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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调查的58种期刊2000、2004、2008年的载文量平

均值分别为221.2、386.5、428.0篇，显示随着刊期缩短、版

本扩大和页码增加，期刊的年载文量整体上增加了近一倍。12

种期刊2005-2009年每年第1期载文量的平均值分别为24.62、

23.96、23.81、23.35、23.27篇，显示整体上近几年期刊的期

载文量变化不大。不同的期刊，载文量和载文量的变化都存在

很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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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和科技部的统计， 2009年全国共出版

期刊9851种，其中科技期刊5411种，占54.93%[1]。从期刊的数

量来说，已经是个科技期刊大国。由于科技期刊的数量庞大，

我国科技期刊每年的载文量也是较为可观的。我国众多的科技

期刊的载文情况值得并需要更深入地研究[2]。

1 研究对象
笔者选取了58种科技期刊作为研究对象。为了便于列表和

讨论，将所选期刊编号如下：1.癌症； 2.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3.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4.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5.重庆医学； 

6.大学图书馆学报； 7.地球化学；8.地震研究； 9.福建林业

科技； 10.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11.广东海洋大学学报；12.贵

州农业科学； 13.海洋环境科学；14.河北林业科技；15.护理

研究；16.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17.华西口腔医学杂志；18.机

床与液压； 19.家庭医生；20.建筑材料学报； 21.今日药学；

22.科技进步与对策；23.空气动力学学报；24.丽水学院学报； 

25.宁夏大学学报；26.宁夏农林科技； 27.情报学报；28.情报

杂志； 29.山西林业科技； 30.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31.上海

体育学院学报；32.韶关学院学报； 33.生理科学进展；34.生

理学报；35.食用菌学报；36.水资源研究； 37.四川师范大学

学报； 38.图书馆； 39.西安科技大学学报； 40.现代电子技

术； 41.现代情报； 42.新世纪图书馆；43.岩石学报； 44.云

南化工； 45.中国病理生理杂志； 46.中国茶叶； 47.中国矫

形外科杂志； 48.中国科学（A辑）；49.中国科学（B辑）；

50.中国科学（C辑）；51.中国科学（D辑）；52.中国临床神经

外科杂志； 53.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54.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55.中国应用生理学杂志； 56.中山大学学报；57.自动化与信

息工程；58.作物学报。

2 结果分析
对58种期刊2000、2004、2008年的载文量进行比较（见表

1）。结果显示：58种期刊2000、2004、2008年载文量的平均值

分别为221.2、386.5、428.0，呈递增之势。58种期刊中，载文

量基本稳定和小幅度变动的有26种，占44.83%；载文量明显增

大的有29种，占50.0%（有8种呈较规则的递增，有9种呈台阶式

增长，12种属特征不明显的增长）；载文量明显减小的有3种，

占5.17%（2种呈较规则的递减，1种为不规则减小）。

12种期刊2005-2009年每年第1期的载文量见表2。由表2可

以看出，所选各期刊近年来的期载文量变化不大，结合这12种

期刊2000、2004、2008年的载文量进行比较可知,共有5种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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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载文量增加明显,有2种期刊的年载文量出现不同程度的下

降,其余5种期刊的年载文量没有明显的变化。可见,期刊载文量

的变化主要刊期的影响。

3 讨论
（1）载文量是衡量期刊吸收和传递信息能力的主要指标

之一，也是遴选核心期刊的基本指标之一。本文调查的58种期

刊年载文量处于49～1825篇较宽广的范围内，最大的年载文量

与最小的年载文量相差37倍有余。58种期刊2000年的年载文量

平均值为221.2篇，2004年的载文量平均值为386.5篇，2008年

的年载文量平均值为428篇，呈现明显的递增态势。

（2）期刊的载文量由刊期、开本和期页码三者共同决

定，尤其是刊期。例如，调查对象中编号15的《护理研究》

2000年为双月刊，2004年改为半月刊，2008年改为旬刊，年载

文量也从236篇增至1825篇。调查对象中5、18、19、40和53

号也同样由于刊期缩短载文量大幅增加。上述调查结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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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情况进行研究，采用非结构性访谈。观察学生超前行为的

发生频率，课后及时书写教学日志。

3.4 态度的改变与资料的解释

通过对学生的访谈，我认识到有超前行为的学生有学习的

自觉性，千万不能打击。但这种超前行为妨碍了另外一部分未

知同学的学习，又必须得到纠正。

3.5 改变行为：教学情境的再次实践 

师：昨天，我们学习了面积的意义和面积单位，我们做出

桌面的面积大约是30平方分米，是使用边长1分米的正方形摆出

来的。如果再用昨天测量桌面面积的方法去测量操场面积，是

很不方便的，因此我们得动动脑筋，想别的法子了。我猜我们

班肯定有同学已经知道了计算长方形面积的方法，先请这些同

学举手，老师给你一个智慧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智慧星贴

在小脑门上）请你们暂且保密，不要吱声，我们一起来出个问

题考考那些不知道的同学，好不好？希望他们等会儿下课时都

能知道这个好方法，也能得到智慧星！（对着未知的学生）请

你们猜想一下，长方形的面积会与他们的什么有关？

生1：我猜长方形的面积与长有关。生2：我认为长方形的

面积与它的长、宽都有关。

师：（对着未知的学生）长方形的面积与它的长、宽有什

么样的关系呢？请同学们大胆地猜想一下。

生：我觉得长方形的面积可能是等于长乘以宽，因为昨天

我们用正方形去测量桌面时，是先沿长边摆，共摆了6下，然后

又沿着宽边摆了5下，用6乘以5就能算出一共可以摆30个正方

形，就知道桌面的面积是30平方分米，所以我猜想长方形的面

积可能等于长乘以宽。

师：那我们来验证一下吧！我们先来做一次实验。拿出课

前准备的一平方厘米的正方形，任意拼几个你喜欢的长方形，

然后看看它的面积是多少？长是多少？宽是多少？把这些数据

填到表格里。最后再比较一下长方形的面积与长、宽到底有什

么关系？

师：（对着已知的学生）请你们小声说一说你们所知道的

计算方法是什么，想一想为什么要那样算？如果说不清楚，就

像其他同学那样动手实验，边说边做。（学生开始试验，教师

巡视指导。）

3.6 经验的传播

由于改变了复习的内容及提问的角度，从而使学生产

生探索新方法的欲望。同时，把学生根据会与不会分开，运

用智慧星勉励已会学生，并让他们暂时保密，与老师一起出

题考考其他同学，不仅有效地平衡了他们不能提前表现的心

理，还能使他们认真地倾听与回应，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

对哪些暂时未知的学生提出了努力的目标，有了猜想的机会

和思考的空间。

4 行动研究技术模式的局限及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在理论认识不充分的情况下，教师仍然可以利用行动研究

的技术模式有针对性地增进教学改革、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增

强实际操作能力。同时，教师行动研究技术模式的局限也比较

突出。

4.1 行动研究技术模式的局限

由于行动研究不具严密的科学性，所以行动研究技术模式

的局限主要表现在实际研究中，不可能严密控制条件，其结果

的准确性、可靠性受到了质疑。其次，技术模式的准备工作太

复杂。

4.2 行动研究技术模式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几乎所有的行动研究都包含计划、行动、观察、反思四个

环节。这四个环节是最基本的要素，但勒温模式没有具体说明

的是，在各个环节之中，还存在一些必不可少的步骤。运用利

比特和拉德克的行动研究模式需要注意的是：首先，这一模式

对研究者运用工具的能力要求较高，其次，这一模式可以是一

个小组参与模式，适用于教师群体共同研究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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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载文量居前10位的期刊的刊期为月刊的占70%，双月刊占

30%；2004年载文量居前10位的期刊中半月刊和月刊各占50%；

2008年载文量居前5位的期刊中半月刊占60%，旬刊占40%。而

2000年和2004年载文量居后的各10位及2008年载文量居后的5位

期刊，均为半年刊（2000年）或季刊。可见刊期变化是影响期

刊年载文量的主要因素。

（3）近10年来，科技期刊快速发展，期刊载文量也呈现

跨越式增长。例如，调查对象中5、15、18、19、40和53号，载

文量均增加了3～7倍。但是，近几年来也有一些期刊，尤其是

学术类期刊，出现载文量下降的现象[3]，这主要是因为部分期

刊（特别是精品期刊）的定位是提高论文的学术质量，而不是

根据需求增加载文量。但本文的调查表明，缩短刊期、增加载

文量是当前期刊载文特征的共性，有条件、有需求的期刊应该

考虑在不影响期刊质量的前提下适当增加期刊的载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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