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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 . . 撰写专文要求撰写专文要求撰写专文要求撰写专文要求    

1. 每位进深文凭学生完成 24 个学科的听课报告及 6 份书评

后，老师会通知同学准备撰写一篇约 3,000 字的专题文章，

以评定毕业资格。 

2. 同学首先要与指导老师协商，就圣经、神学或教会事工三

个范畴中选其中之一，订定可发挥的题目、大纲、及最少

5 本的参考书目（不包括学院各科的笔记）。 

3. 题目及大纲都必须经老师批准确认题目于所选择的范畴

中是可行、可探索、并适合以 3,000 字的篇幅来表达，同

学才可开始撰写文章。在确认题目开始计算，三个月内必

须完成文章写作，并向学院呈交。在过程中同学仍可就文

章内容、参考书增补、或有不明白、须要澄清的论点向老

师咨询，并作出适当的修改。 

4. 文章内容须合乎圣经真理、有坚实的信仰基础，并能反映

在学习中经过充份反省、检讨，然后把所学习的实践于生

活、事奉之中。因此文章应有理论、分析或释经、总结和

应用的部份。 

5. 分数将以甲至丙等为合格可毕业，丁等为不合格须重做。 

6. 专文将由指导老师审批，由另一位老师确认合格毕业。 

7. 文章完成后经审批考核合格者，即可获颁毕业证书。如果

文章被评为不合格，学员须在三个月内重做再交，倘若再

次不合格，则须要由评审委员会审核是否须另选题目重做

或其他可能的方案。 

 

二二二二. . . . 专文研究是什么专文研究是什么专文研究是什么专文研究是什么？？？？    

专文研究是针对一个特定的课题作研究，其中可以是释经、神

学、或教会牧养事工方面的主题，撰文者必须陈明研究引言和

结论，所有直接或间接引用的资料都必须写上注脚。 

 

三三三三. . . . 撰写专文的基本原则撰写专文的基本原则撰写专文的基本原则撰写专文的基本原则    

学生由搜集资料，进而加以解说、批评，最后达成结论；这种

过程是写作一份专文的基本条件。 

1. 首先撰写时要使用正确、流利与清晰的文字表达，并且文

章的组织要具逻辑性； 

2. 其次是行文中要有适切的引言使研究者的思路更易掌握；

结论的部份必须是由所收集与分析之资料中自然得出的

结论；最后包括正文、注脚和书目都必须以正确的格式撰

写。 

3. 研究不是将他人的著作、文章等资料加以节录或摘要，拼

凑在一起，那只是作品摘要，不是专文。研究者必须消化

吸收所有讯息后，得出自己的结论。不要只将他人的文句

或概念，重写或改写为一项工整的描述，不作任何评论或

整理。 

4. 研究文章不要写成讲章，讲章主要的目的是要触动人心和

激励听者让生命有所改变，但研究专文必须要有立论基

础，藉由客观事实或真理的分析和探索，言之成理，得出

最后结论。 



四四四四. . . . 选择研究课题选择研究课题选择研究课题选择研究课题    

不可将题目定得太广泛而不着边际，题目选得正确，学生撰写

专文已经是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进行了。题目亦应避免高争论

性、高技术性，要有兴趣，能适合自己，在能力的范围，要有

足够资料来做，要能小题大做，使观念容易集中。 

选择研究课题时有三项重要步骤： 

1. 阅读：对研究课题要有一定的认知，如何取得认知？就是

借着搜寻资料、书籍和圣经以取得基本的知识。在阅读资

料时谨记要边作笔记边注明出处，特别留意自己在阅读过

程中的发现。没有充份的资料支援，再好的题目也会显得

空洞。由于收集的资料可提供思想证据，因此资料本身的

可信度与可用度须加以评定。 

2. 提问：帮助研究者缩窄课题，以致最后能够专注于一个特

别的研究问题上。要提问有关内容的问题，和有关可行性

的问题。 

3. 缩窄问题：一个好的研究必须清楚界定其研究的范围，界

定范围时可考虑三个不同的方向：界定某个时期、界定所

处理的资料、界定某个面向来探讨。 

4. 把握重心：一篇专文务要把握题目的重心，找出有意义的

论点作主题，加以说明、探讨、分析，并进一步得到结论。

所谓“主题”，就是作者需要证明的观点的意见。 

 

五五五五. . . . 专文内容专文内容专文内容专文内容 
必须包括引言、本论、引文、注释和结论。 

1. 引言：放在正文前面，必须说明全篇的要旨与研究方向，

最好在文章完成后再写，这样较能将中心纲要写清楚。 

2. 本论：要确定每一部份都在适当的位置。注意段落的单一

性，每一段落只表示一个中心思想或观念。需要注意段落

的发展性，此一思想应可引发另一思想的可能，使之逐步

发展。留意段落的严密性，要合乎逻辑。 

3. 注释：注释部份是用以解释任何需要详加说明的事务或资

料。 

4. 引文：是一篇专文不可或缺的，表明文章的学术基础。引

文必须加上引号及注明出处，否则就犯上抄袭之嫌。 

5. 结论：在研究专文中，应提供简洁但强而有力的小结，每

小结都有承上启下的功用，最后集结成结论。结论应可简

要地复述研究主题，并总结研究的发现和结果，不应在结

论中提到研究过程里没提到的新论点。可以把全部资料提

纲叙述一番，作为全文结束，成为一个研究的总结。 

 

 

参考书目参考书目参考书目参考书目    

1. 李志秋、张心玮。《学术研究与写作》。新加坡：新加坡神

学院，2013。 

2. 吴兰玉、吕素琴。《专文与论文－写作手册》。新加坡：新

加坡神学院，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