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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分析导致

医学期刊青年编辑直接性经验不足、替代性经验缺乏、社会说

服匮乏、生理和情绪状态不良的原因,据此提出建立广博知识

结构、加强同行交流、利用榜样示范效应、加强职业规划教育、

鼓励与重视医学编辑工作、创造良好工作环境、培养积极归因

方式的 相 应 培 养 策 略,以 促 使 其 职 业 自 我 效 能 感 的 培 养

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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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是科技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创

办的１２７５种科技学术期刊中,医学期刊有４０６种,占
总数的３１．８％,是规模最大的一种期刊类型[１].青年

编辑是医学编辑事业的前途和希望所在.由于多数青

年编辑是从高校的非编辑专业直接进入编辑队伍的,
对编辑的知识结构、编辑出版知识的局限性,使得其工

作信心降低,职业自我效能感缺失.职业自我效能感

是指个体对其所担任工作的价值及对自身是否胜任这

份工作的能力判断或主体自我把握的自信程度[２].职

业自我效能感缺失或水平较低的个体,经常怀疑自己

的工作能力,在困难和挑战面前经常出现紧张、焦虑情

绪,容易退缩,缺乏对工作积极奋进的精神.本文旨在

分析医学期刊青年编辑职业自我效能感缺失的原因,
并提出培养策略.

１　职业自我效能的概念及内涵

　　职业自我效能理论起源于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的

自我效能理论,自我效能理论指个体在面临某一具体

的活动任务时,是否相信自己或有多大程度相信自己有

足够的能力去完成该活动任务[３].职业自我效能感是

个体对能否胜任所在职业负责工作的能力判断或信念,
职业自我效能感来自于４种有效信息源[４],即直接性经

验、替代性经验、社会说服、生理和情绪状态.职业自我

效能感的作用包括影响个人对行为的选择,影响个人面

对困难时的坚持性和努力程度,影响个体的情绪状

态[５].职业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对自己从事职业有较

好认知,对从事职业中遇到的困难与挑战,能采取相应

策略解决问题,也能成功地按自己喜好塑造工作情境,
消除焦虑,使自己更好地适应并胜任所从事的职业.

２　青年编辑职业自我效能感缺失的原因

２１　直接性经验不足　直接性经验指个体通过自我

学习所掌握的知识并亲身经历所获得的关于自身能力

的直接经验.医学期刊青年编辑直接性经验不足的原

因包括以下３个方面.

１)非编辑专业.医学期刊编辑大部分学的是医学

专业而非编辑专业,缺乏编辑出版工作经验,缺乏根据

刊物编辑方针、编辑思想和编辑计划对来稿进行鉴别、
筛选的能力[６].若他们不具备深厚的编辑业务功底,
则较难对论文进行合理的编辑加工,不利于编辑工作

的顺利进行.

２)医学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不足.医学期刊是一

种专业性较强的学术期刊,青年编辑大部分是医学院

校的应届毕业生,虽掌握了一定的医学专业理论知识,
但缺乏临床实践经验.同时,由于现代医学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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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月异,转化医学、介入放射学等新领域逐渐增加,
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新科技层出不穷,教科书部分知

识落后于临床实践,青年编辑在审稿过程中较易表现

信心不足,对稿件审理停留于文字修改、结构层次布

局,对稿件的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缺乏判断.

３)医学英文水平较低与统计学知识欠缺.为了更

好地传递医学信息、推广医学创新成果及对外学术交

流,医学期刊刊出学术论文要求有英文摘要或全英文

撰写.由于医学期刊青年编辑大部分非毕业于医学英

语专业,未接受过医学英语专业知识培训,未较好地掌

握医学英文语言及语法特点,缺乏大量医学英语词汇,
以致在医学专业词语选择和翻译原文方面往往力不从

心.我国医学期刊编辑主要毕业于医学院校,多数编

辑为本科学历,未接受过正规的统计学课程与科研设

计的系统学习,缺乏实际应用统计学方法的经验和科

研实践的经历[７].

２２　替代性经验缺乏　替代性经验指个体通过观察

他人的行为,通过能力传递与他人成就比较而改变效

能信念.医学期刊青年编辑替代性经验缺乏的原因包

括以下３个方面.

１)个人因素.医学期刊青年编辑埋头苦干,与其

他期刊编辑缺乏交流,不善于与审稿专家、读者等不同

群体互动沟通.对编辑工作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在办

刊理念中缺乏引入创新元素,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

精神.

２)优秀医学编辑较少.构成医学期刊编辑的群体

主要由专科生、本科生、最近几年的应届研究生、原医学

院校附属医院或其他医院临床一线工作人员调入,医学

期刊编辑群体学历水平偏低,较难适应与胜任高标准的

医学期刊编辑工作,医学期刊编辑的群体中缺乏业务突

出的优秀医学编辑[８],难以起到榜样示范作用.

３)医学编辑复合型人才紧缺.信息现代化、全球

化、网络化,要求医学期刊编辑人员具备娴熟网络信息

技术,懂得医学期刊自身门户网站建立、维护.医学期

刊编辑的工作是一种跨行业的复合型职业,一方面涵

盖了生命科学、医学及其相关技术,另一方面包括语言

学、逻辑学、传播学、信息学等诸多人文科学[９],医学编

辑肩负着组织策划论文选题、传播医学科研成果、指导

科研论文写作、指导临床诊疗实践等重要职责,同时承

担着编者、医学学者、出版营销者、网络技术者等多重

角色,而医学期刊编辑这种复合型人才紧缺,难以起到

榜样示范作用.

２３　社会说服匮乏　社会说服指通过说服性教育、指
导、鼓励、评价、劝告等方式,使个体相信自己具备获得

成功的能力.医学期刊青年编辑社会说服匮乏的原因

包括以下３个方面.

１)缺乏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医学期刊因学科特殊

性,编辑人员主要是曾经的临床一线工作者或医学院

校的应届毕业生,他们放弃相应专业的工作而选择成

为医学期刊编辑.面对新的职业,他们缺乏编辑职业

生涯规划教育,对未来工作设想和个人发展感到迷茫,
以致职业自我效能感缺失.

２)缺乏他人鼓励与支持.缺乏来自父母、领导对

医学期刊青年编辑工作的鼓励和说服.当个体面对工

作困境时,由父母、老师、权威、偶像对其进行说服和鼓

励会增强其职业自我效能感,而缺乏鼓励或公开批评

教育会降低其职业自我效能感[１０].

３)医学编辑工作得不到重视.由于医学期刊投稿

者主要是医学科研工作者或临床医务工作者.临床医

务工作者虽然具备精湛的临床技术,医学科研工作者

虽然具备某个医学领域的科研能力;但是由于二者语

言文字表达与组织能力可能较弱,使得医学编辑需花

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帮助作者修改文稿,直至达到

出版要求.而医学期刊编辑部门大部分属于医学院校

附属医院或省部级医院的边缘部门,以致编辑工作的

社会价值难以得到充分肯定,编辑工作得不到重视,不
利于编辑职业自我效能感的形成.

２４　生理和情绪状态不良　医学期刊青年编辑生理

和情绪状态不良的原因包括以下２个方面.

１)外部因素影响.医学期刊青年编辑工作压力和

强度相对较大,工作环境气氛的紧张度较高,较易产生

紧张、焦虑和烦躁的消极情绪;同时,医学期刊编辑工

作是繁杂的脑力劳动,刊出医学论文务必对读者、作者

具有正确导向指引作用,不能有伦理问题、医学知识及

技术问题:所以医学期刊编辑责任重大,经常出现疲劳、
失眠、头晕、注意力不集中等生理现象,身心疲惫.而不

良身心状态影响工作效果,降低医学期刊青年编辑的工

作积极性与成就感,以致职业自我效能感缺失.

２)个人内部因素.消极归因方式,个体对工作失

败与成功归因方式不同会影响其职业自我效能的培养

与提升[１０],即个体对其行为结果的失败与成功归因于

运气还是能力,会影响其行为经验对自我效能的减弱

还是增强.医学期刊青年编辑将工作不顺利或失败归

因于运气不好或能力问题,而不是自身努力不足,则会

不利于其职业自我效能感的形成.由于青年编辑从院

校毕业进入工作岗位初期,会面临恋爱、结婚、生儿育

女、购买住房等情况,对于一些来自农村的编辑甚至面

临赡养父母的经济压力,而刚入职或入职不久的青年

编辑薪酬待遇不高,面对近几年我国物价和房价的快

速上涨,使得他们压力较大,劳动报酬无法满足生活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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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导致青年编辑产生了付出多回报少 的 压 抑 情

绪[１１],以致职业自我效能感缺失.

３　加强编辑职业自我效能感培养的策略

３１　建立广博知识结构,促进直接性经验积累

１)精湛编辑学知识.首先,积极参加出版专业基

础知识和理论实务考试,并要求高分通过,熟练掌握和

科学运用编辑出版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编辑出

版工作实践操作要求、工作流程及细节规范.其次,积
极参加出版专业编辑人员能力建设培训班,通过编辑

出版知识的系统、全面的学习,熟悉出版相关法律法

规,促进编辑业务能力提升,以便能较快地适应编辑出

版工作,培养其职业自我效能感.

２)与时俱进的医学知识.医学期刊专业性很强,
需积极阅读医学专业书籍及国内外权威期刊刊出的医

学论文,还需积极参加相关的学术会议,追踪医学不同

学科医疗知识及治疗技术发展前沿,学会判断论文选

题是否具有创新性、选择病例是否典型、治疗方法是否

先进等,从而可以慧眼独具地挑选出优质稿件,保证医

学期刊论文质量[１２].

３)加强医学英语和统计学知识学习.首先,提高

自身医学英语能力的最佳途径是大量阅读国外权威期

刊最近发表的医学文献[１３].其次,参加有关医学英语

培训班或学术会议.为了掌握基本的统计学知识,可
阅读统计学书籍,还可选读以论文案例评析为主的教

材[８],如国内统计学权威专家胡良平主编的«医学统计

学基础与典型错误辨析»;同时,积极参加预防医学会

下属的流行病学、公共卫生或统计学学会的学术会议.
通过不断学习,熟练掌握统计学、循证医学知识,从而

发现文稿中统计方法错误之处,并提出建设性的修改

意见.

３２　加强同行交流,利用榜样示范效应,充实替代性

经验

１)加强同行交流.在网络化、国际化的新时期,医
学期刊青年编辑不应满足于埋头苦干,要拓宽眼界,开
放思维,培养社交能力,扩展人际社交圈,多与同行交

流,学习他人经验,并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与同行切

磋,发现自己不足之处,还要树立创新精神,培养创新

意识.

２)树立榜样.以年龄、工作资历等与其相仿的优

秀编辑为榜样,并由榜样陈述在编辑工作中获得成功

的经验,为个体提供有效的替代性经验.通过医学期

刊杰出编辑事迹的宣传介绍,不断扩大职业活动的榜

样示范效应,促进青年编辑对职业的认识,引导他们职

业生涯发展的方向;同时,在编辑部内,有意识地宣传

学习典型、思想典型、能力典型案例,不断提升优秀医学

编辑在编辑工作群体中的影响力,使观察学习成为医学

期刊青年编辑提高职业自我效能感的主要方式之一.

３)请教网络信息技术人员.向网络信息技术人员

请教关于医学期刊自身门户网站建立与维护的知识和

技能,拓展医学期刊网站的功能体系,以及开放获取

(OA)、DOI等在医学期刊中的应用,开通微信公众平

台[１４],把握读者、作者心理和市场动向,树立医学期刊

的品牌形象,从而促进职业自我效能感的提升.

３３　加强职业规划教育,鼓励与重视医学编辑工作,
增强社会说服力度

１)不断普及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建议医学期刊青

年编辑参加教育部开设的关于就业和创业的课程,参
加院校开展的富有特色的就业创业能力提升活动,并
通过医学期刊职业生涯人物访谈报告及职业咨询,不
断增强医学期刊青年编辑职业规划意识,逐渐提高其

职业规划能力,从而培养职业自我效能感.

２)适当给予鼓励.当医学期刊青年编辑在工作中

陷入困境、低潮或信心不足时,父母、同事、领导需给予

安慰、支持与帮助,激发其工作自信心,促进其职业自

我效能感的形成和提升.

３)重视医学编辑人员工作.虽然医学编辑人员相

对于医学院校附属医院或省部级医院临床一线医护工

作者而言属于少数人员,但是领导者不能遗忘医学期

刊编辑人员的职称评定和优秀员工评选.院领导对医

学期刊青年编辑的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并给予肯定,有
利于编辑工作的创新和编辑水平的提高,促使青年编

辑职业自我效能感的培养与提升.

３４　创造良好工作环境,培养积极归因方式,保持良

好生理和情绪状态

１)营造良好工作环境.领导者与管理者需为医学

期刊青年编辑营造轻松和谐的工作环境,业余时间组

织部门同事出外郊游,拉近同事间距离,增进同事间感

情.斯特瑞特采用工作俱乐部技术加强受训者的自我

效能感[１５],工作俱乐部技术是由具体的活动所构成

的,指导活动参与者如何成功地应对工作.工作俱乐

部技术可通过演示、教授来加强医学期刊青年编辑在

工作中的行为绩效,提高其解决问题的技能,增强其编

辑工作中的成功体验和职业自我效能感.

２)培养积极归因方式.对医学期刊青年编辑进行

积极归因模式的训练,例如:编辑部领导者与管理者设

计训练程序,加强个体归因方式的训练,使其掌握正确

的归因技能;邀请心理咨询师讲解有关归因的知识;组
织医学期刊青年编辑,通过集体讨论方式说明造成工

作失败与成功的各种因素,促使他们面对不同的工作

６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