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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培养是高校学报青年编辑快速成长的捷径

刘怡辰　范雪梅　沈　波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编辑部，２１００９５，南京

摘　要　针对高校学报青年编辑学历越来越高，且大多数为非
编辑出版专业出身以及自身压力日益增大的现象，经研究认为

青年编辑要学会自我培养，建议青年编辑依托专业优势，立足

做好本职工作，寻找工作兴趣点，经常交流，多读多写，并持之

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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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报编辑是我国编辑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高校引进人才的学历门槛越来越高，越来越多

的硕士或博士步入了高校学报编辑的行列；但他们中

绝大多数学的都不是编辑出版专业［１３］，并且，由于高

校的编制有限，大多数编辑部的人员较少，青年编辑的

工作压力较大：因此，对青年编辑的培养十分重要。如

何能够培养好青年编辑？一方面，要有大环境，即学校

领导重视，能够有重点、有目标、循序渐进地培养；另一

方面，也要重视小环境，即青年编辑要学会自我培养。

笔者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编辑部为例，对于青年编

辑如何进行自我培养作一分析并提出建议。

１　热爱编辑工作，寻找工作兴趣点

　　青年编辑，特别是刚刚毕业的硕士或博士，刚到工
作岗位一般会眼高手低，通常是怀揣远大理想，而日常

工作却与之落差较大，因而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更谈不

上职业规划，久而久之，认为编辑工作只是无意义的重

复劳动，丧失了对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最终产生抱怨

情绪。这种心理归根到底是由于对编辑工作没有进行

很好的规划，自认为审审稿、改改稿就是编辑工作，当

然就会对工作失去兴趣，更不要说热爱了。其实，每一

个人都是不甘平庸的，只是暂时找不到方法和途径，久

而久之，也就自甘平庸了。既然干一行，就要干好一

行。你可以不爱工作的全部，但只要你找到工作的兴

趣点，那么你就会越干越有兴趣，越干越有起色。

例如，高校学报一般都是综合性期刊，对编辑按学

科分工。既然青年编辑已经具备良好的专业背景，那

么，对于所负责学科的稿件自然就会触类旁通。通过

这些稿件可以极大地扩展视野；通过专家的审稿意见，

可以快速增长知识点；通过解决连专家也疏忽的某些

问题，可以不断满足成就感。在这些工作中，慢慢地，

青年编辑也会变成一个杂家，可以轻松地与作者针对

稿件中的问题进行沟通，从而慢慢地欣赏编辑工作，找

到编辑工作的兴趣点，自然也就会热爱编辑工作了。

２　依托专业背景优势，立足做好本职工作

　　由于高校学报稿件的专业性很强，编辑如果没有
良好的专业背景是不能深刻理解其中的内容的，更不

能准确地进行编辑加工；因此，具备一定的专业背景十

分重要。同时，编辑具备的编辑出版学理论知识是期

刊高质量的保障，青年编辑必须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加

强学习编辑出版学理论知识。

一篇稿件一般要经过２位专家审稿，然而大多数
情况下审稿专家只会提出几个学术上的关键问题，如

试验方法或结果等，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稿件的质量；

但是，稿件肯定还存在其他的毛病，青年编辑可以依托

自己的专业优势，找出这些毛病并予以修改。例如：在

某些稿件中对试验方法的描述常常口语化，应当改用

科技语言来描述；如果编辑具备这方面的专业背景，就

很容易找出问题并予以纠正。又如：一些试验方法中

给出的常用试剂，特别是一些国外试剂，不是拼写错误，

就是格式不对；而编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这些国外试剂

的标准写法，因为以前接触过它们。再如：初次投稿的

作者一般害怕写讨论，不是不知道如何写，就是写得不

充分；此时，编辑可以以作者的讨论为基础，同作者进一

步探讨写作思路，告诉作者如何对比分析、找出创新点

和解释试验中的问题，等等。

总之，青年编辑可以依托自己的专业背景，很好地

与作者对话，完成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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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勤于动笔，善于总结

　　学科背景对于一个科技期刊编辑固然重要，但是，
一个好编辑同时还须具备较高的编辑出版学理论和实

践能力；因此，青年编辑应当系统地学习编辑出版学理

论。如果单纯靠背诵的方法学习，往往比较乏味，并且

效果也不好。很多老编辑介绍过一种行之有效的方

法，那就是记“编辑笔记”。可以记录稿件的处理过

程，也可以记录平时编校过程中不懂的和容易出错之

处，还可以随时记录编辑工作的心得。例如：编辑工作

中可能会经常遇到物种的学名，如果分不清楚，那么最

好是记在本上，记下学名的组成和正确拼写格式等；还

可能会遇到基因和蛋白质的学名，可以记下到底哪些该

用正体，哪些该用斜体，该如何区分；有的编辑总是搞不

清楚“一字线”“半字线”“浪纹线”连接号各在什么情况

下使用，就要好好读读《科技书刊标准化１８讲》［４］的相
应内容，强记一下。好记性真的不如烂笔头。当然，还

需要随时进行归纳总结，对以往的编辑工作进行总结、

分析、检讨、反思，研究编辑工作的新问题，找到编辑工

作创新的途径［５］。只有这样，这些知识才是自己的，并

且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不断地提高工作能力。

４　经常交流，多读多写

　　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期
刊编辑活动是编辑成长的主要途径［６］，交流在期刊编辑

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对青年编辑的成长十分必要。

从交流的内容看，它可以分为工作交流和生活交

流：与老编辑交流工作可以获得经验，与青年编辑交流

工作可以共同进步；交流生活也能促进工作。

从交流的形式看，它可分为私下交流和公共交流：

青年编辑要学会在私下里与作者交流、切磋，与审稿专

家或编委沟通；同时，青年编辑应注重公共交流，即多

参加学术会议和培训班。通过这些形式的交流可以扩

展视野，激发灵感。听听专家们正在做什么，研究什

么，你应该怎么做，如何做。

从交流的对象看，它可以分为编辑部内部交流和

外部交流：内部交流是青年编辑成长的基石，外部交流

则是青年编辑成长的助推器。

青年编辑不仅要注重交流，而且要注重积累，积累

可以通过读和写来实现。多读专业文献，多读与编辑

工作有关的杂志和工具书，通过多读带动多写。写作

是青年编辑快速成才的途径［７］，应多写总结，多写读

后感，多写编辑学论文。

５　讲究效率，持之以恒

　　编辑工作一般是既多且杂的。高校学报编辑部人

员不多，往往一个编辑要身兼数职。青年编辑可能不

仅要做编辑工作，还要做编务工作。要有高质量的业

绩，就要有高效率的工作。不论做哪种工作，多问问自

己效果怎么样？如何能干得更好？青年编辑对于这些

既多且杂的工作往往吃不消，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厌倦

心理；因此，要学会讲究效率，工作效率高，做事情也就

快，心情自然就好。

例如，编辑部如果没有稿件采编系统，编辑就要亲

自动笔详细记录稿件的审理过程，特别是要记录审稿

专家的审稿情况，为下一次审稿工作做好准备，这样可

以缩短下一次寻找审稿专家的时间。凡事都要马上

做，不要拖拖拉拉，否则事情一多，就会忘记。

青年编辑不但要学会高效率地工作，而且要学会

持之以恒。持之以恒是做好任何工作的关键，编辑工

作也不例外。要持之以恒地热爱编辑工作，要持之以

恒地处理好每一篇稿件，要持之以恒地做好每一件小

事。这样就能有一份持之以恒的动力和信心，有一份

满意而充实的编辑人生。

６　结束语

　　高校学报青年编辑要重视自我修炼，学会自我培
养，注重自我成长，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立足本职

工作，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我们

坚信，通过自我培养，这就会像催化剂一样，加速高校学

报青年编辑的成长。只要肯努力，就会有收获，这种收

获不仅是工作中的收获，而且是编辑人生的收获。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笔者得到《大气科学学报》编

辑部倪东鸿编审的帮助，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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