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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学术期刊青年编辑培养对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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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新时期科技学术期刊青年编辑成长的心路历程，
将其划分为４个阶段，即新奇阶段、功利阶段、责任阶段和兴趣
阶段。根据编辑部人才培养实践及青年编辑成长体会，探讨新

时期青年编辑培养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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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编辑的成长关乎期刊发展的未来，得到了期

刊界同人的广泛关注［１３］。科技学术期刊应加强引进

人才的培养，通过“人才强刊”［４］，进一步提高期刊的

核心竞争力，实现期刊的良性发展；然而，针对在新时

期下新加入编辑队伍的大批８０、９０后高学历人才的成
长与培养方面的相关研究仍比较少。

本刊编辑部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期间新老交替的形
势下，累计共退休５名老编辑，新进５名青年编辑（均
为应届硕士研究生），其中１名已成长为编辑部主任，
２名已成长为编辑部的骨干编辑，其余２名为编辑部
的“潜力股”。笔者根据近年来编辑部人才培养实践，

并根据青年编辑成长过程中的体会，探讨青年编辑的

培养对策，以期为科技学术期刊同人提供参考。

１　青年编辑成长的心路历程

　　针对新时期科技学术期刊青年编辑成长的心路历
程，可从广义上将其划分为４个阶段，即新奇阶段、功
利阶段、责任阶段和兴趣阶段。值得一提的是，这４个
阶段并非都是必经之路，不少青年编辑可能在整个职

业生涯中就止步于第２或第３阶段。培养青年编辑的
终极目标应是让其能够进入最后一个阶段。

１１　新奇阶段　刚毕业入职的青年编辑一般还保有
学生时代的好奇心，对于新接触的编辑工作感觉很新

鲜，会有跃跃欲试的心态。这个阶段是知识吸收最快

的时期。此外，也能从“局外人”的角度来对一些问题

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看法，不会拘泥于既有的条条框框，

或许可以对多数长期处于“忙、盲、茫”状态的编辑部

中一些不合时宜的旧习惯，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１２　功利阶段　随着对各项编辑工作的熟悉，青年编
辑在每天重复的工作流程中容易渐渐失去工作激情，

甚至出现消极怠工情绪。同时，他们逐渐面临“房、

车、娃”的巨大生活压力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社会诱

惑，难免在工作中注重眼前利益、计较个人得失，目标

倾向于追求职称、工资福利等，而不再像最初那么单纯

地一心一意地工作。

１３　责任阶段　随着青年编辑逐步承担起各自家庭
的责任，也将逐步承担起编辑部这个大家庭的责任，以

期刊的发展为己任，不再当旁观者。主人翁意识变强，

能够把期刊的发展和个人的前途紧密联系起来。这种

责任感也鞭笞着青年编辑努力拼搏，为自己和集体赢

得更多的荣誉。

１４　兴趣阶段　有一种投入叫“低下头时正青春年
少，抬起头来已满头白发”。当青年编辑能够将编辑

工作作为自己喜欢、乐此不疲的事业时，就能将工作演

绎成个人生活中成就感、幸福感的源泉之一。这种沉

醉和痴迷，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２　青年编辑培养对策

　　青年编辑给编辑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不同
于老一辈，新时期青年多为独生子女，习惯了“众星捧

月”，自主性强、归属感弱，跳槽想法时有时无。编辑

部应充分重视青年编辑的培养问题，特别是对于尚为

“白纸”的应届毕业生，应该用“心”用“情”地画下每

一笔，为其勾勒出逐渐明显的线条，填补上日趋艳丽的

色彩，从而绘出一幅动人的画卷；因此，笔者建议对青

年编辑的培养应从编辑部的小环境着手，提高其对编

辑部的黏性和忠诚度，充分调动其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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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青年编辑的责任心和集体荣誉感，通过一系列措

施让青年编辑逐步成长为大环境中的能手。

２１　换位思考，人文关怀　青年编辑在不同阶段所表
现出来的不同类型，都与其学习、生活经历以及所处时

代背景密切相关，从而存在较大的差异性。８０、９０后
青年编辑普遍自主性较高，渴望得到尊重和认可；因此

不能完全以老一辈的做法和管理方式来培养新时期的

青年编辑。应该充分理解在不同年代的环境中所形成

的处事风格和待人接物会有所区别。对青年编辑应敞

开心怀，多些理解和关怀，“小细节，大温暖”，培养其

对编辑部的归属感。

在编辑亚健康越来越普遍［５６］的情况下，应采取

措施提前防范各种编辑职业病的发生。例如通过每天

上下午各组织一次眼保健操和广播体操等可操作性强

的活动，定期组织乒乓球、爬山等比赛，让青年编辑在

入职时就养成良好的工作和生活习惯，并且可以加强

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交流。

通过保持青年编辑的身心健康，提升正能量［７］，

不仅可以使其更好地工作，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还能提

高其对编辑部的黏性和忠诚度。

２２　营造氛围，搭建平台　编辑部应尽可能为青年编
辑营造良好的学习、工作氛围。例如本刊每个月的例

会中有一个环节是“分享学习成果”，即青年编辑把自

己在该月的工作体会或学习感悟做成 ＰＰＴ，向大家汇
报，与大家分享，会后把这些经验落实到工作中，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此外，由于科技学术期刊多为主办单位的附属小

部门，受重视程度不够，难以在各类社科基金项目的申

报中占据一席之地。编辑部或期刊社应与有关部门沟

通，尽力为青年编辑的成长搭建平台，争取更多的机

会，包括基金申报、单位／个人评奖、参加相关培训等。
青年编辑在学习上从最初硬着头皮“被动”完成

任务，演变为饶有兴趣“主动”迎头赶上，有效激发了

其学习热情，调动了其工作积极性。

２３　善用激励，实现双赢　编辑部或期刊社在青年编
辑的培养方面可以采用激励措施，来实现刊社与个人

的双赢。例如：本刊对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的作

者除报销版面费外，还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对申请到

的基金项目，刊社还提供相应的配套经费。通过１年
来施行的一系列措施，本刊青年编辑被 ＣＳＳＣＩ收录期
刊录用的稿件由前一年的０篇上升到８篇，并且努力
申报各类课题项目。

此举有效激发了青年编辑做期刊编辑学研究的积

极性，不但可以发现自身或刊物存在的优势和不足，还

有助于查漏补缺，有的放矢。这不仅为青年编辑自身

的晋升打下了基础，而且为期刊的良性发展创造了条

件，最终实现了“双赢”。

２４　加强沟通，发掘潜力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
哈姆雷特”，每位青年编辑有着独特的个性，对同一个

问题的看法存在差异。沟通是一种重要的人际交往技

巧，青年编辑只有准确、及时地进行有效沟通，建立起

牢固、永久的人际关系，才能在事业上左右逢源，如虎

添翼。刊社领导对青年编辑的教导也要考虑到青年编

辑的自尊心强，做到“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才能

达到有效的沟通。

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潜力是无限的。刊社

领导平时应注意观察并善于利用一双慧眼，发掘每位

青年编辑的潜力，并加以培养，使其能力最大化，从而

迈向其事业的新高度。

２５　人尽其才，通力合作　每位青年编辑都有自己擅
长的领域，例如编校稿件，有的编辑对错别字敏感，有

的对图表敏感，有的对英文敏感，通过编辑之间的“互

校”才能最大化地消灭编校差错。编辑部是一个团

队，应该知人善用、扬长避短，使得人尽其才、才尽其

用，最大化地发挥每个人的能力。例如，通过安排性格

外向、能说会道的青年编辑外出与专家面对面约稿等

对外活动，安排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青年编辑负责编

校等细致工作，这样不仅可以减少青年编辑工作中的

挫败感，还能有效发挥团队的“合力”。

为了客观、公平，可以通过岗位轮换来给每位青年

编辑对每个岗位的实习机会，通过工作效果来定岗定

责，做到用人之长，人岗相适。这样，可以使青年编辑

在工作中相互理解与支持，培养他们的责任心和集体

荣誉感，从而实现各个工作流程的完美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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