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3月 3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

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

学书报资料中心联合研制的“2019年度复印报

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面向社会正式发布。

571种人文社科期刊、316家教学科研机构和

172家高校所属机构榜上有名。在“基础教育

教学类综合性期刊综合指数排行榜”中，《江苏

教育》的转载量位列第 2名，综合指数位列第 4
名。作为省级教育综合性期刊，近十多年来一

直位居排行榜前列，这是对《江苏教育》办刊质

量与学术水平的充分肯定。反观这些被转载

的文章，大多出自“专题”与“独家策划”栏目。

做有“读值”（阅读价值）的头条，正是本刊

一以贯之的专业追求。

一、“立场”第一

21世纪前后，不少杂志开始关注“专题”与

“独家策划”。比如，《南风窗》的“独家策划”、

《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故事”等。《江苏教育》

也从 2001年改版半月刊时开始探索“独家策

划”栏目，后来又衍生出“独家报道”“专题”两

种形式，逐渐成为杂志的品牌“金三角”。

无策划不成专题。策划水平的高低，决定

专题的优劣。“专题”与“独家策划”作为杂志的

封面头条，“有立场”是其灵魂性的追求。具体

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价值立场。在做“专题”与“独家策划”

时，我们会对选题进行价值追问与筛选，其标准

就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呼应我们的

办刊宗旨“以智者的眼光观照教育现象，以仁者

的胸襟关怀教育民生”。特别是对立德树人背

景下的完整育人方式的探索，课程思政的问题

与对策，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

索等。比如，《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赋能》《走向

开放而灵活的教育》《课堂观察：普通教师的视

角》等。

二是时代立场。我们所策划的主题，必须

要有“与时俱进”的时代价值，要有“审时度势”

的发展眼光，要在传播教育教学改革信息的同

时，推动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特别是针对当

下新出现的热点话题，大家普遍遇到的难题与

挑战，发展过程中的瓶颈问题与机制障碍等。

比如，《新儿童与新儿童教育》《新时代劳动教育

的价值》《立德树人：新时代·新使命》等。

三是学术立场。“专题”与“独家策划”不以

时效性取胜，而是追求深度解析的“第二落点”，

其沉稳的性格、严肃的面孔、深邃的目光、舒朗

的语言，都在呈现作为学术期刊拳头产品的学

术味道。特别是聚焦儿童发展特征的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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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发生机制的新探索，教育领导体制的新构

建等。比如，《表现性评价：让学习可见》《校长

与副校长：教育领导的意蕴》《项目化学习：教师

即设计师》等。

二、打造“独家”

“专题”与“独家策划”，实际上是在营造关

于教育教学的“思想空间”与“讨论平台”，引导

作者将新思想、新观念、新思维、新理论等浮出

实践的水面，通过辨析、反思、研讨、批判等方式

形成“聚合效应”，从而彰显关于某个专题的思

想辽阔性与深刻性。其核心价值追求在于：视

点和观点打造“独家”。即从不同的视角、不同

的层面、不同的维度来全息观照某个教育细节、

教育现象、教育主题，形成“多种思想的交

响乐”。

1. 选题“有趣味”：不同凡想，才能不同

凡响。

“专题”与“独家策划”，自然不能“炒冷饭”，

也不能“拾人牙慧”，得找到吸引作者写作兴趣、

读者阅读兴趣的“坐标点”，找到“饶有兴味”辩

论的“话题圈”，找到“抽丝剥茧”论述的“发力

点”。具体而言，选题有“生活趣味”，研究有“学

术趣味”，表达有“思想趣味”。在实践层面，我

们聚焦于五个方面。一是基于问题。“趣味”不

是消解或娱乐现实遭遇的问题，而是直面“深水

区”的“尖锐问题”，这种挑战性的乐趣，恰恰是

作者、编者、读者都“兴趣盎然”的。比如，《深度

学习与批判性思维》《泛在学习：让儿童与数学、

生活真实相遇》等。二是基于主题。找到新出

现的技术、理念、视角等，吸引大家的研究兴趣

和落地方式。比如，《以学科创新为核心的“教

师智库”建设》《生涯规划教育与学科渗透》等。

三是基于课题。围绕省市立项的个人课题、规

划课题、教研课题、专项课题等，“放水养鱼”，跟

踪其研究历程，总结归纳其值得推广的经验。

比如，《抱团：微型课题研究新出发》《集群式：名

师培养新路径》等。四是基于话题。精彩的点

子，往往来自日常的思维碰撞，来自与专家、读

者、作者、书本、同行的对话中。比如，《听课笔

记：从“记录”走向“研究”》《完整的单元学习历

程设计》等。五是基于议题。选题的灵感，往往

“不期而遇”。在发布会、峰会、研讨会上，常常

因某个点划破思想的天空，酝酿为一个好的选

题。比如，《教师创造学校》《聚焦江苏新一轮高

考综合改革》等。

2.研究“有价值”：只有专业，才会深入。

“专题”与“独家策划”，不求“宏大叙事”，不

求“面面俱到”，而是找准问题的核心地带，聚焦

突围的关键路径，寻求支撑的思想价值。具体

而言，研究视角有“前瞻价值”，研究过程有“实

践价值”，研究成果有“理论价值”。在实践层

面，我们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视角广度。建

构一组专题策划，往往需要不同的身份，站在不

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寻求不同的“声

音”“方法”“价值”。比如，《课堂观察：普通教师

的视角》，就是呈现了课堂观察不同的“横截

面”：有的站在“建设听评课的新文化”角度，有

的站在“量的统计与质的分析”角度，有的站在

“不同价值取向下的观察报告要点”角度，有的

站在“让儿童成为自我学习的观察者”角度，有

的站在“新时代课堂观察的发展趋向”角度。二

是逻辑深度。“专题”与“独家策划”不是平行拉

开，而是螺旋上升，强调思维的深刻性和逻辑的

自洽性。比如，《表现性评价：让学习可见》，力

求达到三个目标：价值引领、自主建构、理性辨

析。为此，从三个层面切入：理论研究，邀请国

内对表现性评价研究精深的学者周文叶谈表现

性评价的形式和实质，表现性评价与课程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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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关系，学生在表现性评价中的角色定位和

责任担当；实践探索，邀请基层学校校长、教师

发展中心研究员、教师培训中心教培员分别从

语文、地理、数学学科呈现表现性评价的框架、

策略、样态；专家点评，邀请国家督学彭钢“站起

身来，环顾四周”，厘清表现性评价的核心价值

与关键特征，辨析表现性评价的边界与局限。

三是观点的开放度。“专题”与“独家策划”，从来

不是“同唱一首歌”，而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让作者的观点自由表达，让读者的观点也能在

与文本的对话中“升华”甚至“迭代”。比如，《完

整的单元学习历程设计》，就从三种追求分别切

入：系统之思，邀请先行先试者李勤华校长谈单

元学习设计过程中对主题、目标、内容、评价、实

施与反思等要素的理解与探索；统筹之术，邀请

一线教师呈现在单元学习设计“深水区”的思维

突围与行动反思；通透之境，邀请郑葳副教授从

“立德树人”的高度分析单元学习设计的价值追

求与现实意义。

3.组织“有招数”：放水养鱼，卓有成效。

“专题”与“独家策划”，不仅是思想的编织

艺术，其实也是个技术活儿，往往需要编辑有长

程思维、系统思考、跨界意识、整合能力。具体

而言，组织话题有“创意招数”，组织稿子有“结

构招数”，组织作者有“协调招数”。在实践层

面，我们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筑巢引凤。用

“话题”吸引作者。每年年底，我们会发布下一

年度的“专题”与“独家策划”主题，吸引基层教

师、教科研人员、专家学者共同思考，提交论文

题目和框架，以辨别思考的角度和深度。用“活

动”吸引参与者。有些“专题”与“独家策划”的

思维空间比较大，可以通过活动来拓展思维、整

合经验、提炼思想，吸引更多的作者、读者参与

到专题的思考与实践中。二是借鸡生蛋。用

“作者”吸引读者。优秀的骨干作者，往往给读

者一种笃实的“信任感”，可以带来敞亮的“思想

之光”；也给编者一种强烈的“期待感”，可以写

出别开生面的“实践之道”。用“视角”吸引关注

者。有趣的灵魂总是相互吸引，好的选题视角、

讨论视角、论证视角往往能够吸引不同的受众，

比如作者的深度联结，读者的自觉反思，甚至获

得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的青睐，以“转载”扩大思

想的影响力。三是借船出海。“一人行快，众人

行远”，“专题”与“独家策划”的前瞻性、厚重感、

影响力，仅仅靠编辑的力量是微弱的，需要借力

借智。比如，用“栏目主持人”的形式，达成视角

的多元、结构的丰富以及作者群的开拓；可以用

“项目领衔人”的形式，集聚一批有共同研究主

题的学校形成研究共同体，在实验探究、对话反

思的基础上，形成一组质量上乘、干货满满的

“专题”或“独家策划”文稿。

三、力求“更好”

“专题”与“独家策划”，表面上看是一种文

章结构形式，实则是对某个主题或问题的全息

观照、系统之思与多元突围。这对“专题”与“独

家策划”的编辑、操作过程、效能都提出了更多

层次的挑战和要求。当然，“专题”与“独家策

划”无止境，我们始终处于开放结构中，唯有秉

持“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信念，才能自我超

越，凝聚外力，编学相长。

1.“对话型”编辑。

面向未来的编辑，需要“媒体+智库”的成长

视野，需要“对话型人才”的业务素养。对话，是

自我打开的起点；对话，也是成长进阶的“脚手

架”。对话，不是“听话”，需要思想的“加盟”，需

要情感的“代入”，需要个性的“渗透”。从内容

层面，需要对话读者需求、对话实践问题、对话

前瞻理念、对话作者能力等，从而有的放矢地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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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好主题、好作者、好稿子；从能力层面，需要全

程关注、专业判断、质量把关等，才能披沙拣金、

琢璞成玉，让优质专题策划“跃出水面”。

2.“高密度”结构。

优质的“专题”与“独家策划”，不是“七宝楼

台”，而应呈现大容量、高耦合、广联结的特征，

在等量的稿件中，能看到更丰富的信息，更广泛

的思考，更多元的探索。这样“高密度”的结构

来自四个方面的“修炼”。一是长链条。即“专

题”与“独家策划”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经过反

复对话、全程跟踪、系列实践后的迭代生成。二

是张力感。即“专题”与“独家策划”不是“一眼

望到底”，而是有思想的交锋，有价值的对撞，有

观点的争鸣。三是黏合度。即“专题”与“独家

策划”不是“风雨中的雕像”，而是广泛联结生活

后的有温度的思考，是扎根原野实践中的有态

度的表达。四是开放性。即“专题”与“独家策

划”不是“自说自话”，而是相互对话。这就要求

选题和文章角度新颖、思想鲜活、实践有力度、

风格多元化。

3.“长效能”影响。

“专题”与“独家策划”不是“纸上天堂”，而

是“人间至味”，凸显价值引领、思维气质和未来

意识，充分释放作为一个“思想部落”的“长效

能”影响。要达成这样的影响力，需要在五个方

面做出努力。一是广征集。“专题”与“独家策

划”不能停留在“书斋的革命”，要集聚多人的智

慧、众家的实践，让观点“端上来”“响起来”“亮

出来”。二是深研究。“专题”与“独家策划”不能

浅尝辄止，而要长时关注、常态观察、长线跟踪，

不断挖掘思想的含量和实践的分量。三是多讨

论。“专题”与“独家策划”不能只唱赞歌不直面

挑战，只提话题不解决问题，只呈现做法而没有

想法；相反，需要广角镜头的观照，需要微距镜

头的精研，需要景深镜头的透视。唯有如此，才

能精准发力，找到问题之解。四是精打磨。“专

题”与“独家策划”不能“你方唱罢我登场”，而需

要通过选题策划会，反复讨论主题的价值、破题

的角度、结构的要素、作者的素养等；需要通过

和作者反复交流，沟通切入的角度、思考的维

度、论述的深度等；需要通过审、编、校、改等程

序，反复推敲文章的立意、结构、论证、风格等。

五是泛传播。“专题”与“独家策划”不能故步自

封，只停留在作者、编者、读者的世界里，而要追

求“墙内开花，墙外也香”的境界，利用新媒体更

立体地呈现，利用调研报告发布更具体地表达，

利用活动现场更生动地展开。

《江苏教育》是江苏新中国建省第一刊，也

是世界了解江苏教育的重要窗口。《江苏教育》

以“专题”与“独家策划”为支点，肩负起“教育行

政的思想库、教育教学的大参考、教育民生的代

言人”的历史使命，自我加压、自我超越，深受读

者喜爱和社会好评，“独家策划”曾获得“江苏期

刊明珠奖·特色栏目”奖等殊荣。“专题”与“独家

策划”从不限于单一路径，我们永远在奔跑！

（作者系《江苏教育》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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