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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科技与马克思主义课程是我围理工科博士生的政治理论课，长期以米该课程一直为我国的博士生培养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学位ilI5程，其地位不容小觑，但是面临新的形势其教学改革已势在必行。本文试I16I从国际、I国内肜势及 

主观、客观两方面展开分析 ，最后提出相应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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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博 士 生培 养在 我 国博 士生 教育 中始终 

占有举足轻重 的地 位 ，“在一 级 学科授权 点 中 ，理工 

科 占 63％ ；1990--1999年理工科 培养 的博 士生 达3．1 

万余人 ，占同期全 国培养 博 士总数 的 64．3％⋯。现 

代 科技革命 与马克思主义课程作 为理 工科 博士学位 

课 程之一 ，实在令 人 不能 小觑 。尤其是 在今 天 的互 

联 网时代 ，在 经济 全球 化 、教 育 国际化 的新形 势下 ， 

其教学改革 已迫在眉睫 。 

一

、新时代 ，新挑战 

1．面 临 高 等 教 育 国 际化 、经 济 全 球 化 大 潮 的 机  

遇 与 挑 战  

高等教 育 国际化 是 指 “一 国高 等教 育面 向国际 

发展 的趋 势和过 程 ，是把 国际 的，跨 文化 的 ，全球 的 

观念融合 到高等 学校教 学 、科 研 和服务 等诸功 能 中 

的过程 o"[21进 入 2l世纪 ，在经济全球 化 和信 息技术 

革命 的浪潮呈现强 劲势 头 的影 响下 ，我 国高 等教 育 

面临 的两大挑战 之一是 计 划经 济 向市场 经 济转 变 。 

随着我 国加入 世界 贸易 组织 (w'ro)，教 育作 为 服务 

性产业 ，也将依照《服务贸易 总协定 》( rs)有 关 开 

放 服务市 场的规定 对 WID成员开放 ，高等教 育作 为 

“龙头”，其 国际化迫在眉 睫。面对挑战 ，研究全球化 

的影 响 ，培养 国际化人才 ，已成 为高等教育改革 和发 

展 的重 大课题 ，同时我们 必须 意 识 到所 谓 的国 际化 

人才不 仅仅意味着全 球 化育人 ，而且 是全 球 化 的经 

理与工程师 。据某 国《焦点》杂 志统计表 明世界 上有 

7500万人就 职 于外 国公 司 ，仅 就 美 国 ，至 少在 境 外 

雇用 了 2500万人为美 国公 司工作 ，经济 资源 和人才 

的全球化配置 ，使 高级 专 业人才 的就业 出现 了国 际 

化的趋势 ；据 国际移 民组 织估 计有 40％一 50％的大 

学毕业生 ，尤 其是 信 息 专 业毕 业 生 大 量 出 国求 职 。 

这使我们 的博 士生培 养 陷入两难 境 地 ，一 方 面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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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地 与国际接 轨 为培养 国际化人 才 而努 力 ，另 

一 方 面我们又要为 留住 国际化人才 而努力 。表现在 

政 治课上就是 既要 与博士生 的其他专业课程一 道实 

现国际化 ，又要坚 守思 想 阵地 。尤其是 作为 发展 中 

国家 的我们 ，一方面 我们缺乏人才 ，尤其是 国际化人 

才 ；另一方面 我们也 缺乏发达 国家那样 的优厚条件 。 

如果说专 业课 教学 决定 了“培 养什 么类 型 的人 才 ”。 

因为 ，已经成 型 的稳 定 的 自然 科 学、人 文科 学 、社会 

科学 的一般 的基础 知识早 已超越 了民族 的、阶级的 、 

国家 的界 限 ，成为 人类 具有 的财 富 ，被传 递 、保存 和 

创造 。那么 ，政 治课 的 目的 之一 则 有 “为谁 培 养 人 

才 ”的功能 。“科学无 国界 ，科学家有祖 国”。现代社 

会文 明迅猛 发展 ，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 ，各 国之 间综 

合 国力 的竞争突 出表 现为人才竞争 。在我们 向西方 

发达 国家学 习先进科 学 、技术 的同时 ，也会受其意识 

形态 、价值 观等方面 的影 响 ，因为任何 一种意识形 态 

的国家都会将统 治阶级 的意识强行灌输 到青年 学生 

中去 ，所 以，在理 工科博士 生的教 育中必须 注重加 强 

思想 、信 念 教 育 ，加 强 世界 观 、人 生 观 、价值 观 的教 

育 ，加 强科学方法 论 的教育 ，也 就是要加强全面 的素 

质教育 。我们 曾不无痛 心地发 现高学历 的人中也有 

参与 “法 轮 功 ”的 ，以及 轰 轰 烈 烈 的 “水 变 油 ”专 利 

⋯ ⋯ 为什么会 出现这 种情 况?爱 因斯 坦在 《培 养独 

立思考 的教育》中指 出 ：用专业知识教育学生是不够 

的 ，通过专 业教育 ，他 可 以成 为一种 有用 的机器 ，但 

是 不 能 成 为 一个 和 谐 发 展 的人 。 

2．网络技 术是教育创新 中的“双刃剑” 

网络技术在 教育创新 中的积极作用是 显而易见 

的：网络技术 的发展使 地球成为一个小小 的村落 ，人 

们坐在家里 就可 以享受 到世界 上任 何一个 国家 的最 

好 的教育 ，完全 打破 了地 域 的界 限。但 同时我们 也 

要看 到网络是“一 片没有 国界 ，没 有传 统藩篱 ，没有 

师长 管柬 ，崇 尚 自我和 可 以标 新 立异 的飞地 。” 网 

络 的 日益普及对学 生的学习方 式 、生 活方 式 、交往方 

式产生 了 巨大 冲击 并 进一 步影 响其 思维方 式 、价值 

取向及 精神世 界。它 完全 地改 变 了传统 办学 理念 ， 

打破传统 的以教 师为 中心 的班 级授课 模 式 ，转 向以 

学生 为中心 ，以个性 化教 学 为 目的培养 全球 化发展 

所需 要 的专 门人 才和多能 型人才 目标 上。与网络技 

术 相伴而生 的网络文化 的本质特征决定 了其教 育功 

能是 科学 性 、人 文性 、技术 性 、情感 性 、个体性 、创新 

性的多维整合 ，要 求 把人 的 自由、和谐 、全面 发展作 

为教 育 的终极 目的。在 新形 式下 ，我们必须 坚持 教 

育创新 ，深化教育改 革。 

二、我国理工科博士生培养现状分析 

1．客 观 方 面 

①扩 招 ：从 1981年 我 国 开 始 实 施 学 位 制 度 ，20 

年来取得 了巨大成 就 。 目前 ，我 国有 权 授予 学 士学 

位的高等院校共 665所 ，有 权授 予 硕 士学 位 的单 位 

共 729个 ，(其 中高等学校 457所 )，硕 士学 位授权 学 

科 、专 业点 共 969"2个 ，(其 中高 等学 校 8969个 )，有 

权授予博 士学位 的单位 共 312个 (其 中高等学校 245 

所 )，博士学位 授权 学科 、专 业点 1542个 (其 中高 等 

学校 139"7个 )，博 士学 位 授 权 一 级 学科 点 682个 ， 

(其中高等 学校 628个 )，到 2000年 8月 底 ，我 国共 

授予 了 6．5万 博士 学位 ，53．4万硕 士 学位 J。这 对 

我 国的人才培养无 疑是 很好 的机 遇 ，但 同 时我们 也 

要看到负面效 应。到 目前为 止 ，国务院 学位 委员 会 

已经进行 了八批博 士学位 授予单位 的审 核及增加工 

作 ，由于评 审 的基 本 条 件 弹性 过 大 ，199"7年 公 布 的 

博 士学位授予单 位 的整 体 条件 更加 软化 ，申请 新增 

为博 士点的授予权单位 的高等学校 和科 研机构 只要 

求授予 8届 以上硕 士 学位【4l。在许 多 高校 合 作 、合 

并的今 天 ，这个 标 准 不难 达 到 ，在 这样 的生 成 机 制 

下 ，博 士生教育就有所 滑坡 ，同时我们必须 意识到高 

等教育 已经 由精英教育转 向今 天 的大众教 育。 

② “两级”分化严重 ：博士生群体 出现 “低 龄化 ” 

和“大龄化 ”两个 趋 势 ，连 年扩 招 ，造 成 大量 就 业 压 

力 ，使众多 的本科 生走 上 了一条本 科一硕 士一 博士 

之路 。另外 ，许多用 人单 位在 录用 及 职称评 定 上也 

有新规定 ，如某些 高校规定 没有博 士学 位 的无 法晋 

升为教授 ，致使一些 大龄人 士出现在大学课 堂 ，这种 

局面 ，使政治课教学面对 不同年龄层次 、不 同社会 阅 

历 的学生 ，难度 可想 而知。 

2．主 观 方 面 

由于这 门课紧扣现代科技 革命 和我 国现代 化建 

设 的脉搏 ，与理工科 博士研究生 的专 业结合较紧 。理 

应受 到广大博士生 和教师 的高度重视和欢迎 ，但是 ， 

由于政治课伴 随着学 生从小 学 ，中学 ，直 到博 士生课 

堂 ，应该是不陌生 的 ，甚 至很 熟悉 的 ，造 成教 师 认识 

不够 ，学生不 积 极 的局 面 ，使 这 门本 来 十 分 重 要 的 

课 ，流于形式 ，致使 理工科 博士生教育 中出现科技专 

业知识教育 与政 治理论知识教育两 张皮 现象 。而华 

南理 工大学 的摸底调查表 明在博 士生的政治课教学 

中确实存在一些 令人 堪忧 的 问题 ，一是 理 工科 博 士 

生对 马克思 主义 的信 仰 不够坚 定 ，对 为什 么要 在理 

工科 博士生中进行 马克思 主义 理论教育存在糊涂 认 

识 ；二是对科学精 神和 科学 工作 者 的社会 责 任感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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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糊 认识 ；三 是 没能树 立起 科 学精神 、科学思 想 、 

科学 方法 ；四是理 工科博 士生的相关学科知识缺乏 ， 

尤其是人文 知识 缺 乏 ；五是对 与科 学技 术有 关 的时 

事政治关 心不够 。学 物理 的第 一次 听 到“宇宙 大爆 

炸 ”学说 ；学无线 电的公 然与教师争论 “永 动机”会制 

造成 功 ；有 的 自以为从 小 学就 开始 接受 马克思 主义 

教育 ，早 已经是一个真 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有 的学生 

认 为科 学 与宗教 最终 将 会走 向统一 ；还 有 的学生 在 

批判“法轮功 ”的 同时 ，宣传 其他 具有神 秘色 彩 的功 

法 [6l。调查 结果 令人 触 目惊心 ，这 与我 们 的培 养 目 

标相 距何其远 。我们 知道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是博 

士生教育 的核心 ，而创新人 才 的基本 素质包括 ：一是 

科学 的世界观和 方法 论 ；二是 新 型 的合 理 的智能 结 

构 ；三是团 队精神 和协 作意识 ；四是献 身精神和顽强 

意识 ；五是对新 事物 的敏感 。应 该说 政治理 论课 的 

教 学 对 于 培 养创 新 人 才 是 至 关 重 要 的 ，我 们 必 须 要 

做 的就是 改变政 治课 教学 的现 状 ，使其 重要 功能得 

以发 挥 。 

三、相关措施 

1．重新进行 学科 定位 

这 门课 的性 质主要 体现 在理论 性 、科学性 和思 

想教育 性三个方面 。其 中 。理 论性是灵魂 。科学性是 

基础 ，思想教 育性 是其 功 能特点 。我们应 以此 作为 

立足点 ，同时贯彻创新 是民族进步 的灵魂 ，是博 士生 

培养 的主旋律 ，让最 高层 次 的人才 (博 士生 )具有创 

新意识 的灵魂 ，让 思想 冲破牢笼 ，这是符合 马克思主 

义原理 的。在第九届全 国理 工科博 士生政治理 论课 

教学研讨会 上有学者指 出现代科 技与马克思主义课 

程既不 能是政 治课 的说 教 ，也不 等 同于 马克思 主义 

哲学 ；既不是简 单 的科普讲座 ，也不是科学技术史 。 

2．提 高教师素质 

博 士生课程 的教 师中普遍存在学历整体结构偏 

低 现象 ，教师 自身素质有待提 高。据 1998年 统计资 

料 显示 ，教育 部直属 高校 1997年共有 7581名 教授 。 

其中博 士学 位 占 1337人 ，占 17．6％[6】，其 他任 课教 

师也有此 类情 况【7】。提 高教 师 素质势 在 必行 。理 工 

科教师 除了提高专业水平 ，还要加强人文科学知识 ； 

文科教师要 提高现代科技 知识 ，提高科技素养 。 

3．克 服 在 我 国使 用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失 真 现 象 

有学者 指 出在我 国运用 马克 思主义 的过程 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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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 失真现象 ，要打破把 马克 思主义偶像化 (任何人 

都有 历史局 限性 ，包括伟人 )；凝 固化 (这 将制约我们 

的创新精神 )；实用化 (把马 克思 主义 当作标 签 到处 

张贴 ，产生如 马克思 主义气功学 ，马克思主义女性学 

等 )。 

4．树 立 Sis教 育 意 识 

从 一 定 意义 上看 Sis教 育 也 是 理 科 教 学 经 过 长 

期的 自身反省后 的实践经 验 ，是针 对 现实 的理科 教 

学往 往 脱 离社 会 与 科 学 和 现 实 技 术 相 去 甚 远 ，缺 乏 

现实意义 ，使学生 失去 对科 学 和周 围事 物 的好 奇 心 

和兴趣 ，甚 至进一 步失 去对 整个 科学 的追求 和进行 

科技应用 的热忱 而产 生 的。Sis承 担 了改革 自身教 

育模 式的任 务 ，并 进一 步探 索科 学 、技术 、社 会 相互 

联结的教育 重 任 。sts教育 宗 旨是 ：培养 了解 社会 ， 

致力于社会 的科 学 家和技 术人 才 ，培养 了解科 学技 

术及其后果并能参 与科学技术决 策 的公 民。其 方法 

是强调参 与意识 的培养 与训练 ；强调科 学 、技术 和社 

会 的兼容 。在科 学和 技术 的关 系上 ，比 以往 更 多地 

重视技术 教育 ；在 科学 和 社会 关 系上 ，强 调价 值 取 

向 ；在基本理论 与实践 的关系上 ，重视从 问题 出发进 

行 学习 ；在普遍 的素质 教育 与对 高级 专 门人才 的培 

养 上 ，强 调 素质 教育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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