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去纪检部申请书(汇总9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期刊论文参考格式篇一

人文科学可以借用社会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如统计的、实
证的、逻辑推导的方法，但人文科学也有自己特殊的研究方
法，比如精神分析学方法、哲学反思与顿悟直觉的方法等。

【一】人文社会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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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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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

人文科学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有别于在中世纪教会
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

后来含义几经演变，其下溢指对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
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
伦理学、语言学等。

社会科学是指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如政治学、经
济学、军事学、法学、教育学、文艺学、史学、语言学、民
族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其任务是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



象及其发展规律。

人文科学，是以人类的精神世界及其沉淀的精神文化为对象
的科学。

社会科学则是一种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如果说人文科学主要研究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即
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及其所积淀下来的精神文化的话，那么社
会科学更多地则是研究客观的人类社会而外在于具体的个人
及其主观世界。

前者常用意义分析和解释学的方法研究微观领域的精神文化
现象，其涵覆的科学包括文、史、哲及其衍生出来的美学、
宗教学、伦理学、文化学、艺术学等;后者则侧重于运用实证
的方法来研究宏观的社会现象，其涵属的科学主要有经济学、
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

西”，它除了要研究自然世界以外，还要研究社会世界。

然而，由于“人”与“社会”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
性，也即瑞士学者让·皮亚杰所说的，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将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区别开来，而在实际中，“不可能对它
们作出任何本质上的分别”，所谓的社会现象，主要“取决
于人的一切特征”，而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又都是社
会性的，因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是将它们作为一个整
体加以讨论的。

人文社会科学面对的是有意义关系的事物

它既要研究共同性和普遍性，又要研究个殊性，它不但无法
排除而且要研究偶然性、研究意义和价值，同时，它的研究
主体与客体之间也并非像自然科学那样是人与物之间不能沟
通只能说明的单向度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可以沟通理解的



双向互动关系。

虽然它们从一开始就与自然科学、理论科学和独立科学有
着“扯不断、理还乱”的情意结，甚至有着在“科学”层面
上的某种同一性或亲缘关系，但是，这一切都并不否认其应
时而生、发展壮大以及其对科学概念演变至今的丰富涵盖所
作的特殊贡献。

在

研究方法上，人文社会科学借鉴和参照了自然科学的一些实
证做法，但它又有着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
方法和研究道路。

在科学的发展史上，它与自然科学一道，共同支撑起完整的
科学“大厦”，从而为人类科学事业的繁荣和昌明发挥着自
身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双重属性和双重功能

双重属性系指科学性和价值性，双重功能系指科学认识功能
和意识形态功能。

一方面，它必须从客观事实出发，秉执科学的原理和法则，
按照科学的逻辑和程序，运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进行科学
的认识和实践，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以保持科学的理论品
格，实现科学的认识功能。

另一方面，它又以人类自身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为研究对
象，因而不可避免地要承担意识形态功能。

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是指其在坚持科学性的
前提之下，自觉地维护一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利益。



如果说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研究事物界必然的因果关系，
研究普遍性和共性，排除偶然性、意义和价值的话，那么人
文社会科学则研究人界、人及其创造和表达，它不仅要寻求
普遍的、共同的规律，而且也研究偶然性和特殊性，并具有
价值性。

概言之，人文社会科学既是事实科学又是价值科学，是客观
和主观、真理和价值、事实和规范相汇通相统一的科学。

人文科学具有滞后性或后起性

19世纪，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家孔德，按照研究方法将科学
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经历描划为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三个
阶段，并藉以指出，数学称得上是所有科学的皇后，最为严
密完整，物理学已达到实证水平，生物学已进入形而上学阶
段，而社会学则还处于神学阶段。

当今世界虽然早已不是孔德所处的时代，人文社会科学更是
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无论研究手段方法还是研究成果水平，
都还滞后于自然科学。

爱因斯坦在分析物理学与实在的关系时，也曾对科学理论的
层次性作过一段精辟的阐述。

他指出，科学理论可以分为三级体系，第一级体系是由科学
用到的全部原始概念，即那些同感觉经验直接联系的概念以
及联系这些概念的命题所组成的经验知识体系，这种体系的
组合还带有较大的随便性，属于低等级低水平的体系。

第二级体系是由第一级体系中的原始概念和原始关系按照一
定的逻辑规则推导出来的数目较少的概念和关系的一般理论
知识体系，这一级体系的建构具有较高的逻辑统一性。

第三级体系是由第二级体系中的少数基本概念和关系按照严



密的逻辑规则推导出来的科学公理体系，它在更深的层次上
更加集约和概括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全部，因而离现象世
界也更远。

过程;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跃升，沿着演绎的路线，属于
成熟型的理论科学的形成过程。

相对而言，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绝大多数还大致处于
前者水平，而自然科学中的绝大部分研究则已达及后者的高
度。

综上所述

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个殊性，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偶然性，
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规范性，既具有基础性又具有应用性，
既具有实证性又具有实地性，等等。

可以说，综合性是其作为科学之最根本的特性。

概念界定

人文社会科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统称，有时也被称为
哲学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科等。

作为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界定模糊、
争议颇多的基本概念，其中涉及对认识活动、科学划界标准
与知识分类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解。

(1)对科学概念的两种理解

吴鹏森等概括指出：“现在世界各国对科学的理解大体上有
两种：一是英美的科学概念，认为科学应是具有高度的逻辑
严密性的实证知识体系，它必须同时满足如下两个条件：(a)
具有尽可能的严密的逻辑性，最好是能公理化;其次是能运用



数学模型，至少也要有一个能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

(b)能够直接接受观察和实验的检验。

二是德国的科学概念，认为科学就是指一切体系化的知识。

人们对事物进行系统的研究后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
不管它是否体现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规律性，都应该属于科
学的范畴。

按照英美的理解，只有自然科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社
会科学勉强可以算科学，而人文方面则不能看成是科学。

因此，英美等国把所有的学科分为三类：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和人文学。

人文学只能是学问，是一门学科，不能称之为科学。

但按德国的理解，则人文科学也应当属于科学。

德国人把所有科学只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文化科
学)。

显然，这里的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
科学和人文科学。”

[2]吴本人倾向于德国传统的理解，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由人文
科学与社会科学构成，人文科学是以人类的精神世界及其积
淀的精神文化为对象的科学。

魏镛认为：“关于人类知识的区分，有很多不同的分类法。

最普通的分法是把人类知识分成四类：即以物理现象为研究
对象的物理科学，以生物和生命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生物科学，



以人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和以人类的信仰、
情感、道德和美感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

在以上四类知识中，人文学通常都只当作一种学科，而不当
作一种科学。

因为人文学科中的宗教、哲学、艺术、音乐、戏剧、文学等
学问都是包含很浓厚的主观性的成分，着重于评价性的叙述
和特殊性的表现。”

[3]这是一种以认识对象特点为依据的划分方式，它将我们所
理解的自然科学一分为二，物理科学就是无机的自然科学，
生物科学就是有机的自然科学;而将我们所理解的人文社会科
学也一分为二，社会科学可当作科学，人文学只是学科类概
念，并不当作一种科学。

魏的知识划分及对人文学科的理解与英美传统接近。

上述英美传统与德国传统以及吴、魏二人的看法是这一问题
上的主流观点，其分歧主要集中在对人文学科的理解上。

(2)人文学科还是人文科学?

人文学科的英文词humanities源出于拉丁文humanists，意即
人性、教养。

原指与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如对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
学的研究，后泛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

而人文科学的德文词

geisteswissenschaften的意思既包括社会科学，也包括人文
学科，相当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人文社会科学。



[4]在我国翻译的西方文献中，英文humanities一词有时被翻
译成人文科学，有时也被翻译为人文学科，即使在同一段落
中，这两种译法也常常并行。

这表明在译者心目中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是同义词，可以不
加区别的混同使用。

可以认为，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都以人类精神生活为研究对
象，都是对人类思想、文化、价值和精神表现的探究，目的
在于为人类构建一个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使心灵和生命有
所归依。

在汉语言中，“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的词源意义是有
区别的，前者直接就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所形成的知识体系，
如音乐、美术、戏剧、宗教、诗歌、神话、语言等作品以及
创作规范与技能等方面的知识。

后者则是关于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体验与思考，是对人类
精神文化现象的本质、内在联系、社会功能、发展规律等方
面的认识成果的系统化、理论化，如音乐学、美术学、戏剧
学、宗教学、文学、神话学、语言学等。

实际上，前者(人文学科)形成于先，后者(人文科学)发展在
后;前者是后者展开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深化，二者虽各有
侧重，但也很难截然区分。

但须指出，用“人文学科”还是用“人文科学”来称呼这一
知识集合体，并非只是文字游戏，而是涉及如何看待和评价
这一知识形态的重大问题。

与“科学”标准尚有较大差距。

不过，我们今天在使用这一称谓时，应看到这一知识体系的
科学化趋势。



“人文科学”的称谓则侧重于这一知识体系的最新发展和某
些学科的相对成熟性，认为该知识体系的发育日渐成熟，已
具备了“科学知识”的基本特征。

但应注意，人们在这样使用这一称谓时，“科学”一词已经
比习见的意义更泛化了。

期刊论文参考格式篇二

昨天下午，罗老师带我们去参观张岭的街心公园。

一进公园，首先进入眼帘的是那又高大又挺拔的雪松，它一
年四季都是绿色的，它们分布在公园的四周，就向公园里的
哨兵，守卫着美丽的公园。

继续向前走，就可以看见两棵槐树，他们像一把大伞，美丽
极了。他们不同与一般的槐树，严冬过后，至今还没有发芽，
树枝就像无数只大大小小的藤，环抱在一起，团结在一
起……。人们叫它观赏槐。再往里走，就是凉亭，这座凉亭
顶部是橘黄色的，呈六角形，六个角上都是用琉璃瓦做成的
六条龙。每条龙都栩栩如生，他们的底下都有亭檐，四周的
亭檐是用白色的琉璃瓦制成的，各有各的特色，亭子的'下部，
有六根红颜色的石柱，真有点古香古色的味道，你坐在凉亭
下的石凳上，抬头向上望，凉亭顶部有仿古的彩画，多姿多
彩非常漂亮。在石凳上休息，可以看到街心公园的每一处风
景。老人们在亭子下谈天，下棋。小孩子们可以在凉亭下嬉
戏，玩耍……。

期刊论文参考格式篇三

在很久很久以前，由于铜鼓土地肥沃，这里的人民丰衣足食，
过着幸福的生活，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也不知是哪一年，
备兵使者晋人延论来到这里，看到县城东郊有一块巨石，大
约八米高，呈圆柱形，就像一面铜鼓。就提笔写下了“铜鼓



石”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每一个字大约有一尺多高。相传，
铜鼓县名便由此而来。

很多年以后，一个叫许旌阳的人，手执宝剑追杀一条孽龙。
他路过铜鼓石，听见石中有响声，以为孽龙藏在里面，就拔
出宝剑，向巨石用力劈去。顿时，铜鼓石从中间裂开一条一
尺多宽的缝。没发现孽龙，倒飞出了两只金鸡。据说，从此
以后，铜鼓人民的生活慢慢地越来越贫困了。其实,这只是传
说，真正使铜鼓人民走向贫困的是自然灾害与战乱，特别是
日军的侵略和历代的内战，使铜鼓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明末隆庆年间，邓子龙将军领兵路过铜鼓石，看见巨石中间
的裂缝犹如刀劈斧削，便挥笔写下了笔力遒劲的“试剑”二
字，每个字大约有一米多高。铜鼓石从此又称为“试剑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勤劳智慧的铜鼓人民依托大山的优势，
开工厂，办企业，搞旅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
们又传说是金鸡飞回来了。

铜鼓石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铜鼓的兴衰荣辱。
虽然石顶长满了杂草，石壁布满了青苔，但那几个朱红的大
字依然清晰可见，它成了铜鼓的象征。

期刊论文参考格式篇四

时间像流水一样飞快的流淌着，转眼间，本学期已接近尾声。
人文素养讲座的上课时间已经结束，但是，人文精神没有结
束，在继续着。余老师精彩的讲解，使我懂得个人的人文素
养的质量是个人健康发展的结果；社会的人文素养质量是一
个社会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积累文明成果的最重要部分，衡量
“社会文明”的尺度，也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余老师在
这学期讲座当中谈到，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带来对物质、
科学、技术的顶礼，对竞争的膜拜，导致不平等的存在，随
之而来的是以往上爬，成为“成功者”为目标的精英教育，



实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泛滥，从而形
成生态环境的危机，精神、道德的危机，教育的危机，有可
能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腐蚀与毁灭。余老师还提到：中国传
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来自儒、释、道三家，道教主要追求长生
不死，重养生。儒家重修身，讲修齐治平，其思想对于提升
道德水准和人生境界有重要作用。佛家主治心，在调适心理、
培养人生智慧方面具有丰富而深刻思想资源。儒家的人文精
神和佛家的人生智慧对于提升当下人们的人文素养多有助益。
对于传统儒家的思想，张岱年先生把它概括为四个方面，即：
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刚健有为，贵和尚中。这个概括大体
上说是对的，但我觉得还可以把它系统化或体系化。因为儒
家思想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的核心是
“人”，其逻辑演进可以归结为：

一，何为人；

二，怎样做人；

三，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记得余老师讲过佛家的“智慧”，在这节课中拓宽了我们对
佛教与其他宗教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佛教特别注重智慧，
智慧甚至可以说是佛法的第一要素。佛教传到中国，逐渐被
中国化，这种中国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儒学化、心性化，印度
佛教的般若智慧逐渐转变为中国佛教的“心法智慧”。而这
种心法智慧对于调整心态、化解心结、提升心境，培养一种
健康的心理，从而实现一种智慧的人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禅宗思想是这种心法智慧的体现者。禅宗典籍里有许多故事
和诗偈，句句直指人心，颇能启迪心智。有曰：“春有百花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
节。”一般人经常会把不必要的事情堆在心里，压的自己喘
不过气，偈中说的就是让我们把不必要的事情放下，不必庸
人自扰，要有平常心。我们要学习和体悟人文知识，养
成“清风亮节”和“超然物外”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



期刊论文参考格式篇五

3月3日下午，西安外国语大学人文社科研究中心和省级科研
基地科研工作会议在雁塔校区人文社科中心会议室召开。副
校长党争胜、科研处处长杨晓钟、人文社科研究中心和省级
科研基地二十余名专兼职研究人员、科研处基地建设科相关
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杨晓钟处长主持。

党副校长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成立表示祝贺。他从
“一个计划”“两个关系”“三种成果”“四份责任”等四
个方面对基地专兼职研究人员提出殷切希望。一是制定一个
计划。学校设立专门的`科研机构，为研究人员提供科研平台，
要求大家做好个人科研计划，注重科研成果的申报和产出。
二是要处理好两个关系，即科研和教学工作的关系，独立攻
关和团队攻关的关系。三是着眼于三种成果。四是担当四份
责任，即贡献成果的责任，提升学校学术影响力的责任，为
学校建设“一流学科”“一流专业”献出一己之力，引领学
校学院学术风尚、营造科研氛围。此外，党副校长要求科研
处为研究人员做好服务工作、考勤管理工作和绩效考评工作。

杨晓钟处长向与会人员简要介绍人文社科研究中心的建设情
况。学校为促进学校非外语类学科专业的建设发展，为研究
人员提供科学研究平台，进一步提高科研能力和水平，加大
非外语类学科科研成果的产出，建设“西安外国语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并于月28日正式挂牌成立。科研处在
全校范围内遴选研究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经校学术委员会
审议，聘任苏晓智等12位同志为“西安外国语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中心”第一批专兼职研究人员，工作期限为2017年2
月至1月。杨处长承诺一定确保基地经费和硬件、软件设施的
投入，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为科研基地营造温馨的办公环境
和氛围。

最后，科研处基地科对工作量考核、津贴发放、外出参加学
术会议、考勤、办公设施使用和维护等问题进行了说明，并



为每位研究人员配发钥匙和办公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