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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答:根据一定的目的从事精神产品的征集，选择，整

理，加工，促成其发表或出版，使之有效传播的工作，即编

辑工作。主要对象是精神产品:书稿，文稿，图稿等。特点是

导向性，中介性和隐匿性。 2、编辑学的涵义？研究对象和

任务是什么？ 答:编辑学是研究编辑基础理论，编辑工作规律

和方法的科学。它是编辑实践的总结，概括和理论升华，属

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编辑工作，即编辑

学不仅研究编辑客体，也研究编辑主体，以及主客体的相互

关系。它的任务是逐步把握编辑工作的规律，指导编辑工作

者按规律性的要求合理地组织各项编辑活动，不断提高思想

素质和业务素质，繁荣新闻出版事实，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同时加强编辑学自身建设，不断完善编辑学的理论体系。

3、编辑在文献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 答:它是文献生产，加

工交流这一动态系统中的枢纽。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

体。文献的生产分为原生文献生产和再生文献生产两个过程

。原生文献生成过程，也是使头脑中知识，观点优化和序化

的过程；而再生文献又是原生文献的再生产，在这一系列的

工作程序中，编辑工作是其中的中心环节，它是一种创造性

劳动，是原生文献和再生文现状的中介，没有编辑人员的辛

勤劳动，原生文献便难以进入全社会文献交流系统。编辑在

文献生产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原生文献征集，筛选和优

化上。 4、我国编辑学建立的标志？ 答: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一



出版了一批编辑海陆空的专著，初步形成了编辑学的理论体

系和研究方法；二出现了编辑学的专家群体，并建立了研究

机构，即编辑学会或编辑学研究室；三出版了编辑学期刊，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上海市编辑学会主办的《编辑学刊》和

山西人民出版社主办的《编辑之友》等；四高等学校设置了

编辑学专业，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专业课程体系。 5、

在论文后附以参考文献有何意义？ 答:一是作者将写作过程中

参考过的文献列出，既是表明自己立论的依据，也是对他人

研究成果的尊重；二是读者可以通过文后参考文献目录，追

踪到自己所需要的文献，又可通过对文后参考文献的深度、

广度和时效的分析，看出论文作者研究起点的高低；三是文

献信息机构通过大量的文后参考文献的分析，可以统计出某

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分析出该论文及其作者的水平和影响

，也可以统计出某种期刊被引用的次数，分析出该期刊的地

位。。9。护封？勒口？飘口？衬页？环衬？ 答:护封又叫外

包封护书纸，是套加在封面外的另一张外封面。勒口又叫折

口，平装书的封面和封底(或精装书的护封)靠外切口一边多

留出30毫米以上的纸张向里折转。叫勒口。精装书的外壳比

书芯三面切口长出3毫米左右，用以保护书芯，这个长出部分

叫飘口。衬在封二与扉页之间的空白页称前衬页；衬在正文

末页与封三之间的空白页称后衬页。环衬又叫连环衬页，是

连接书芯和封皮的衬纸。 6、编辑加工前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内容及技术方面的加工主要做哪些事？ 答:要做好检查审稿

意见落实情况；准备好与该书稿内容有关的工具书和参考资

料；通读全稿三件事。内容方面的加工主要指政治性，科学

性，知识性等问题的检查和修改；技术方面的加工包括文字



的加工；技术格式的统一；插图的处理等。 7、什么叫齐清

定？ 答:齐是要求文稿，图稿和附件(前言，目录，后记，附

录等)都齐全无缺；清是要求文稿，图稿等缮写，描绘清晰，

符合排字，制版的需要，清指稿面写得清楚，改得清楚，并

非不见修改的痕迹，不见红色。定就是要求内容确定，发稿

后不再改动。 8、确定图书开本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答:首先

根据书的内容，性质确定开本的大小，经典著作，学术著作

多用大32开本，较庄重，普及读物多用小32开本；诗集多用

小长32开本；其次根据文字的多少和书稿的复杂程度来确定

，插图，表格多的书籍多用16开本；再次根据读者对象和使

用场所来确定；另外还要考虑到我国造纸厂生产的纸张规格

及供应状况。 9、图书中注文的排列方式主要有哪几种？ 答:

注文是对正文中某词，某句或某段所作的解释，或者说明文

献的出处。包括夹注（用不于正文的字，平均分作两行）；

脚注（把横排书籍整个版面上的注文集中移放在本面版心靠

近地脚的部分；篇后注（把全篇或整章文章里的注文集中排

列在该篇或该章正文的后面）；书后注（把全书的注文集中

排在该书最后，分册装订的书则排在各册末尾。 10、出血图

？ 答:是编辑故意让图片的一部分超出开本尺寸，经裁切后不

留白边，常用于画册，画报等以图为主的出版，或用于书刊

的封面。为了活跃版面，并且并且造成画面空间的延伸感。

11、什么叫提要题，插题和大标题？ 答:提要题亦称提示题或

纲要题，常用于重要的或篇幅较长的新闻中，它概括新闻的

主要内容，一般置于标题之后，新闻之前，用不同于正文的

字体排印。插题亦称分题，小题，一般嵌在长文章中，概括

提示各段落的内容。插题既可便利阅读，又使版面活泼，打



破长文章的沉闷感。大标题一般是带有号召性或纪念性的语

句，放在一个版面或一个专栏最显著的位置。 12、制作新闻

标题的要领是什么？ 答:一是准确，概括事实要准确，观点语

言要准确；二是具体，要用事实说话；三要鲜明，即简洁明

快态度分明；四要生动，要努力做到具体形象，生动活泼，

琅琅上口，让读者一看就产生兴趣，引起阅读正文的欲望。

13、简述版面设计的形态要素？ 答:它属平面设计范畴，其形

态要素有点，线，面，空白。其中点在造型艺术上，较小形

态均可称为点。字号不同构成大点小点，字体不同形成深点

浅点。一个点起标明位置的作用，有向心性质。当点大小相

同，排列规则时给人以稳定，静止感觉；而大小不同点的聚

合则产生动的感觉。线有分割平面的作用，它是有表情的。

细线显得轻快，清秀；粗线则严格，厚实或沉重；曲线给人

以缓缓动感；花线活泼，热烈。在版面设计中，线条有间隔

，组合，强化，美化和表达感情等多方面作用。面在版面上

，插图，图案是面，字行的组合可以构成面，单个字放大也

是面。面的形态不同也有不同的表情，如正方形显得端正严

格，菱形则给人以轻快灵活之感。矩形平卧时显得庄重稳定

，竖立时有上升感，崇高感。空白是无画之画，无像之像，

好比旋律中的休止符，有重要的美学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

，版式的变化就是空白的变化，没有空白就没有版式。 14、

简述形态美的辩证法？ 答:一对称与均衡。中轴线两侧之形态

相同，谓之对称；两侧形态不同，但取得视觉上重量的平衡

谓之均衡。版式设计运用对称，可给人以条理感，造成庄重

大方的效果。但处处对称，不仅难以做到，也会流于呆板。

在版面设计中往往对称与均衡交替使用，均衡手法用得更多



。均衡富于动感，易造成活泼的效果。其具体手法常表现为

呼应。二统一与变化。一份报纸的各个版面总是统一中求变

化，变化中求统一。每家报纸都有自己的版样板，各个版面

的基本栏是一致的，这是统一的基础。但各个版面的设计又

要有变化，即使在一个版面中，各个局部也是既有统一又有

变化的。三对比与协调。没有对比就没有鲜明感和节奏感，

没有主次，也没有生气，但对比失度则不协调，折磨读者的

视觉。四疏与密。版面编排太密则沉闷，太疏则散漫，应力

求整个版面疏密相同，有张有弛，产生韵律美。 15、期刊的

定义？ 答:广义论者认为，期刊包括所有无限期出版下去的连

续出版物；狭义者认为，每年出版一期以上的定期连续出版

物才能称得上是期刊。我国给期刊下的定义，是指有固定名

称，用卷，期或年，月顺序编号，成册的连续出版物。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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