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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来华攻读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的留学生占比持续增长，其学位论文已成为衡量教育质量的重

要指标。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某校国际中文教育硕士留学生的学位论文专家评语进行分析，得出留

学生论文主要存在结构安排不清晰、研究方法设计不当、写作能力不足和数据分析不充分等问题。根据

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针对性教学建议，包括加强任务驱动型教学和学术语言表达训练，以及建立写作

过程中的阶段性反馈机制。本研究希望为学术汉语写作教学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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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ursuing a Master’s degree in Interna-
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their thes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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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quality. This study adopt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textual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expert comments on the theses of ICLE master’s students at a certain universit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common issues in students’ theses include unclear structural arrangements, improper 
research design, insufficient writing abilities, and inadequate data analysis. Based on these prob-
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targeted teaching suggestion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ask-driven 
teaching and academic language expression training, as well as establishing a phased feedback 
mechanism in the writing proces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teaching aca-
demic Chinese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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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占来华生总数的 52.44% [1]，来华留学生规模快速

扩大，生源国别更加丰富，学历层次不断优化，学历生占比持续提升，充分彰显了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发

展的成果[2]。在教育部《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中指出：“以中文为专业教学语言的学

科、专业中，来华留学生应当能够顺利使用中文完成本学科、专业的学习和研究任务。”[3]在此背景下，

如何系统提升来华留学生的学术写作能力，尤其是如何开展学术语言、逻辑表达与研究方法方面的训练

已成为当前教学改革的重要议题[4]。然而，由于学术汉语在词汇复杂度、修辞逻辑及跨文化表达规范上

的特殊性[5]，留学生普遍在论文撰写过程中遭遇显著障碍[6]。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已有学者从多个角度对来华留学生的学术写作进行了探讨。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类：其一，围绕写

作特点展开的语言层面分析，如词汇特征[7] [8]、语篇结构[9] [10]与体裁类型[11] [12]；其二，聚焦写作

能力与支持需求的调查研究，包括写作需求分析[13] [14]、论文指导策略[15]以及课程设置优化[16]；其

三，从整体质量评价出发，对学位论文撰写现状进行宏观诊断，指出选题聚焦不清、研究方法不当、语

言规范欠缺等共性问题[17]，并提出相应改进路径[18]。此外，也有学者关注非母语学习者在学术写作中

的认知困境与情感态度问题[19]。这些研究为深入理解留学生写作表现、诊断其写作障碍并探索教学干预

路径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以下几个不足：第一，研究对象多以学生成文论文为主，较少关注来自

教师或专家的反馈意见，尤其是系统性地分析专家评语内容的研究仍较为稀缺。第二，现有研究方法多

采用访谈或问卷，缺乏从写作问题到改进建议之间的具体关联路径的分析。第三，不少关于留学生学术

写作的教学建议仍以经验总结为主，实际操作性和针对性仍显不足。 

1.3. 研究问题 

专家评审意见是学位论文学术评价的重要来源，其内容往往涵盖论文的选题价值、结构逻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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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语言表达及整体完成度等多个维度[20]。相比于学生自我感知或教师指导日志，专家评语具有较高

的权威性、集中性和针对性，能精准反映论文中存在的真实问题并指出提升路径[21] [22]。已有研究通过

分析评阅意见来识别论文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提升论文质量的对策[23]；以及分析优秀论文[24]与差评论文

[25]典型特征，此外，也有学者通过对评阅数据的分析探究博士学位的创新问题[26]。因此，以专家评语

为切入点，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留学生在学术写作中的共性难点，也能为教学建议提供参考[27]。本文主

要研究的问题是：国际中文教育硕士留学生学位论文在专家评语中反映出哪些问题类型？同时，希望就

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设计与分析思路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留学生硕士论文的专家评语文本进行分析，目的在于

识别评语中反映的论文写作问题类型。研究按照语料采集、文本整理、开放式编码和主题归类四个环节

依次推进，语料选取遵循目的性抽样与理论饱和原则，以确保分析内容的代表性与语义挖掘的深度。 

2.2. 语料采集与处理 

本研究语料为某校国际中文教育硕士留学生于 2023~2024 学年度毕业论文评审环节所产生的专家评

阅书文本，每位学生通常收到 2~3 份专家评阅书。评阅书表格往往包括以下内容：论文题目、作者基本

信息、学术评语、审核结果及评阅人信息等要素。学术评语(以下简称“评语”)内容涵盖论文的选题意义、

结构安排、研究方法、内容深度、语言表达、学术规范等方面。 
掌握初始语料后，根据以下原则进行语料预处理并据此构建语料库： 
1) 匿名处理与伦理合规：所有专家信息与学生身份已做匿名化处理，仅保留评语主体内容，确保研

究的伦理规范。 
2) 选取完整且有代表性的评语：优先选用内容丰富、建议具体、具有分析价值的评语文本，排除内

容极为简略、仅作肯定评价的样本。 
3) 聚焦评语部分：剔除评分量化结果与结论性判定，仅对“学术评语”段落进行深入分析，以提高

研究针对性。 
最终形成 60 份高密度文本语料，共 28,709 字，具备一定的内容代表性与问题多样性，适用于小样本

质性分析的研究路径。 

2.3. 编码与归类 

为实现多层次、系统化的文本分析，本文采用“人工主导、工具辅助”的原则，对 60 份评语进行了

开放编码。首先，将评语文本保存为 Nvivo 12.0 支持的 txt 格式，并命名为“Nvivo 专家评语”，然后导

入 Nvivo 12.0 中。接着，逐句、逐段分析评语内容，并进行二级节点编码。根据二级节点总结出一级节

点，形成主要问题类型。最后，将编码结果导出为 Excel 文件，统计各节点的编码频次，并制作相关表格

进行展示。 

3. 研究结果 

本文对 60 份评语文本进行开放编码，共编码 1024 条，通过分析识别了留学生毕业论文写作中的主

要问题。如表 1 所示，评语文本分析结果所呈现的留学生写作问题主要集中在学术思维的构建不足和形

式规范的薄弱两个方面。具体来看，结构安排(277 次)、研究方法设计(151 次)和理论建构(88 次)三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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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占编码总量的 50.39%，直接反映了学生在学术研究能力上的结构性缺陷。其中，“章节安排松散”(58
次)和“研究方法选择不符合研究目标”(34 次)的频次表明，学生在规划论文框架时，缺乏对“研究问题

–方法适配性”的深度思考，常常把章节安排当作形式上的任务，而忽视了它应当承载的逻辑关系。此

外，“理论框架未能贯穿论文全篇”(19 次)和“文献综述与研究结果不匹配”(22 次)的问题，反映出学

生的理论工具应用停留在“表面引用”的阶段，未能在理论假设、数据分析与结论之间建立起有效联系。

这种割裂的写作方式，导致论文呈现“局部严谨、整体松散”的特征，暴露出学术写作教学中对“研究

思维连贯性”培养的不足。在形式规范方面，“表达规范”这一问题占据了核心地位，共编码 282 次，

不仅显示了语言层面的缺陷，实际上已影响到学术论证的基本逻辑。具体来看，“句式结构松散，缺乏

逻辑性”(60 次)和“论证不充分”(55 次)存在显著的共现关系。当学生因缺乏合适的连接词导致结构混

乱时，论证往往只能简化为列举观点，无法通过层层递进的推理展示研究问题的复杂性。比如某份评语

指出，“第三章使用‘笔者认为’代替数据支撑”，就是因为语法混乱(主客观表述混淆)造成的论证断裂。 
 
Table 1. Nvivo comment text analysis results 
表 1. Nvivo 评语文本分析结果 

一级节点 编码次数 二级节点 编码次数 占编码次数百分比(%) 

结构安排 277 

章节安排松散 58 5.66% 

章节缺乏逻辑性 45 4.39% 

章节内容重复 35 3.42% 

研究步骤之间缺乏衔接 40 3.91% 

研究方法与章节内容不匹配 38 3.71% 

理论框架没有贯穿始终 33 3.22% 

不同章节采用不同的理论框架 28 2.73% 

研究方法设计 151 

研究方法选择不符合研究目标 34 3.32% 

数据收集工具不合理 25 2.44% 

分析方法不明确 22 2.14% 

数据处理不规范 21 2.05% 

数据采集流程不清晰 26 2.54% 

数据与研究假设不匹配 23 2.24% 

理论建构 88 

理论框架与研究问题脱节 27 2.64 

理论框架未能贯穿论文全篇 19 1.86% 

文献综述部分与研究结果不匹配 22 2.14% 

文献综述过于浅显，缺乏深度分析 20 1.95% 

文献引用 79 

引用格式混乱 36 3.52% 

引用标注不准确 25 2.44% 

研究数据缺乏相关文献支持 18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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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表达规范 282 

语法错误频发 72 7.03% 

句式结构松散，缺乏逻辑性 60 5.86% 

语言不简练，表述冗长 45 4.39% 

论证不充分 55 5.37% 

论证过程缺乏深度和细节 50 4.88% 

数据分析 109 

数据图表未能清晰展示研究结果 33 3.22% 

数据展示缺乏解释，分析不充分 30 2.93% 

统计方法选择不合适，数据支持不足 24 2.34% 

缺乏合适的图表展示数据 22 2.14% 

 
进一步分析发现，留学生的写作困境呈现出层级化特点：表面问题主要是语法错误、格式混乱等技

术性缺陷(如“引用格式混乱”36 次)，中层问题是研究设计和理论应用能力的缺陷(如“数据与研究假设

不匹配”23 次)，深层问题则是学术思维的系统性薄弱(如“论证过程缺乏深度”50 次)。这些问题并非孤

立存在，理论框架的缺失导致了研究方法选择的错误，从而引发数据分析与语言表达的混乱。这种多层

次的问题表明，单纯通过语言层面的纠错式教学无法根本改善论文质量，必须在教学中加强结构化训练。 
综上，表达规范问题最为突出，主要表现为语法不规范、句式松散、论证不充分等问题，影响了论

文的清晰度和学术性。其次，结构安排问题也较为常见，许多论文存在章节安排松散、缺乏逻辑性等问

题，导致论文缺乏整体性和连贯性。研究方法设计上，论文中常见研究方法选择不当、数据处理不规范

的问题，导致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不足。数据分析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数据图表未能清晰展示研究结果、

数据展示缺乏有效解释等，这影响了论文的深度和说服力。最后，文献引用问题虽较少，但在引用格式

和参考文献规范性方面仍存在不足，影响了论文的学术规范性。总体来看，这些问题凸显了留学生在论

文写作中面临的挑战，强调了加强写作技巧、研究方法设计和学术规范方面指导的必要性。分析结果见

下表所示。 

4.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国际中文教育硕士留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普遍存在结构安排不清晰、

研究方法设计不完整、理论建构不完善、表达规范性不足、学术规范意识薄弱以及数据分析不充分六类

问题。其中，前三类涉及学术思维的建构与研究能力的培养，是影响论文质量的关键因素。 
在结构安排、研究方法与理论建构等方面所暴露的问题，实质上反映出留学生在整体性学术写作能

力构建上的不足。尽管部分学生具备完成局部性写作任务(如报告、摘要、文献综述等)的基础能力，但在

面对高度结构化、论证链条紧密的学位论文写作任务时，往往难以实现内容一致与逻辑统一。学生在写

作过程中容易将“撰写论文”视为语言产出活动，而非“构建研究论证”的过程。张博在研究中强调了

学术写作中“语块教学”的重要性[28]，这与 Ellis 和 Meunier 关于写作的观点相同[29] [30]。学术写作不

仅需要单词和语法的掌握，还涉及大量固定搭配和学术表达的结构性理解，这对于提高写作流畅性和准

确性至关重要。 
表达和规范方面的问题，虽然属于形式层面，不直接影响研究本质，却容易在整体呈现上带来负面

影响。此外，部分论文在数据处理上深度不足、图表欠明晰或缺乏解释，也削弱了研究结论的说服力。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5829


冯继萱，魏筱雨 
 

 

DOI: 10.12677/ae.2025.155829 760 教育进展 
 

5. 教学建议 

根据前文对留学生学术写作问题的分析，提出以下几点教学建议可供教学实践参考： 
1) 引导学生建立论文结构框架意识 
在论文撰写伊始制作思维导图。通过这一方式，学生能够初步搭建论文的整体框架，避免后期出现

内容重复或结构松散等问题。 
2) 开展案例教学，强化研究设计理解 
在教学中，应选取往届论文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设计片段进行案例教学，帮助学生理解基本的研究

流程，尤其是如何在研究中控制变量、收集数据与明确研究目的之间的内在关系。 
3) 强化学术语块教学 
学术写作中，规范的学术表达至关重要。建议教师采用经典论文片段来组织学生进行学术语块识别，

帮助学生掌握高频学术表达，形成更加流畅的学术语篇风格。 
4) 设置关键节点的写作反馈机制 
在论文写作的各个阶段设立适当的反馈节点，如选题、提纲、初稿等阶段。通过教师点评、小组讨

论、同伴互评等方式，为学生提供实时反馈，鼓励学生在反复修改中逐步提高写作质量，帮助学生形成

对学术写作过程的整体认知。 
5) 建立模块化写作训练体系 
将论文写作过程拆分为若干可操作的教学模块，包括选题设计、研究方法构建、文献综述撰写、章

节结构安排、数据展示与解读、引用规范与语体表达等关键环节。 

6. 结论 

本文以某校国际中文教育专业来华留学生的硕士学位论文专家评语为研究语料，运用质性文本分析

方法，总结了留学生在学术写作中普遍存在的几个关键问题，包括语言表达不规范、论文结构逻辑不清、

研究方法设计不到位以及学术规范掌握不牢等。研究发现，学生在撰写学位论文时，不仅面临语言方面的

挑战，还存在整体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的规划问题。这表明，现有教学中对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主要集中

在语言层面，但在思维结构与写作流程的引导方面仍需加强。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面向教学的改进建议。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评阅书仅来源于某校，且未对不同类型研究的评阅书进行细致分类，

因此样本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可扩展取样范围，结合不同学校、不同研究类型的评阅书进行对

比，进一步探讨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留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针对性的教学干预措施，从而

为学术汉语写作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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