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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期刊编辑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育 

任春香 

摘 要: 通过分析期刊编辑工作的特殊性与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关系，提出对期刊编

辑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培育的途径、方法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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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methods to cultivate the maga 

zine editor’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ability by analyzing the relati onship 

between the magazine editing’s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and in novative 

thinking and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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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新思维的内涵  

  创新思维是指有创见的思维，即通过思维不仅能揭示各种事物的本质，而且能在此基

础上用独特新颖的思维方法，创造性地提出具有社会价值的新观点、新理论、新知识、新

方法，为受众所接受，提高精神文化传播的层次和水平。  

  现代思维的根本特点是：一方面由于实践活动的深层化，分析性思维表现得越来越

细；另一方面综合性思维越来越复杂化。它必须立足于对事物进行多维度分析的基础上，

既要服从宏观系统的规律，又要服从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微观系统的规律；同时，要运

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纵向分析和横向分

析等多种方法，在高度分析的基础上达到高度的综合。因此，期刊编辑的创新思维是以动

态性、信息性、开放性、创新性为运行特色的思维方法，包括控制方法、信息方法、系统

方法、结构和功能相结合的方法、模型化方法和理论化方法等。  

  期刊编辑的创新思维正是各种思维形式、思维方式、思维方法的相互作用。它并不是

单纯的抽象（逻辑）思维，还兼有形象思维，甚至还有灵感（顿悟）思维。期刊编辑的创

新思维是思维形式、思维方式、思维方法的综合运用，是一种量变积累达到质变的必然。 

  2 创新能力的内涵  

  所谓创新能力是指对已有的知识和经验，通过创新性思维的科学加工，提出新想法、

创造新事物的能力。也可以说是通过创新思维，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知识发现新问题、分析

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期刊编辑来说，创新能力具体表现为分析判断能力、决策能力、协

调能力、应变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文字写作能力、专业技术能力和自我完善能力等。创

新能力离不开创新思维和创新实践的统一。这种创新思维和创新实践的统一，又是通过选

择来实现的。这里所谓的选择是指经过充分地比较分析与思考，充分暴露各个选题、篇章

在各方面的特点和问题，然后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制作过程，有意识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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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那些既有社会价值又符合社会需要，并且在实践中能够行得通的信息作为创新活动的原

材料，然后科学有效地进行创新思维活动。选择的思维形式主要有类的选择、发散选择、

直觉选择、综合选择。选择的标准和目的是突破，突破的关键在于创新。突破是一个新质

在一个聚集点上的爆发，是新价值在一个新缺口上的涌现，是新假设、新方案、新思想、

新观点的诞生。  

  期刊编辑的创新需要有质疑的精神和批判的能力，需要有敢于打破现有秩序和现成结

论的勇气，需要有呼唤新秩序、提出新观点、证实既得结论的魄力。经过一定程度的研究

探索和发展，每一种期刊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较为典型的风格特点，不论这些风格特点是

否具有科学性，毕竟质疑和打破现有的思维平衡是有一定难度的，尤其是一种创新思维的

实践还受到如制作、印刷工艺、人员素质等多方面条件的制约，期刊编辑在创新思维的过

程中还要有选择和突破。选择和突破都不是创新的目的，其目的主要是重新构建新的理

论、新的学说、新的方法等。重新构建是指有效地抓住思维活动中的新质，建筑起新的思

维框架，迅速扩充新的价值领域，完善和充实新的思维体系，为理论的发展奠定新的基

础，使创新思维行之有效，而不是空中楼阁。总之，选择、突破、重建是反映期刊编辑创

新能力的三个重要方面。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就形成了创新活动的全过程。只要这三

个方面合理有效地统一在一起，一个期刊编辑的创新思维就实现了。  

  3 期刊编辑工作特殊性与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关系  

  期刊编辑工作是一项极富创造性的工作，需要不断创新，需要独辟蹊径，而不是率循

旧章。期刊分自然科学技术类、哲学社会科学类、文化教育类、文学艺术类等，它们都具

有非常鲜明的特点。期刊细分逐年升温，小众化、专业化杂志颇受青睐，期刊编辑思维范

围界定鲜明，“地理”就是地理，“时装”就是时装，“ 明星”就是明星。要在繁复的

编辑工作中使自己的思维总是保持新意，就必须进行创新思维。期刊编辑的创新思维可使

视角常有新意、选题具有突破性、思维具有现实代表性，使刊物常有魅力。创新思维的方

式主要有联想思维、逆向思维、侧向思维、发展思维、还原思维和分流思维等。  

  期刊编辑的创新思维离不开科学的思维方法，尤其离不开现代科学思维的基本方法，

主要有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的思维与历史的思

维相一致的方法。  

  4 期刊编辑工作者提高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途径  

  现代心理学证明，一个人的创新思维是否活跃，创新能力强不强，首先取决于这个人

的创新素质。这种素质包括智能要素（如知识信息、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等）和非智能要

素（如兴趣爱好、钻研精神和实践能力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个体间在秉赋上的差异

性。当然，一个人秉赋优越只是为他提供了发展创新能力的基础，真正对他的创新思维和

创新能力起决定性影响的主要还是后天的学习和实践。另外，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宽松的社

会环境等因素对一个人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为此，期刊编辑工作

者要培养提高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应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  

  4.1 坚持不懈地认真学习，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  

  勤奋是人们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生存之道。在知识经济时代，掌握知识是前提，应用知

识是根本，创新知识是关键，而这些都离不开学习。无论什么人都应该有好学不倦的精

神。对于精神产品的制作者——期刊编辑来说，坚持不懈地在认真学习中增长创新能力尤

为重要。另外，实践出真知，实践长才干，投身火热的社会实践是提高创新能力最直接最

有效的途径。人们的实践活动按其表现形式可分为个体实践和群体实践。期刊编辑在个体

实践中要努力探索、奋力开拓、积极进取，并在实践中多看、多思、多问，使自己的创新

思维和创新能力得到培养和提高。在群体实践中，期刊编辑是作为成员投身于实践的。期

刊编辑工作者们在共同合作的实践中，群体成员之间不断进行知识互补和才能互补，相互

吸取长处，更能激发编辑群体的智慧和创造力。期刊编辑在具体的实践方法上特别应注意

这样几点。一是重视实践的目的性。在一定的时期内只能确定一个选题目标，集中全部精

力对准一个方向，实现一个编辑愿望。切忌多方出击、朝三暮四。这样才能够使重点栏目

突出，期刊的特色才能够更加鲜明。二是坚持实践的广泛性。由于创新能力涉及的领域宽

广，需要长期的积累，不可能靠一次实践就一蹴而就。因此，期刊编辑在实践活动中，接

触面要宽，内容要丰富多彩，形式要灵活多样，从多领域、多方位、多角度来培养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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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创新能力。这样，在面对庞杂、多学科交叉的文章时才能够游刃有余。  

  4.2 掌握四种科学的思维方式  

  期刊编辑工作者应掌握四种思维方法：一是直觉思维方法。就创新能力而言，直觉思

维方法有重要作用。直觉思维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调动个人的学识和经验，不经过缜密的

逻辑分析，只是在直观形象面前的一种突如其来的领悟。期刊编辑应充分发挥思维中的反

常性和超常性，在创造活动中，依靠直觉选择稿件，做出对社会效果的预见性的分析，提

出新的概念和新的理论来充实和提高编辑加工的深度。二是抽象思维方法。它是借助概

念、判断、推理，间接地揭示事物的本质，表达认识现实的结果。抽象思维是创新思维和

创新能力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掌握抽象思维方法的前提是期刊编辑要打好宽厚的知识基

础，建立起合理的知识结构，并通过对逻辑知识的学习，加强在创造性思维活动中思维的

严密性、逻辑性和全面性。三是联想思维方法。就是说期刊编辑要把自己掌握的知识与特

殊的思维对象联系起来，从其相关性中获得启发的思维过程。期刊编辑应注意联想思维的

培养与发展，联想越广阔、越丰富，进行创新思维的思路就越多。四是想象思维方法。一

切创新性的活动都离不开想象。想象是创新的源泉，创新性的想象，可以不断改变旧表

象，创造新表象，赋予思维以独特的方法。想象思维方法是对记忆中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

之后得到的一种新的思维方法。任何时候，创新思维都需要借助想象思维方法来实现。大

胆地猜想和幻想，进而提出新设想，是创新活动的条件准备。  

  4.3 增强四种创新思维的能力  

  期刊编辑工作者还应增强四种创新思维能力。一是探索性的思维能力，就是要有在正

确理论观点指导下的怀疑意识，敢于发现问题并予以质疑。二是运动性思维能力，就是对

事物要有立体性的认识，既注意局部又注意整体，既注意个体的品质又顾及彼此的联系。

三是选择性思维能力，就是在对信息的处理方面，根据当前创新活动的需要，有所选择有

所摒弃的能力。四是综合性思维能力，就是在创新性活动中，在分析选择的基础上，对引

起质变的创新思维进行综合的能力。这四种创新能力在创新活动中是相互交融、同时起作

用的。有探索能力，才能不墨守成规，提出新见解，发现新事物，开拓新领域。有运动能

力，才能打破定势，进行全方位思维，视野开阔，思路宽广，思想新颖，创见独特。有选

择能力，在分析和鉴别的过程中，才能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博采众长。有综合能力，才

能高屋建瓴，举一反三，提炼精华，在综合概括中升华出新的成果。  

  4.4 创造宽松的环境，激发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环境虽然属于外因，但对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发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知识经

济时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出版机构越来越需要民主决策、科学决策，

因而也就需要在宽松的环境中发挥和集中编辑群体的智慧。没有宽松的环境，编辑个体的

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是不可能得到更好发挥的。因此，无论是出版机构还是编辑个体，都

必须大力创造宽松的人际关系环境、工作环境、学术环境，努力形成民主、开放的氛围，

从而激发编辑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总而言之，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不断创新和崇尚创

新的时代。劳动者的创新性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源泉。作为具有精神文明生产者和物质文明

生产者双重身份的期刊编辑，应注重培育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清醒应对社会思潮发展，

始终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有效引导社会认识向度，使自己成为创新型人才和开拓型人才，

为和谐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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