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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博士生思政课网络平台建设创新机制探析 
◆王国胜  刘一帆 

（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郑州  450001） 

 
摘要：博士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平台机制建设，必须遵循科学性原则、

针对性原则、兼顾性原则、导向性原则和创新性原则，需要注意教学目

标实现与网络资源选择的有效对接问题，课堂教学效果与网络平台施教

的有效共振问题，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相辅相成问题，师生互动与实

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正能量“渗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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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
道、主阵地，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坚持社会主义高
校育人的重要一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高等教育教学手段的不断
更新，加强高校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信息化建设,构建
教育教学以及师生网络互动平台、实施网络教学与课堂教学的无
缝对接，强化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相辅相成，是新时
代创新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必然要求。 

一、博士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平台建设创新机制的原则 
博士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本科生以及硕士生的思想政治理

论课相比，有自己明显的特点，其前沿性、学术性、理论性、综
合性上更为突出，在授课的形式上也更为灵活多样，在师生互动
上则更为平顺，相应的考核要求也更高，其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
平台机制建设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科学性原则。科学原则就是构建的博士思想政治理论
课网络平台机制，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包括平台建设论
证科学，整体框架建构科学，选取指标体系科学，运行衡量标准
科学，真正提升博士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实效性。 

第二，针对性原则。博士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本科以及硕士
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前沿性、学术性、理论性、综合性更
强，这就要求建构的博士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平台机制，不能
流于一般，更不能仅仅是一般教育教学网络平台的复制或者“机
械的叠加”，而必须具有针对性，要针对博士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主要内容、授课方式、考核形式以及师生互动的特点进行建构，
能针对性地推进教学、学习、管理、考核等方面的效能提高，从
而与课堂教学一起，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
服力。 

第三，兼顾性原则。博士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所有专业博士
生的必修课，体现了课程教与学的一般属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博士生分属于理工、农医、人文社科、经济法律等不同的专
业，其兴趣和学术关注点以及理论关注点，会有差异，例如理工
农医类博士生更关注科技革命进步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的变化，对
这类新闻和消息更为敏感，并愿意花更多时间去浏览了解，而法
律类的博士生则更关注法律对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性。这就要求
建构的网络平台机制，必须针对不同类型不同专业的博士生，坚
持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原则，在网络平台的模块设计上，既体现
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要点和主要任务，又兼顾不同专业博士生的兴
趣点与关注点，做到一般与个别兼顾。 

第四，导向性原则。博士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平台机制建
构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通过理论
与实践教学，网上网下互动，引导博士生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与
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
素养，提升辩证思维能力和辨别不同社会思潮的能力，增强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自觉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努
力。 

第五，创新性原则。博士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平台建设机
制必须坚持创新性原则，要善于吸纳不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网
络平台建设的优秀成果和先进经验，把网络平台建设成开放性、
动态性、先进性、思想性和学术型的平台。 

二、博士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平台建设创新机制需要注意
的几个问题 

第一，教学目标实现与网络资源选择的有效对接问题。网络
平台的建设中必须注意教学目标与网络资源选择的有效对接，这
里的有效对接是说网络平台建设中对网络资源的选择必须慎重，
因为网络资源十分丰富，内容繁博，形式多样，在选取上必须基
于博士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际需要，例如必须与实现教学
目标合拍，起到扩展或者深化教学内容、顺利实现教学目标的作
用，使博士生通过网络平台，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实质理
解更深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更认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能自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忌网络资源选取的无限泛化，
更反对把不符合教学需要的网络资源随意放到网络平台上。 

第二，课堂教学效果与网络平台施教的有效共振问题。博士
生的思想政治课离不开传统的课堂教学，但又不能局限于课堂教
学。互联网的发展一方面拓展了教学手段的整体边界，使得教学
手段更加鲜活多样，但另一方面，也促使教学主体必须不断自觉
改进教学手段，把吸引学生和提升教学效果作为重要功课来做。
博士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平台建设，实质是运用现代数字技术
和网络信息技术，不断拓展课堂教学的手段、内容和时空，促进
博士生更好地学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涵养品德，培养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要求建设的博士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网
络平台，必须和课堂教学效果实现有效共振，为提升教学实效提
供“正向力”。 

第三，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相辅相成问题。高校的思想政
治理论课有个共性的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有效实现理论
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相辅相成问题。由于多种原因，博士生思想政
治理论课也存在理论教学偏多，而实践教学薄弱的问题。这难免
削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进而影响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实际效果。所以博士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平台建
设必须考虑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相辅相成问题，通过网上的现
实案例补充、支撑理论教学，例如可以在网络平台山选取大量的
改革开放的实际成就来说明改革开放的正确性，来阐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引领中国进步和发展的旗帜。 

第四，师生互动与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正能量“渗透”问题。
博士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平台的构建，好处是能打破时空场
域，实现师生的思想观点交流，为提升博士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素
养和思想品德提供支持。但无须讳言，由于网络信息本身的良莠
不齐和不同思想观点在网上不同程度的展示，一些负能量的东西
难免会影响博士生的思想和情绪，进而影响其对事物的价值判
断。如何尽可能降低网络错误思想观点负能量的影响，把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正能量，如春风细雨一般“渗透”到博士生的心田，
是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平台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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