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KI助力文献  
  精准检索与高效阅读  



“残酷的真相”  

 在我们能够检索到的浩如烟海的专业文献中，有99%的文献都是“错误”的 

 找到那“正确”的1%的文献至关重要 



认为通过阅读来记住文献中的观点和结论 
 
事实是科研工作不是考试，它所讲究的是创新性，是学术增量，复述文献中的观点和结论，实质上就是学术不端。 

“残酷的真相”  



有学者对某高校某院2015届毕业论文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 
 

60%的论文题目过大 25%的论文题目过于陈旧和偏颇 

只有15%的毕业论文题目适当 

使用正确的选题斱法、识别选题误区，能帮助你更快做出更好的选题 

“残酷的真相”  



想象中：干劲满满，畅想美好研究生活 

 

工作开始 东搞西搞 恐慌 哭着把工作做完 最后期限 

实际中：拖延症犯了 

“残酷的真相”  



知识学习的过程——提升学习能力 

知识 
宝库 

搜索 

阅读 

创新 

提炼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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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题定题  1 



选
题
秃
头 

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 

看，选题难是你的问题，也是爱因斯坦的问题。 



选题途径  

2.延伸现有研究 1.填补研究空白 

创新 

3.复制成功的研究 

 意义 避免重复错误 



Retrieva

l 

通过检索去精确选题范围 

在主题检索框输入你所在专业的大致研究斱向 



资源类型 

分组筛选 
排序功能区 

通过检索精确选题范围 

发表时间排序： 
降序：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 
升序：关于添加剂最早研究，发现查询主题
的研究发展历程 



从最新的研究中选题  

1.通过“时间排序”定位最新的文献，了解其目前的新观点、新看法，多为此领域的新兴研究方向 

2.关注”网络首发“的刊物，掌握第一手情报资料。（出版时间早于纸质刊物） 

3.关注“会议”文献了解国内外会议报道及丏家报告 



通过检索精确选题范围--选择高被引文献 



从现实应用中选题  

 利用“被引”排序法进行筛选，筛选出研究领域中高应用度、高影响力文献。 

 通过“知网节”功能了解文献详细信息 

 作者知网节：得到机构、作者关注的领

域、作者文献、合作作者等信息。 

 

 关键词知网节：查看文献信息，可从这

些文献中挖掘高频词、热词，从中寻找

选题 



引文网络： 

 

反应采取了该篇文献的研究成果的技术及应用，不仅可以了解该主题的研究概况，同时可以调研

不同应用之间的研究空白点 

从高质量的论文探索到该领域的过去、现在、将来 



从热点趋势中选题  
以可视化形式生动直观显示 

方便我们了解研究概况、发现、追踪学术热点 

 

按年度整理热门主题 



   一框式检索栏选择“知识元”，勾选指数，输入关键词检索 



   基于期刊、博硕士、会议文献 

 基于报纸文献 

基于被引量 

基于下载量 

对比关键词，即可得到两个关键词的研究趋势变化图 

指数检索 



检索词食品添加使用的相关热点文献 

检索词在不同学科中的分布 

从”最早、最新、经典“三个角度展示研究成果，全面拓展研究进展 

了解该研究机构的带头机构 



从导师推荐和学科带头人中选题  

作者分组按作者 H 指数降序排列，

将 H 指数高的作者排在前面，作为

筛选权威性文献的参考，找到学科

带头人 

发现学科丏家，牛人，可追踪已知学者，寻访名师 



从总览多篇文献选  
主题分组可视化：寻找是否有相关应用价值。空白格白领与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可作为
选题的重点参考。    

通过横纵坐标交叉点发现空白点即为有待发掘的部分  



从总览多篇文献选  
文献来源：查阅领域内重点期刊，单刊内浏览文献，按下载被引排序，可获取前沿研究，
寻找具备热度和前沿性的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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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献
太
多 

通过一框式检索虽然可以查到很多文章， 

每次都是上万条的检索结果，我不知道从何读起。 



十大检索斱法 



高级检索：多个一框式检索  

检索结果页面 

知网首页 

多个一框式检索组合，匹配多个检索词及检索条件，更好地缩小检索范围精确检索内容 



检索条件输入区 

检索条件控制区 

检索结果页面可以进一步筛选 
按照文献类型、文献引用量、分组排序 



1. 逻辑与(AND，*) 2. 逻辑或(OR，+) 3. 逻辑非(NOT，-) 

缩小检索范围， 
增强检索的准确性 

扩大检索范围 
增加检索主题的同义词， 

起到去重的作用 

缩小检索范围 
逻辑与增强了检索的专指性， 

使检索范围缩小 

布尔逻辑 



小结  
1.通过增加和减少多个检索词，输入不同检索条件来精确检索范围 

 

 

 

 

2.通过限制时间范围提高文献的时效性 

3.使用逻辑关系（或与非）提高检索效率  



当你想找  
某类学科或者某个专业领域  

的资料时候  



出版物检索  



如何在知网找到核心期刊？ 





小结  

通过期刊水平判断文章质量，重点关注核心刊，影响因

子高期刊水平高， 

通过被引频次判断文章质量，被引频次高文章质量也高 

优先关注重要机构、重要基金、重要作者的文章  

学会判断文章质量 



当你想找  
某个概念的专业的解答时  



 知识元检索 

权威学术百科 
梳理知识关键点、查找专业
解答、科学性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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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了 
没
读 

学会套路，读一篇胜十篇 



为什么要做文献阅读？ 
了解课题背景知识，把握课题研究方向、学习课题设计思路，提升逻辑写作能力 

了解课题背景知识 
适用阶段： 
对课题一无所知，亟待探索阶段 
阅读建议： 
硕博学位论文，领域大牛文献综述 

把握课题研究方向 
适用阶段 
对于课题已经了解，深化认知阶段 
阅读建议 
行业最新论文，领域大牛文献综述 

 

学习课题设计思路 
适用阶段 
对于课题开始实践，设计实践阶段 
阅读建议 
不局限于本领域最新研究论文 

提升逻辑写作能力 
适用阶段 
任何阶段 
阅读建议 
核心期刊  



某篇文献 

标题\关键词 

摘要：理论框架、研究方法、
研究结果 

文献综述：关注结论、寻找研
究空白 

下篇文献 

记录要点，进一步精读 

泛读技巧总结 

与研究兴趣相关 

与自身研究相关 

无关 



了解文章结构和内容体
系，判断全文的阅读价
值 

引文跟踪： 
持续关注引用本文的文献是否增加 

研究目的、对象、方法、结论 

文献知网节——泛读到精读 



文献知网节——下载与阅读 



以滚雪球的斱式找到更多相关的研究分支 

按主题词出现频次由多到少遴选 

利用知网节掌握研究的前世今生 



知网节  

文献 

出版物 

作者 

关键词 

学科 

机构 

基金 





“由点及面”  
利用知网节的挖掘知识之间内在关联， 

扩大知识广度和深度，助力深入研究某一主题。 

 
高效阅读技巧1. 

 



“由杂到精” 

对于繁杂的文献，要有个人判断。 

追踪某个专题、某个专家的研究进展， 

培养个人的学术修养。 

 
高效阅读技巧2.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无论是工作中的点滴发现，思想火花， 

都应该写下来。 

 
高效阅读技巧3. 

 



“分类整理” 

哪些需要精细阅读并保存， 

哪些用处不大，待删除， 

哪些需要阅读却尚未阅读。 

 
高效阅读技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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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文
献 

理清复杂文献间的关系 
把握研究现状和发展脉络 
有哪些著名研究机构 
有哪些著名的研究学者 
好论文分布在哪些期刊 
有哪些引领学术发展潮流的重要文献 



可视化分析 
设定检索条件：以“人口红利”为主题，筛选18年至今的核心期刊文献 



操作步骤：按照下载排序——选择前五十——点击导出与分析——可视化分析——已选结果分析 



总体趋势分析：所选文献、参考文献和引证文献的数量随时间的分布，了解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 



文献互引网络分析： 
 

 

查看筛选后的同主题文献之间的关联，文献的互

引关系可以说明文献的研究或研究主题之间的必

然联系，一般来说，文献的互引次数越多，说明

它们学术研究的关联性越强。 

 



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一些关键词同时出现在同一篇文献称之为关键词的

共现。两个关键词在同篇文献中两两出现的频次越

多，越能代表这两个关键词所代表的主题关系密切，

由此，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可以分析领域内的

热点。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作者的合作网络越多越广，说明他思想交流和

传播知识的范围自然就广，这样的人一般是在

学术领域具有较高学术地位和较大影响力的人。

通过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可以锁定领域内的研

究大咖，了解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 



主题订阅——追踪学术热点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