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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高校学报编辑素养的变与不变
黄素华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宁波 315012）

摘 要：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新兴媒体对纸质期刊的冲击越来越大，高校学报也不能幸免。它具有期刊出版的

共性，也有其作为高校主办的学术期刊的特性。因此，新时代对高校学报编辑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深究下来，在高校

学报的出刊过程中，学报编辑应该具备的职业素养和能力较之从前有相同之处，更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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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ilar and Different Qualities of University Journal Editor in the Information Age
HUANG Su-hua

(Zhejiang Business Technology Institute, Ningbo, 315012, China)

Abstrac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new media has an increasing impact on paper journals including university journals, which

share features with common journals and have their own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The new era poses new requirements to university

journal editors. In the course of university journal editing, while journal editors should have similar qualities and abilities as before,

they are supposed to have different qualities and abilitie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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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传统纸质媒体受到的挑战是全方位

的，高校学报编辑也不例外。较之从前，高校学报

编辑的角色与定位发生了很大改变，从传统的选稿

编辑与校对转换到了主动出击，预先策划，但深究

下来，在高校学报的出刊过程中，学报编辑应该具

备的职业素养和能力较之从前有相同之处，但也有

了不同。

一、学报编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无论科技怎么发展，时代怎么变化，学报编辑

都是高校学报编辑出版的主体，他们的职业素养和

能力决定着学报功能是否能实现，学报质量能否得

到有效提升，他们的创造性思维与活动都对学报的

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报编辑工作集学术

性、理论性、专业性、技术性和创造性于一身，编

辑应对其从事的职业有着清醒的认识与了解，清楚

自身的文化使命是生产对国家、社会有用的好期

刊，应该做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具备良好的

职业道德和优秀的编辑能力。这是学报编辑恒久不

变的基本职业素养和能力[1]。

（一）政治素养

教育部曾对高校学报的办刊宗旨和办刊方向明

文规定：“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传播文化知识和科学技

术，弘扬民族优秀科技文化，促进国际科技文化交

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的严谨学风和文风。”学报编辑要认真学习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实际工作中应坚定不移地同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宣传先进文化与新思

潮、传播新知识。认真学习新闻出版法律、法规，

着力推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健康发展，确保学

报的社会主义办刊方向。这是学报编辑必须拥有的

首要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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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辑素养

学报编辑素养包括多个方面，是编辑得以从事

出版行业所必备的知识结构和能力，也涵盖了编辑

作为一门职业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首先，学报编辑的知识结构和能力，包括了语

言文字功底、编辑专业知识与技巧、学科知识。语

言文字功底是学报编辑从业的基本功。因为学报编

辑面对的不是一般的新闻稿件，而是专业性比较强

的学术论文。学术论文有严格的范式，要求逻辑严

密，遣词造句精准。但有些稿件往往达不到这个标

准却又有着闪光点，这就要求编辑进行文字处理和

加工。编辑专业知识与技巧掌握的多少其实关系着

学报编辑能否将工作做好、做精，也是编辑从业的

先决条件。目前，我国出版行业实行编辑资格准入

制（职业资格登记）、持证上岗制度（责任编辑注

册、责编续展等），有与之想配套的编辑业务培

训、职业资格考试。在制度上设置了编辑准入的基

本门槛，保证了编辑工作时具备了基本的编辑专业

知识，熟悉了出版行业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

规范类文件。而编辑技巧的掌握则非一日之功，需

要编辑在实际工作中日积月累，努力向前辈学习，

并不断总结经验而来的[2]。学科知识包括了学报编

辑负责栏目涉及到的相关专业知识。高校学报一般

都设置了不同的学科栏目，由不同的编辑负责。负

责的学报编辑自然必须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不仅

要了解专业的基本情况与学术概念，还必须了解专

业最新学科动态发展。除此之外，还必须在专的基

础上，做到知识广博，对其他学科也要有所涉猎。

随着信息更新的加快，新兴专业与学科不断涌现，

学报编辑要不断调整、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对新

兴的各个交叉学科都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胜任自

身的工作。学报编辑只有具备了合理的知识结构与

能力，才能以专业的眼光“浪里淘沙”，找到潜在

的优质稿件，进而在与作者的沟通中不同深化与提

炼稿件内容，达到符合发表要求。

其次，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学报编辑应对自

身工作有着正确的认识，清醒地看到编辑是“为人

作嫁衣”，要安于淡泊，热爱本职工作。学报编辑

的工作对象是稿件，要对作者和读者负责，那么他

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就是以公平公正为尺度，以学

术性和创新性为原则来衡量稿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

意义。不能出卖版面来谋取私利，具备底线意识，

自律意识和法律意识。另外，在很多高校，特别是

在大多数高职院校中，学报编辑部往往是独立开展

工作但不是独立的学术部门，其发展深受行政力量

的影响，编辑也很难享受到与教师的同等待遇，被

置于边缘位置，很容易导致编辑的职业倦怠。为

此，学报编辑应该学会自我管理，管理好自己的身

体与情绪，不断进行自我调试，努力在工作中寻找

乐趣与动力；不断学习，发挥自身潜能与技能，在

编辑职业生涯中收获满足与成长。

二、信息时代学报编辑的新素养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出版载体日益丰富，阅读

方式也随之多元化，学报编辑不能固步自封，改变

传统的思维方式，从坐等稿件上门进行编辑校对转

变为先行策划主动组稿，在栏目设置、稿件约排上

下功夫，以文章质量取胜。

（一）强化编辑能力

不管是出版数字化还是数字化出版，内容的核

心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编辑身处新时代，要预设

好自己的坐标与定位，对发展阶段与形势作出准确

的判断，不断加强自身的编辑能力。

编辑对技术，特别是与核心业务相关的技术要

熟练掌握。从数字化出版初现到发展成熟，再到出

版融合，每一步都离不开技术的发展。技术对期刊

出版的核心环节——编辑环节的影响深远。为了跟

上时代节拍，编辑必须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能熟

练使用各种专业软件、管理软件及相关核心硬件，

并对行业相关的技术发展保持持续的关注。如策划

选题，编辑就应该会熟练运用各种搜索引擎以获得

相关信息；组稿编辑时，应会用各种文字、图形处

理软件进行格式规范与文字编辑等。

而学报的核心内容是文稿，具体而言就是经过

编辑选题、设置栏目后采用的稿件。高校学报是否

具有自身特色，能否在期刊林中脱颖而出，依靠的

就是稿件质量。编辑素养也能具体反应在稿件中。

编辑“不只是简单地修改、规范文稿的句子结构、

逻辑文法、符号格式，还需要对文稿的篇章结构、

逻辑层次、整理框架、基本观点甚至标题进行审

读，与作者进行讨论，使文章结构层次更加清晰、

观点鲜明、论证有力。从某种程度上说，编辑加工

比作者创作更为艰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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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划组稿能力

高校学报要从容面对数字化时代的挑战，无法

像新媒体那样做到时效性强、传播快，那么就只能

抓住内容的核心，进一步把握内容表现的方式和形

式。学报编辑要在选题策划、栏目设计和优质稿件

的深度加工上多下功夫，以打造学报自身的特色，

增加期刊的竞争力。也就是说学报编辑要及时了解

社会动态，关注行业热点，注意对最新政策的解

读，以自身的专业素养发现可进行深入挖掘的特色

选题，进而经过讨论与调研，形成学报特色栏目，

并进行组稿约稿。要做到这点，学报编辑不能固守

书斋，而要走出去，多与业界交流，要不断提升自

己，善于发现稿件的闪光点，跳出传统逻辑思维，

用更深远的眼光、更开阔的视野去研究期刊出版的

业务流程。

“编辑活动不是自我封闭的、静态的结构系

统，而是一个多维交叉的、不断生成的过程，正是

这种交叉性和生成性决定了它必然是一种向未来开

放的、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创造性过程。编辑活动就

是将编者的知识、创想、才情、趣味、追求、理想

等贯注于具体的筹划、整理、采录、润饰、撰修、

编排、审定等编辑作业中去的创造性过程。”[4]

综上所述，新时代的学报编辑应该更有见识与

胆略，但也不能任意妄为，不顾底线，打擦边球，

而是要在把握出版规律后有胆识地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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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形成动态的反馈和跟进机制。其次，建立质量

监控预警系统尤为必要，定期研判管理中的新情

况、新问题，结合地方高校教学管理的现实境遇和

发展态势，通过对同类院校、同地区院校的横向分

析和纵向对比，对教学质量监控涉及的各个环节进

行优化和改进。促进教学管理与互联网技术融合，

创新信息系统和大数据管理模式，借助技术手段对

教学数据优化处理，使评估结果更为精准。最后，

健全质量监控评价机制，构建学生评教、教学督导

和同行评价的教学评估体系，打造一支以专职人员

为主、专兼结合的教学管理队伍，形成内外部联动

的开放式、多方位、多层次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教学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是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关键所在，更是保障地方高校

实现从规模扩张到内涵提升的基础。地方高校要对

标“双一流”的指标体系和制度框架，立足自身特

色和发展定位，构建适应办学需求的高水平教学管

理体系，不断激发学校基层的教学管理活力，确保

地方高校办学质量和整体效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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