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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了一篇 SCI 论文，他们统计了 1999 年至

2013 年期间参加科学写作培训班的情况，并

总结了 14 年来该培训班的成果（神马？都连

续进行 14 年培训班咯哇？！）。

这 14 年间，该校每年都会举办一次为期

6 个月的科研写作培训班，从 12 月份开始直

至第二年的 5 月结束。培训班的首要目的是

激励学员完成和提交手稿，而不是仅仅获取

写作技巧知识，次要目的是直接指导学员如

何处理在出版和发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参

与这项研究的受试者包括 69 名来自美国加州

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博士后，他们在开始研究

的第一年都参加了科研写作培训班，每个培

训班最多只招收 10 名学员，小班授课（高级

待遇哇！）。

让我们来直击培训班现场吧：每年培训班

在
学术科研界中，保持发表 SCI 文

章的活跃性是职业发展中必不可

少的内容。在一个科研团队中，

文稿的发表不仅可以促进整个团

队的发展和学科的进步，对于年轻的科学家

科研写作方面的训练也十分关键（终于有人

关心我们年轻一辈的难处啦，泪奔～）。

如何使年轻的研究者从团队中获得帮助，

积累撰写、投稿和发表 SCI 文稿的经验；了

解怎样从审稿人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成果；

学习怎样回答审稿人提出的批判性的问题，

是科研团队蓬勃发展的关键。但是目前没有

一个公认的最佳培训模式（看来大家靠的都

是自身的悟性呢）。小编今天带大家看看美

国博后的成长经历。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者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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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三位审稿人，如此循环直至课程结束。（对

于那些曾经有过发表文章经验的博后，这个

过程可以巩固知识和强化动力，而对于从未

发表过文章的博后来说则起到师父领进门的

作用。）

通过跟踪调查了该培训班 14 个药物滥用

专题组的文稿投稿率和发表率，发现 86% 受

试者实现了文稿的投稿，77% 受试者的文章

已经发表。而这 69 名受试博士后中，有 32

位已经走上了 faculty 的位子，13 位成为了科

学研究员，11 位在调查时继续做着博后，其

他的进入了临床实践（哇～前途无限好哇！）。

各位客官，原来即使是以英语为母语的美

国高校都要进行培训科研写作哇，还让不让

咱在科研圈里混了？咱们非英语母语的中国

小科学家这是要努力呢？还是要努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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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堂课中，学生们都对未来进行展望（这

是表决心下军令状哇！），讲师会在课上以

某一个杂志为例向学员展示这个杂志每年总

共有多少篇文稿投稿，最终接受了多少篇文

稿，以及杂志社的意见有哪些种类（这是赤

果果的下马威～），让学员们明白只有极少

的文稿能够在第一次审稿就会被接受，而大

部分都是在修回重投之后被最终接受，让学

员们更了解学习科研写作这门课程的重要性。

剩下的课程集中在评审的过程重现，每堂

课的前 15 分钟由学员分享写作和投稿中的故

事或者从培训班外部聘请有经验的学者分享

经验，在余下的 30 分钟里会模拟 SCI 文稿审

稿过程，评价 2 篇事先发送给学员评阅的论文。

由一位学员用 1 分钟总结文稿，由 3 位学员

作为审稿人分别对文稿发表意见，每人限时 5

分钟。然后文稿陈述人与其他学员一起商讨

如何回复审稿意见以及改进文稿质量。每节

课的最后再推选出下一节课的文稿陈述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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