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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不但拥有真理，而且也具有至高无上的美”

——伯特兰 • 罗素

我是上海师范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 2013 级的本科生，目前

就读上海师范大学 2017 级应用数学专业研究生。本文旨在讲述我完成毕业论

文的心路历程，并希望在这里以笔者自身经历来交流数学论文写作的一些心得，

与大家一起探讨本科毕业论文对本科生的作用。

作为一名数学与应用数学的师范毕业生，回首 2016 年 11 月开始的历经半

年的毕业设计之旅，体验了论文打磨过程的痛与乐，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从

最初的开题到最后提交论文，我经过了一系列纷繁复杂的心路历程。对待本科

毕业论文，身边的同学态度各异。有些同学会说“毕业论文只要完成就行，图

的就是个走过场”；有些同学会说“论文写作还不是跟着导师走，碰到个好导师，

事半功倍。若不巧碰到个较真儿的导师，那可要做好与论文长期斗争的准备咯”。

这些现象都反映了一个问题，毕业论文对于我们这些大学本科毕业生究竟有着

怎样的作用？是体现了我们的专业水平，还是能对将来的事业有所帮助呢？这

个问题相信大家在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一定也有考虑过，本文就以笔者自身的

论文写作经历来谈谈自己的感受。

一、回首大学四年，确定研究方向

2016 年 11 月我所在的数理学院下发了关于毕业论文的写作要求和时间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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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通知，起初的我斗志昂扬，早早地便联系了曾经给我们主讲常微分方程课

程的韩茂安教授，希望他同意做我的本科毕业设计导师。韩老师询问了我的情

况，答应做我的导师。韩老师的学问和认真都是出了名的，我一方面窃喜，一

方面又有些担忧。鉴于我是数学师范专业的，毕业论文的选题可以分为三个大

方向：一为数学教育研究，二为数学学术研究，三为基于教育问题的社会调查。

在以往大学三年中，我既参加过数模竞赛也做过上海市大学生创新等科研

项目，其研究成果皆为论文形式，大部分是与数学模型有关，两篇是关于数学

教育的。因而最开始的设想是在已有的论文基础上确定一个选题方向，加以完

善，突出创新点，这样扩充后就可以作为我的毕业论文。然而在过了几天后，

导师的回复，一下子让我意识到 ：此次毕设之旅恐怕没我想象的那么顺利。

导师 ：“你自己掌握好时间节点就行。我已经给你想好了一个小题目。你到图

书馆查一下常微分方程的书，包括本科生用的和研究生用的，看看有关比较定

理的内容。”

导师的回复让我有了这样一个疑问 ：我是应该按照导师所给的选题方向写

论文？还是选择一个自己较为擅长的题目进行研究？毕竟在本科阶段，我们并

没有学过“比较定理”。随后我做了一番思想斗争。首先，无论是科研项目还

是毕业论文，其评判研究成果的好坏都应立足于研究的创新点。然而翻阅以往

三年的论文，我赫然发现以往的论文尽管都有好的出发点，但研究成果的创新

点却不尽人意，因此我打消了基于已有成果来写毕业论文的想法。其二，以往

的论文，或是利用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或是对中学数学教学进行研究，从

未试着立足于高等数学的知识来开展真正的创新研究。因而导师所给的课题对

于我来说，是一个从未接触过的全新课题。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按导师的建议去翻阅并学习了相关书籍和文献资料。

这一过程耗费了足足三个多月。在这过程中，我边看书边不断思考导师提出的

问题和建议的思路，深深体会到，这个课题需要深入思考和领会定理的叙述和

证明，并找出其结论的不足，考虑如何进行细化与改进。这与以往学习如何计

算或证明定理的课程完全不同。其次，论文的写作需要有自己的创新点，需要

提出新的结论，引入新的思路，而不仅仅是对前人工作的重复。

在此期间导师一直有关心我的论文写作进度，我们之间会经常产生如下对

话 ：

导师 ：“两个比较定理都搞清楚了吗？寒假是充电的大好时节。你对这两个定

理有何认识，写个两页纸的小结。”

我 ：“目前看到关于解决微分方程解的存在区间及延伸趋向的第一第二比较定

理，小结随后附上。”

导师 ：“我的原意是在原有比较定理的基础上弱化条件，从而得到一个新的比

较定理。试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