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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环境中学术期刊的改革路径
□ 陈 丽

【摘 要】

“互联网+”环境中，学术期刊的改革必须坚守准确、稳定的定位，并在此基础上谋求进一步发

展。要落实供给侧改革，关注读者用户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建立读者驱动的服务方式。选题要拓宽与

深化，及时呈现国际国内创新实践与研究的成果，更多关注学习者的研究，关注开放大学建设的研

究，并在学术研究中不断丰富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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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办刊定位

一本学术期刊，应该有自身准确、稳定的定位，

并在实践中坚守这一定位，以此为基础谋求更进一步

的发展。确立并坚持定位，有助于避免办刊方向的偏

移。学术期刊的刊发内容，当然是主编、编辑部的自

由选择，但特别期待开放远程教育领域的学术期刊能

够专注于本领域的实践。众多开放远程教育从业者在

这个领域努力了这么多年，正迎来发展的真正春天，

如果这个领域的学术期刊定位走偏了，单纯追求某些

评价指标，只刊登少数所谓“名人”的文章，而且这

些“成果”和开放远程教育领域的实践与研究又并不

直接相关，那是很遗憾的事情。

当然，学术期刊对自身定位的坚守，在当下并不

容易。面对现实中的各种浮躁，要做到有定数、有定

力，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办刊过程中，求发展、求

认可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应当采取偏移办刊

初衷的策略。希望开放远程教育领域的学术期刊都能

坚守自己的正确定位。

强化供给侧改革

在“互联网+”时代，各行各业的供给侧改革，

都要把用户的声音作为决策和工作方向的重要判断标

准。“互联网+”时代的学术期刊，要提高竞争力并

实现较好的发展，可能有必要落实各项工作中的供给

侧改革。

开展供给侧改革，就需要关注用户，关注读者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比如，实现读者驱动的期刊选稿方

式，在操作层面，是否可以基于包括移动通信设备在

内的平台，开展由读者反馈选题建议、由“草根”读

者贡献内容的探索。还应十分重视汲取读者对稿件的

具体意见，并根据读者的反馈形成新的选题。

再比如，在衡量选题和刊文的质量时，除了参考

一定时期内的相关引用及评价指标，期刊编辑部也要建

立渠道，快速获取读者对选题和刊文的反馈意见。被读

者“点赞”多的文章作者，可能成为未来期刊学者专家

库的备选；多数读者不满意的文章和作者，编辑在今后

的约稿组稿工作中就要有所注意。经由这些渠道，期

刊编辑部还能及时知晓读者最关心的选题是什么。

又比如，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要求我们调整期

刊文章的提供方式。如今很少有人能够捧着一本期

刊，把每一期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读完。没有读完不是

因为这些文章不够好，而是因为人们对这种方式已经

不习惯了。这就要求期刊在为读者提供服务的时候，

有必要改换新的、更灵活的服务方式，包括主动向读

者推送文章摘要，根据读者需求反馈再提供文章全

文；根据读者的阅读题材分析，把相关主题的文章向

读者推送；在读者阅读停留的时间内，把其他相关信

息也予以提炼和推送；综合更多的学术内容，向读者提

供更丰富的推送服务。这些推送服务，包括移动端及各

种途径的适用性服务方式，借助技术都是能够实现的。

总之，学术期刊面向读者的服务方式应该有所改

变。当然做起来有难度，需要花费大功夫。但为了学

术期刊未来的生命力，还是应该率先着手尝试，并开

展有针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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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选题领域

学术期刊应该关注、追踪国际国内学术理论发展

的前沿，及时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呈现给读者。同时，

学术期刊也应该面向开放远程教育的创新实践，及时

呈现优秀的创新实践成果。

远程教育学术期刊应该更多关注对于学习者的研

究。这方面的研究依然不足。今天，我们面对的学习

者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变化。比如在开放大学的学历

继续教育中，很多学生是在修习第二学位，这同学历

补偿教育时期很不一样。而且，现在主要的学习群体

已经是“90后”，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数字原住

民”。目前，开放远程教育领域关于学习者研究的文

章并不算多，聚焦学习者的真正有深度的研究更少，

学术期刊在这方面应当策划更多的选题。

远程教育学术期刊应当高度关注开放大学建设研

究。开放大学建设试点是国家教育体制综合改革的组

成部分，可圈点、可讨论、可斟酌、可分享的内容是

很多的，但目前的梳理和研究还不够充分。作为开放

大学系统的学术期刊，在这方面更应该主动发声，专

门组织相关选题，并提出政策建议，可以借助自己的

办刊平台，对开放大学转型的政策制定与实践进程，

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这方面的选题值得好好策划。

在中国的开放大学建设过程中，开放大学自身的主体

性非常重要，这是影响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不能主

体性缺失、消极等待，而开放大学的学术期刊在这方

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是有很多事情可做的，相信这

方面的选题和成果也是会有影响力的。

丰富研究范式

在开放远程教育领域，早期学术期刊刊登的文

章，基于经验和理论思辨的研究比较多，现在基于调

查的实证研究和基于大数据的分析研究有了更多的呈

现。从学术期刊的刊文情况看，开放远程教育领域的

研究范式正在不断丰富，本领域最新的研究范式都有

所反映。学术研究中不存在哪种研究范式最好的问

题，比如提倡实证研究并不是否定理论思辨的价值和

意义。我们的开放远程教育研究恰恰需要不断丰富研

究范式，学术期刊应当有更全面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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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应该关注研究者和决策者、实践者的关系，探索

刊物能否和如何为建立教育研究、政策制定和教育实

践之间的有效联系发挥所谓“桥梁”作用。学术刊物

在这方面能够起到的作用可能是比较有限的，但学术

刊物能否有意识地去研究和探索如何发挥作用并且取

得实际成效，应该成为衡量刊物学术传播能力和影响

力的核心指标之一。提升学术传播能力和影响力，还

要求刊物策划和运作能够体现其学术立场及学术判断

力的话题，尤其应该聚焦远程教育发展进程中亟待研

究解决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而如何处理那些比较复杂

和敏感的问题，可能又是对刊物的学术担当所要求的

勇气和智慧的检验。不管怎么说，学术刊物如果不能

聚焦问题甚或由于各种原因刻意回避问题，要想提升

学术传播能力和影响力恐怕是非常困难的事。还有反

思意识和批判精神，貌似许多学术刊物都很有些纠

结，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争鸣也很难开展起来。我以为

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相当程度上的“阙如”，已经严

重影响远程教育研究水平的提升和学科建设的进程。

原因可能是非常复杂的，但学术刊物恐怕也有不能推

卸的责任。如果不能体现出比较强烈的反思意识和批

判精神，刊物的学术传播能力和影响力的提升空间显

然是有限的，即使将来通过某种评价机制成了优秀学

术刊物，我以为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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