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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敕学报校对工作思考 

路小明，冯 革 
(四川I外语学院 学报编辑部，重庆 ,100031) 

摘要：学报的校对工作是编辑环节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它不仅关乎期刊的形象，更涉及政治、学术社会效果等诸多重要方面。 

勤奋学习，认真严谨，一丝不苟是每一个编辑者应尽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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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办得好坏、质量高f氐是由诸多因素所决定的，比如学校 

领导是否重视、主编个人和编辑群体的素质、修养、学识如何，学 

校总体教学和科研所达到的水平高度，以及编排、校对、印刷等。 

本文拟就其中—个既不可缺少，又容易被忽视的工作，即学报的 

校对进行论述。 
一

、坚持对学报校对工作的高度重视 

衡量一本学报的质量高低，除了主要看其所刊登的论文是 

否 见点正确、内容新颖、知识准确、材料翔实、论证科学、富有创 

见、信息灵通之外，还有刊物印刷是否精美，质量是否符合要求， 

而校对差错率的大小是检验学报质量尤为重要的方面，它甚至 

可以影响到一篇文章、一本杂志水平的高低。 

校对是书刊出版工作中的一道工序，是重要的环节，也是最 

基础的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校对首先要保证不出现刊物发生政 

治性的、原则性的、重大误解的错别字，其次是防止出现格式、字 

体、字号的错误，保证版面美观和规范化。所以，古人把校对称 

之为“校雠”。其意为校对工作就像消灭仇敌一样，消灭校样上 

与原稿上不符的文字、标点、符号、图表、版式等方面的差错，使校 

样正确无误地“忠实原稿”，符合出版的规范和要求。 

学报虽是高等院校创办的，以发表本校教育和科研成果为 

主的学术理论性刊物，但它不仅面向本校和其他兄弟院校进行 

交流和借鉴，而且同任何别的刊物一样，还公开面向社会，况且 

有的还要发行到世界各国。如此以来，学报上所发表的学术研 

究成果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不少人的认识和实践产生影响，甚 

至起到导向作用，如包括在政治倾向、学术研究方向、科研成果 

的应用，以及对待新生力量的态度等方面。 

学报与社会关系如此密切和重要，试想，一本学报如果由于 

校对工作不认真，马虎了事，结果造成文字粗劣，错误百出，甚至 

出现政治性或学术性的错误，其社会效果和不良影响就可想而 

知了。况且，学报在国内代表本校的教学和科研水平，那么到国 

外就代表我国高等院校的教学和科研水平了。有时，由于在一 

个字、—个际点、—个数据、—个符号上出现差错，就可以弄得词 

不达意，张冠李戴，甚至意思截然相反。轻微的，会给读者造成 

疑难费解，浪费精力和时间；严重的，会出现重大政治问题或造 

成学术上的重大事故。何况学报的读者对象，既有授业解惑的 

教师、求知欲极强的学生，也有研究者、实践者和爱好者，因此，产 

生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就要比．一般书刊大得多了。由于校对马虎 

造成学报质量低劣，也会令作者不快，使读者生厌，严重的会给 

作者带来负面影响。长此下去，这些问题不光影响期刊的形象， 

也关系到稿源和发行量，更主要的是实现不了办刊的宗旨。 

可见，校对工作不是单纯地要求校样与原稿大概一致就行 

了，而是贯穿于编辑出版过程的始终。编辑有责任把好文字关， 

即通过多次校对反馈而能动地校订改正编稿和校样上出现的差 

错，从而保证学报的质量。为此，学报的主编、副主编和全体编 

辑要在思想上清楚地认识到校对工作对办好学报、提高学报质 

量的重要作用及其意义，做到在校对过程中严肃认真、一丝不 

苟、融 细致，争取高质量完成每—期学报的校对工作。 

二、学报编辑必 掌握编辑业务和相关学科的知识 

学报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与—般出版社和报社不同，它没有 

专职的校对人员，而是由编辑兼任。“校对是绾辑工作的继续”， 

这句话对学报来说更为确切。因此，要想搞好学报的校对工作， 

除了要求编辑人员在思想上清楚地认识到校对工作的性质和意 

义，以及编辑的校对职责，还必须要求他们扎实掌握和熟练运用 

校对知识，从而胜任校对工作，保质保量完成校对工作。 

学报的性质和实际工作对编辑的要求高于一般书报刊的编 

辑。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努力学习有关 

著作，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和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观察和判断是非。要具备较全面 

的业务知识和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勤奋学习，博览群书，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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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各门类的基本知识(尤其是相关学科的知识)；掌握最新 

学术信息与研究前沿的问题；不断提高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和 

编稿、改稿的能力；要熟悉编辑出版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树立高 

尚的职业道德，具有乐为他人作嫁衣的献身精神，不计个人名 

利，任劳任怨，一心扑在编辑工作上；把向社会多提供优秀论文 

和发现人才视为为国家、学校作贡献，坚持实事求是精神，不徇 

私情，秉公用稿。这就要求学报编辑付出更大的辛苦。可见，做 
— 个合格的学报编辑是很不容易的。 

作为学报的编辑，除了要像一般书报刊编辑那样，胜任组 

稿、审稿、编改稿件的工作之外，还要熟悉出版印刷过程中的各 

个环节，如排版、印刷、装订、发行等。尤其是要精通校对知识，出 

色地做好校对工作。 

‘ 关于学报编辑要掌握的校对知识，概括地讲，有如下几方 

面：(1)校对工作的性质和意义；(2)校对的职责和校对的内容； 

(3)熟悉本专业的各种规范术语，熟悉国家有关的汉字、标点符 

号、汉语拼音、数字、计量单位的用法和规定的标准；(4)校对使用 

的符号及用法；(5)校对的基本程序；(6)校对的方式方法；(7)各 

种字体和字号；(8)版式设计的规格和要求；(9)校对过程中应注 

意的事项。 

在学习和掌握了有关校对工作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积 

极主动地参加刊物的校对工作，争取在实践中真正掌握校对知 

识，熟练使用校对符号，提高校对能力。在校对过程中，一定要 

做到态度严肃认真，作风一丝不苟，耐心细致。遇到疑难之处， 

要及时查对原稿和有关资料，引文要查对原著，一般问题可向作 

者或同事虚心请教。还有几点需要注意的是，校对时不得使用 

繁体字，不得简繁体混用；应严格区别形近字、音近字、义近字，注 

意同音词语的不同用法；还要注意使用那些首选词汇用字。总 

之，要尽一切努力做到把校样上的“敌人”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 

掉，保证学报的校对质量。实践证明，学报需要的是多面手的编 

辑，其中就包括具有专门校对知识和能认真对待校对工作的编 

辑人员。 

三、学报需建立切实可行的校对工作制度 

为了搞好学报的校对工作，保证较高的校对质量，学报编辑 

部应该建立完善的校对工作制度。笔者根据自己所在学报的校 

对工作情况及实践经验，谈几点建议，以供商榷。 

第一，学报主编要重视学报校对工作，并切实抓好。只有主 

编重视了，才能严格要求编辑人员认真对待校对工作，把好校对 

质量关。 

第二，要严格遵循校对工作的基本程序，做好发稿前的准备 

工作。(1)为尽量减少校样上出现差错，编辑们要认真做好发稿 

前的准备工作，如经过编辑加工的稿件，都要做到文字通顺，没 

有病句，没有错别字，标点正确，名称、术语、年代、数字的书写形 

式要统一。凡经过较大修改的稿件，一律要重新打印清楚再校 

对。再校时版式设计要符合规格和要求。所标字体、字号要准 

确。有些要求和注意事项事先给录入和编排人员写清楚。做好 

这些工作，打出来的校样差错自然就减少了许多，避免了校对过 

程中付出不必要的重复劳动。(2)必须坚持校次。校样打出后， 

先由厂方毛校，然后送编辑部，学报全体编辑立即投入紧张的校 

对工作之中。除特殊情况外，一般应坚持三个校次，即初校、二 

校(或对校)、三校，之后还应有一次通校(既是校红，又可以统一 

规范)，最后再校红。初校时，最好把校样分配给责任编辑校对， 

因为责编熟悉稿件内容，易于发现内容、术语等方面的错误，以 

及有否漏段或句子不连贯的错误。二校时，还是由责编改红、通 

读、校对，这样做可以增强责编的责任心。三校时，由主编、副主 

编或业务骨干改红、通读，然后将责编经两校尚未发现的错误和 

需统一的规范一一编号、注出，送交责编本人再核实、确认。(3) 

校对方法要多样化。一般的校对方法有对校、折校、读校，至于 

用哪种方法，可根据每个编辑个人的习惯，不必强行规定。但有 

一 点必须注意，那就是在校样上书写时必须字迹端正，勾划路线 

清楚，符号使用正确。(4)做好整理和检查工作。三校或多校之 

后，在主编签字发印之前，要责成执行编辑进行整理和检查。先 

把原稿和校样收集齐全，然后检查页码是否衔接，目录与正文标 

题的页码是否—致，尤其对大标题、领袖人物、政治术语、年代、引 

文、称谓序列、褒贬性词语，以及内封、目录、版权、索引等进行细 

致整理和检查。这样做，既可以避免造成政治性、失实性的错 

误，又能保证整个校样在退改前与复印前取得格式上的统一和 

校改上的—致。另外，原稿要妥善保管起来，不得涂改、损坏和 

散失，以便今后查对。(5)版样上机印刷前由执行编辑进行一次 

核红。这是对整个校对质量起着最后的把关作用 ，所以必须耐 

心细致。其主要任务是监督改正三校之后又新发现的错误，填 

上空字，防止改版时出现跳行、掉段等现象或其他临时出现的新 

问题，以便协助厂方及时补救和处理，从而进一步保证印刷和改 

过的清样相—致。最后，还必须在硫酸纸 t进行校核。 

第三，学报出版后必须进行质量检查。每期学报出版后，都 

应及时进行质量检查，如文字、标点、版面设计等方面的差错。 

同时召开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互相查阅，然后由主编宣布 

检查结果，指出存在的共同问题和个别问题 ，分析原因，提 出今 

后要求。对优者进行表扬，对差者进行批评；讲清楚错误的情 

况，发生错误的原因以及消灭错误的办法，要大家认真注意。另 

外，要把每次核查结果记录在档，标明每篇文章校对人员的姓 

名，然后分别存入编辑人员的业务档案，以便与评优评职以及奖 

酬金挂钩。这样做，既可总结经验教训，又能提高编辑人员的素 

质和校对的积极性，更主要是能把好校对质量关。 

总之，在办好学报的诸多因素里，千万不能忽视校对工作， 

并希望所有学报编辑同仁共同努力，献计献策，建立起完善的各 

具特色的校对工作制度，不断提高学报的校对质量，把每一期学 

报都毫无遗憾地送到读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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