸显“作者”。

期刊组作者通过使用非融入式引用将作者的相关信息放在句子结构之外，使得他人的研究和观

点与自己的文章整体内容融合更为紧密，文章更具有连贯性。期刊组这种非融入式引用占比较

高的现象，也说明期刊论文作者在进行文献引用时更凸显引用信息，并不过分强调所引作者的

身份。但是本科组大量使用动词支配类的融入式引用（即“主语—动作者”的引用形式）反映

出学生组刻意强化所引作者的权威性。孙迎晖（2009）曾对 100 篇中国硕士论文的引用情况进

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大多数学生都将转述作者作为“主语—动作者”置于句首，他认为这一现

象表明了中国学生有“尊重权威”的倾向。本研究同样印证了孙迎晖的发现。

在日常指导学生论文中，我们发现由于现有各校的毕业论文规范中，对于引用有明确的数

量要求（例如引用不少于 10 篇国内文献等）。为了达到这一些“硬性指标”，本科生往往会通

过使用被引作者的名称来凸显论文已经具备了学校要求的引用量，因此这种动词支配的融入式

引用就在论文中大量出现。不过，动词支配的融入式引用也会使得文章的连贯性被作者信息所

割裂，从而影响了阅读感受。而富有写作经验的期刊组作者显然注意到了动词支配融入式引用

的缺点，而较多使用非融入式引用：在保证论文可信度的同时，也保证论文的可读性。考虑到

国内目前很少有专门论文写作指导课，因此这种非融入式的引用应当并非来自某些课程的刻意

教学，而很可能是由于作者自身大量的阅读而形成的一种“隐性知识”。相比之下，作为科研

新手的本科生由于缺乏这种大量阅读论文的经历，在缺乏这种“隐性知识”的情况下，只能生

硬的采用动词支配的融入式引用，以符合“论文规范”。

4.1.2 论文各部分引用数量与比例 

由于本研究选取的都是实证性论文，拥有基本类似的论文结构，因此本研究分别统计两组

论文在各部分的引用数量和比例。尽管纳入本次研究论文全都是实证类的，拥有固定的写作格式，

通常包括引言部分、文献综述（回顾）部分、研究方法部分、研究结果与讨论部分、结论部分。

但或许是受到期刊版面或者作者写作风格的影响，期刊组中的论文多将引言与文献综述合为一

个部分，结果与讨论合为一个部分。因此在对论文各部分进行划分时，本研究将论文划分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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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分别是引言和文献综述部分、实验设计部分、结果和讨论部分、结语部分，便于相互比较。

表 3 显示了几个部分引用的数量和比例。

表 3. 论文各部分引用数量与比例

引言和文献综述 研究设计 结果和讨论 结语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期刊组 386 53.98% 70 9.79% 234 32.73% 25 3.50%
本科组 359 64.69% 41 7.39% 147 26.47% 8 1.44%

表3显示，两组论文都在引言和文献综述部分出现的引用数量最多，结语部分引用数量最少。

不过，期刊组“引言和文献综述”引用量占比低于本科组，而“结果和讨论”的引用量占比明

显高于本科组，因此期刊组在这两部分比例差异显著小于本科组（期刊组差异值约为 21%，本

科组为 38%）。这凸显出本科组主要的引用都是在“引言和文献综述”部分。此外进一步考察

发现，尽管看起来两组作者在结果和讨论部分的差距不大，但实际上期刊组在此部分中有 10 篇

论文的引用量大于 10，仅有 2 篇论文的引用量为 0；而本科组在此部分则是有 10 篇论文引用量

为 0，仅有 5 篇论文的引用量大于等于 10。可见，本科组中“结果和讨论”部分的引用主要集

中在少数论文中，相当多的本科生没有在“结果和讨论”进行引用。

一般而言，实证类论文中的引言、文献综述、研究方法部分主要是介绍研究背景和前人的

研究基础，需要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因此期刊组和本科组在这三部分的引用所占比例最大，

是符合学术论文写作要求的。而研究结果与讨论、结论则是作者通过个人化的实验得出数据和

结论的部分，是作者自己阐述观点的部分，是否需要引用需要根据论文写作情况来定。文秋芳

（2004）指出，报告研究结果和讨论研究结果综合了事实陈述和观点阐述两部分，观点的阐述

必须建筑在现有理论或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从本次研究结果来看，本科组在这两个部分的引用

情况明显少于期刊组，显示出本科组作者在该部分以个人化叙述为主，往往简单地汇报数据和

进行个人对研究结果的推测，并未将自己的研究与前人的研究成果联系起来，引用意识和相关

论述能力明显不足。部分论文在结果、讨论和结语部分的引用量为 0，使得读者难以找到作者

论述的理论支撑，也无法了解作者所做研究与前人研究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数据存在的意义和

适用性大大降低。在指导本科生写作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学生们由于担心查重率超过学校规定

的标准，往往只在引言或文献综述部分进行引用，以确保引用数量以满足学校论文规范的要求，

而在结果、讨论部分则选择用个人化的语言进行阐述，尽量少引用，避免因为引用而升高论文

重复率。实际上引用并不一定是造成论文“重复率”高的原因，但是学生们普遍认为不引用，

就不会出现查重率不合格的问题。

4.2  “动词支配引用”中转述动词使用情况

为进一步观察两组作者使用了哪些转述动词来表达引用，本研究对各篇论文的转述动词进

行了统计，结果在期刊组中共检索到 62 个转述动词，在本科组中共检索到 99 个转述动词。表

4 列出了期刊组和本科组中使用次数大于或等于 10 次的转述动词及其使用次数。斜体加粗的为

两组中都出现的高频转述动词（即使用次数大于或等于十次的转述动词）。

其中未列在表中的低频转述动词（即使用次数小于 10次的转述动词）的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在期刊组中，使用次数为 6次的动词有：分为；5次的有：统计、介绍；4次的有：统计、提到、

探讨、涉及、采用；3 次的有：选取、使用、利用、定义；2 次的有：总结、制定、证实、调查、

讨论、论述、观察、访谈、对比、扽到、阐述、比较；1 次的有：组成、综述、证明、运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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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研制、选择、拓展、提议、提醒、提供、提倡、区分、区别、强调、评价、列举、了解、

解释、讲到、建议、回应、归为、归纳、构建、概括、分类、发展、侧重、补充、报道。

在本科组，使用次数为 9 次的动词有：统计；8 次的有：介绍；6 次的有：建议、讨论、强调；

4 次的有：选取、归为、划分；3 次的有：定义、运用、出版、概括、解释、归纳、得出···结论、

进行···分类；2 次的有：称、确定、建立、列举、谈到、探索、观察、阐述、揭示、回应、梳理、

采用、作为；1 次的有：归为、合、列出、缩小、参考、提供、评估、思考、细分、了解、选择、

转向、分出、分、试图、凸显、发表、表示、展开、追踪、写道、归为、谈论、希望、组织、检验、

参照、探究、设计、描写、反对、探寻、比对、区分、论述、批判、着手、论证、谈及、看作、

说明、提及、批评、提倡、阐释、提示、界定、认识、连接、整合、修改、抽取、使用、主张、

反驳、初探、综述、实验。

表 4. 高频转述动词的数量与比例

期刊组 本科组

转述动词 使用次数 转述动词 使用次数

指出 51 提出 69
提出 28 分析 54
发现 27 指出 37
认为 26 研究 35
研究 14 认为 32
考察 14 探讨 15
分析 10 分为 16

提到 15
发现 15
对比 14
考察 12
调查 10

由表 4 可见，学术期刊组共有高频词 7 个，毕业生论文组共有高频词 12 个，其中两组重

合的高频词有：指出、提出、发现、认为、研究、考察、分析。经过统计，学术期刊组共有低

频词 56 个，本科组共有低频词 86 个。

本次研究显示期刊组和本科组都能够使用必要的转述动词对所引用的文献进行描述，在

词语使用的丰富度上两者并没有非常大的差距。在对英语学术论文的研究中，Thompson & Ye
（1991）从符号意义上将转述动词总结为话语动词、心理动词和研究动词。话语动词用于描述

在文本中必需的表达言语行为的过程，如 write、state；心理动词用来对心理过程进行描述，如

think、believe；研究动词用于表达具体研究工作过程中的行为，如 find、demonstrate。从研究

结果来看，期刊组和本科组中都能够熟练使用这三类转述动词对以往的文献或观点进行明确解

释、再次呈现以及逻辑推理或思考。

但表 4 也显示，无论是高频词还是低频词，本科组涉及的转述动词比期刊组要广泛得多。

特别是在低频词上，本科组明显多于期刊组。而且本科组中的低频词数量主要集中在 1 次这个

区间（即每个动词只被使用了一次）。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本科生引用时，在转述动词的选

择上更为随意。相比之下，期刊组的低频词数量较少，只被使用一次的动词数量更是明显少于

本科组，这表明拥有丰富写作经验的论文作者可能更知道引用时需用什么样的“学术词汇”来

表达，既可以保证论文用词的严谨，也便于读者的阅读，从而出现了某种趋同现象，而本科组

的写作者显然缺乏这方面的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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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随机选取的 30 篇中国本科生国际中文教育论文和 30 篇同主题期刊论文中文献

引用形式、转述动词的定量统计，结果发现两组研究对象在文献引用形式上呈现出不同特征：

1、期刊组论文中非融入式和融入式引用比例相当，本科生论文中融入式引用远远多于非

融入式引用，引用形式的选择较为单一。

2、本科生论文引用主要集中在引言、文献综述、研究设计部分，而结果、讨论和结语部

分引用非常少。

3、两组作者都能使用丰富的转述动词，但本科生还未形成固定的转述动词使用风格，在

动词选择上有一定的随意性。

根据本次研究结果，我们对教师今后开展引用形式教学提出以下建议：

1）需要针对“引用”开展专门的教学。教师在进行学术写作课教学时，不仅要强调论文

写作方法和技巧，也要有针对性的开展“引用”方面的教学。这不仅包括培养学生的文献引用

意识，引导学生遵守学术道德规范，正确认识引用在论文写作中的作用，同时应该对引用的形

式和功能进行专题讲解，并引导学生分析引用的作用以及不同引用形式的特点。

2）鼓励学生采用不同的引用形式。教师需要帮助本科生掌握多种引用形式，包括非融入

式引用，就是将引用材料与自己的观点和内容融合在一起，而不是单纯的使用“某某指出”或

者“根据某某的观点”等方式，使得文章更具连贯性和一致性。教师可以通过示范和练习引导

学生在不同的写作场景中灵活运用不同的引用形式，尽量避免为了凸显文献阅读量或出于“尊

重权威”的心理而大量使用动词支配引用彰显作者姓名的情况。

3）强化引用策略教学。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在写作不同部分时合理选择引用。对于本科生

论文，应该鼓励他们在结果、讨论和结语部分中更加恰当合理地运用引用，以支持自己的观点

和论证。教师需要强调论文需要将自己的研究与他人的研究进行对比，形成一定的研究网络供

读者参考和查阅，不要只是在这部分孤立地在自说自话，自圆其说。教师可以提供具体的写作

指导和例句，帮助学生理解引用在不同部分的作用和价值。

4）开展转述动词使用教学。针对本科生（特别是外籍学生）的转述动词使用，教师可以

提供一个常用的转述动词列表，并解释每个动词的用法和适用场景。同时，鼓励学生积极阅读

和分析学术论文，以提升对转述动词的理解和运用能力。通过练习和反馈，帮助学生形成更加

准确和恰当的转述动词使用习惯。教师应提醒学生在运用动词支配引用形式时，需充分考虑所

引文献与本研究之间的关系后，选择恰当的转述动词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描述，体现出作者对前

人研究的思考以及与个人研究的联系，展现出引用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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