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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院校自然科学学报如何走特色化办刊之路

王文清　　刘建超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４３００７９，武汉）

摘　要　阐述师范院校自然科学学报的发展现状，并介绍《华
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创办特色专栏的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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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由于受繁而杂、自我封闭以及

管理体制、办刊理念的制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表现

在进入专业数据库或检索机构、扩大发行量等方面显

现出较大的竞争弱势。综合性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尤

其是师范院校自然科学学报这一竞争弱势特别明

显［１２］。其原因主要有下面２点：其一，师范院校自然
科学学报数量众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共有高等

师范院校自然科学学报５７种［３４］，这些期刊从冠名和

内容编排上非常相似；其二，师范院校自然科学学报缺

乏强而有力的依托，使得整体学术水平不高。受办学

宗旨的制约，大多数师范院校以教学为主，科研实力相

对薄弱，学科门类比较齐全，但优势学科甚少；所以，办

好师范院校自然科学学报比办好其他类型高校学报的

难度要大得多。笔者认为，师范院校自然科学学报应

该在综合性科技期刊的基础上，力求在内容上凸现自

己的特色，扩大学术影响，提高知名度。

创办特色专栏是凸现刊物特色的具体措施之一。

近几年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在创办

特色专栏上作了一些尝试，取得了初步成效。

１　特色栏目的策划

　　大多数综合性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和师范院校自然
科学学报栏目的划分要么按学科（如数学、物理科学、

计算机科学等），要么按论文类型（如研究论文、研究

简报等）。按学科划分栏目太多，按论文类型分混淆

了文章内容，都没有实际意义。基于这一认识，华中师

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并没有将所有文章划分栏

目，而是设特色专栏。设置特色专栏的基本条件有２
个。其一，专栏内容应是新兴学科或热点问题，其研究

成果要有前瞻性、前沿性和原创性，能够开拓新的学术

领域，引导或主导学术研究潮流。专栏内容一般国内

没有专门刊物发表。其二，专栏要有可持续性。设置

特色专栏应该相对稳定，而且只能通过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才会成熟和完善起来，才能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

重视。要保证专栏的可持续性，最好是有校内资源或

熟悉的科研机构作为依托。华中师范大学物理学、化

学实力比较雄厚，物理学为国家一级学科，理论物理和

有机化学是较早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二级学科，最

近又建立了教育部农药与化学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我

们经过调研和慎重考虑，结合学校目前的科研状况，决

定设置《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农药与化学生物学研

究》《复杂化研究》等３个特色栏目。

２　组织特色栏目稿源

　　为了使特色专栏能够可持续发展，必须保证具有
充足而质优的稿源。只有增大来稿数量，降低稿件的

采用率，才能从整体上提高刊物的学术质量。

１）聘请特色栏目主持人。特色栏目的主持人既
是特色专栏的策划者，又是特色栏目稿源的组织者。

每个栏目选定一两位造诣较深的专家作为主持人。他

们可以是本校的学科带头人，也可以是校外的专家学

者，只要对学报工作有热情。首先由栏目主持人和有

关责任编辑确定栏目的主题，他们都可围绕主题组织

稿件。栏目主持人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和较大的学术影

响力，其组稿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中国

科学院院士李正名教授、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杨华铮

教授的来稿，就是主持人约来的。２００５年创办的《农
药与化学生物学研究》专栏，聘请农药界著名专家贺

红武教授和杨光富教授作为栏目主持人，现已编发１０
组专题研究论文，其中相当一部分为院士、博士生导师

及其他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社

会影响，获得了许多读者和同行专家的好评。

２）创建稳定的作者队伍。为了使特色栏目能可
持续发展，必须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作者

队伍应该有合理的层次：既要有大师级人物，又要有发

展潜力较大的后起之秀；既要有德高望重的资深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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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有蓄势强劲的中年学者，还要有刚进入学术殿堂

的年轻人［５］。从２００１年起，我们建立了作者信息库，
随时与作者保持联系，相互通报登载论文的社会反响。

我们在节假日以编辑部的名义给作者寄送贺卡或明信

片，并定期把他们请来座谈，关心其目前科研的进展情

况，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实践证明，这种感情组稿

方式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如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组织发
表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景中教授的 ２篇优秀学术
论文。

３）引进优质外稿。《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以前采用的基本上是封闭式的办刊模式，编辑

组稿策划观念淡薄，缺乏主动意识，大部分编辑在“等

米下锅”。校内自由来稿数量也不多，一些高水平的

稿件流向校外或国外，导致本校学报总体学术质量较

低。面对这一现状，我们变革了办刊理念，改变了办刊

模式：开门办刊，多渠道组织优质稿源。学术质量的高

低是稿件是否录用的唯一标准，不管内稿还是外稿，一

视同仁。杜绝关系稿、人情稿及学术赝品，在学术前面

人人平等。对外来稿件不收审理费，审理后达到刊用

标准的适当收取发表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校外

作者投稿的积极性。此外，引入外稿竞争机制，对校内

稿件也是一种促进。用较大空间去吸引国内外优秀稿

件，客观上会导致校内稿件的使用空间受到挤压，可以

对内稿作进一步的遴选，集中展示本校教师的优秀成

果，从而提升稿件的学术档次。经过几年的努力，《华

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外稿数量明显增加，

相当一部分是学术水准达到了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优

质稿。由于采用稿件的遴选面扩大，使得整个刊物采

稿率从原来的３２％降到现在的１７％。
４）建立优稿保障机制。为了吸收优质稿件，提高

优秀作者投稿的积极性，我们采取了优稿优酬优先发

表的政策。对于符合特色栏目内容的稿件，达到国内

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的稿件，不用排队等待出版，将尽

快安排发表，而且按高标准致酬。院士的大作以及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九五”“十五”攻关项

目，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等的产文，在稿件的处理上

也有所区别，尽可能地缩短它们的发表周期。例如，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收到丁明武教授题为《新型四氢吡啶并
噻吩并嘧啶 ４（３Ｈ）酮衍生物的合成》论文，审稿人认
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内容与下一期的特色栏目主

题相符，所以尽快安排在２００８年１期出版。目前该文
已很快被美国化学文摘（ＣＡ）、俄罗斯《文摘杂志》
（ΡЖ）、美国剑桥科学文摘（ＣＳＡ）等国内外著名文摘
刊物和数据库系统收录和转载。

此外，对特色栏目以外的文章布局也进行了适当

调整，更加凸显刊物特色。不再按传统的基础学科平

均分配版面，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基础研究相关的应

用学科、交叉学科以及社会反响相对较大的研究内容

上。如应用数学、新材料、水环境化学和地球遥感信息

系统等，重点组织发表这些领域有项目资助的产文。

近几年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

学术影响力明显增大，据中国科学院文献中心和中国

科学技术信息所统计，其平均影响因子达到０．３０［６］，
所发论文中各类基金产文比例在９０％以上，均居综合
性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和师范院校自然科学学报前列。

值得一提的是，科学的稿件审理制度，也是保证专

栏论文学术质量的有效措施［７］。本刊实行的“三审

制”是：责任编辑一审；专家复审；主编（或副主编）终

审。关键的环节是专家复审。为了做好专家复审工

作，我们预先建立了一个适合自己刊物的“审稿专家

信息库”，可以随时与有关专家取得联系。送审时通

常采取“内稿外审，外稿内审”的办法，并且隐去作者

姓名和通信地址，实行盲审。这样既有利于审稿过程

的客观公正，又为整个审理过程赢得了时间。

３　结束语

　　师范院校自然科学学报是我国科技期刊的重要组
成部分，与专业期刊和其他优秀高校学报相比，某些方

面尚存在较大的差距，师范院校自然科学学报的改革

迫在眉睫。我们对《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走特色化办刊之路作了一些探索，取得了初步成

效；但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许多方面尚未顾及，如发

行量和国际化程度等没有明显改观。师范院校自然科

学学报改革之路漫长，我们将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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