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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北大文科一级教授张静作品 

拥有正确提问的思考能力，就不会被 AI 取代！ 

北大文科一级教授全新力作：本书为北京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张静作品，系

作者深耕专业性提问领域多年的智慧结晶，极具启发性 

数十年学术研究与论文指导经验大公开：作者结合自己指导学生撰写论文

和在北大讲授论证性思维与写作课程的教学经验，在书中例举了大量优秀

研究的提问方式，极具实用性 



清华、人大等高校学者倾力推荐：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科七位学

者（包括四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重磅推荐：李路路、肖滨、佟德志、

何艳玲、梅赐琪、刘军强、赵吉 

 

◆ 作者简介 

张  静  北京大学文科一级教授、社会学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社会学，开设论证性思维

与写作、历史与社会、政治社会学专题等课程。出版《基层政权：乡村制

度诸问题》《法团主义》《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案例研究》《现

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社会冲突的结构性来源》《社会治理：组织、

观念与方法》《从故事到知识：政治社会学观察》等著作。 

 

◆ 内容简介 

从哪里发现问题？什么是有价值的问题？研究性提问的针对点是什

么？如何拎出未解的困惑？如何挖出问题的研究价值？如何提升问题的

一般化水平？分析框架与提问有何关系？理论对于提问有什么作用？个

人经验及伦理对提问有何限定？…… 

针对提问的 50 个问题，北京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张静在《学习提问：如

何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一书中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论述，旨在帮助那些

有撰写研究性文章需求的读者找到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对于撰写学位论文

的高校学生、从事研究工作的青年学者，以及期待突破瓶颈、提升研究能

力的研究者而言，本书都是一部极具启发性的著作。 



◆ 推荐人及推荐语 

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是获得有价值研究成果的前提，它本身就是

一门学问！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高等学校社会学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学习提问，无论是根据事实提问还是反事实提问，远远胜过缺乏质疑

的盲目学习。 

——肖滨（中山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我们常常更关注如何解决问题，但实际上提出问题也很重要，有的时

候可能更重要。张静老师的新著《学习提问》值得认真阅读，因为提出有

价值的研究问题是有价值的研究的开始。 

——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是学术探索的关键一步，更是知识生产的

价值关切。《学习提问》一书细致论述了这一主题，并充分彰显了张静老

师的学术风格：在细腻陈述中蕴含理论锋芒，于精妙思辨间呈现学术张力。 

——何艳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常务副主

编，“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向习以为常处发问几乎是研究者最重要、最有乐趣的工作。张静老师

是最会发问的学者之一。这本写在手边的书值得放在案头，在研究的不同

阶段看到，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心有戚戚”。 

——梅赐琪（清华大学教授，《公共管理评论》副主编） 



问题是文章的发动机。张静老师的《学习提问》是强健认知的利器，

特别是在 AI日渐普及的现在。学会提问，写作和思考就不至于成为下一个

“非遗”了。 

——刘军强（清华大学教授，《写作是门手艺》作者，“万人计划”

领军人才） 

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提出一个好的学术问题就是重新认识一次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学习提问》一书既为我们提升研究能力提供了支撑，又

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提供了底层的思维逻辑。 

——赵吉（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学术公益平台“政治学人”“公共

管理共同体”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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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样章 

前  言 

张静（北京大学文科一级教授） 



提问是天赋还是技能？能不能总结出一些要点，加以学习来改善提问？

对于这些问题，老实说，我并不确知答案。在儿童成长的早期阶段，很多

家长都被孩子不断的提问困扰不已，孩子未经任何技能训练，却能问出家

长有时也难以回答的问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少人逐渐停止了提问，

因为儿时不知道的如今已经知道，了解之后就不再好奇。但是，对于不知

道的东西呢？为何好奇心到成年之后就丢失了？ 

提问是人们主动与环境进行交流的方式。但在教学中，我发现困扰学

生最多的是如何提出问题。不少论文实际上并没有提出研究问题，甚至没

有沿着正确的研究问题前进。老师指导的重要作用是帮助学生理清目标—

—论文究竟要回答什么问题，但是学生似乎更希望老师给出问题，你提问，

我回答。我曾经随机展开一些调查，比如在出差旅行中，当身边旅客有学

生的时候，我问他们学习经历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得到最多的回答是：

开题受挫，自己设想的研究问题一再被老师否定。他们觉得很诧异，为何

自己的研究问题总是被否定？很多学生不敢在课堂讨论中发言，原因也是

担心自己提出的问题不够好。 

为何会有此担心，而不是像儿童时期一样，只要有不懂的就问？除去

成年后出现的各种心理负担，比如害怕“暴露无知”之外，还有一个重要

的原因，就是无法辨别问题的好坏，专业术语叫问题的价值——为何它是

值得研究的？儿童时期的好奇不需顾及价值，可研究性提问就不同了，因

为它是具有特定目标和逻辑的探索性活动。提问是认识的开始，更是学习

的开始，穷于提问意味着认识和学习能力的下降。 

然而，如何使这些能力提升，通过学习是否可以提升提问的能力？ 



在一次讨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沙龙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朱海

燕编辑发现，很多学员都困于如何提问，遂邀我写一本“轻教科书”，针

对普遍的提问困难，说明如何提出好的问题，进而提升相关能力。比如，

研究工作的思维逻辑是什么，从哪里发现问题，什么是有价值的问题，研

究性提问指向什么，如何拎出未解的困惑，如何提升问题的一般化水平，

理论对于提问有什么作用，个人经验、伦理和社会文化环境对提问有何限

定等。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还有“轻教科书”这种图书：它力图以较为轻

松的形式讲专业，简洁并针对实际，有例子可借鉴，短时间能够读完，可

以随身携带。 

我很犹豫，因为研究性提问是一种追踪不解的思考方式，它推动知识

甚至是文明的演进，只为人类所特有，很难标准化。虽然常听到某些指点

说，那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但这往往只代表了某种角度或理论传统的评判。

离开了前提条件，提问就很难有绝对不变的优劣，不是技巧，也就无法训

练。追踪未知的动力和旨趣在于研究者自身，如果自己没有想要弄清楚的

问题，如何靠别人教会？但海燕说服我放下顾虑。她说：“不管能否教会，

总结一点经验让读者去领会也是好的，知道和不知道研究性提问的思维逻

辑，还是不一样的。”的确，很多人是先模仿后上道的，于是我下决心写

出这些有关提问的心得。 

如果读者是刚开始从事研究的新手，对研究选题感到茫然，在很多想

法中不知所措、难以作出选择，无法判断自己的研究问题是否可做；或者

如果读者处于研究水平提升的过渡期，正在寻找更有深度和价值的研究问

题，那么希望这本小书能有一些帮助。 



区区几万字，我不敢奢望能够教会提问，但如果读完发现研究性提问

并不简单——不是仅指找到一个可以交差的研究问题，而是有关一系列发

现的思维方式启迪：发现现象，发现现象中值得注意的焦点，发现用什么

样的提问准确表达它，发现有关的答案我们已经知道什么、还不知道什么，

发现这个问题是不是重要，其有助于解决哪些宏观问题等——就证明学到

了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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