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报 4电话:027-87542701

责任编辑 范千

2020年10月26日 星期一专 版

庆典时刻

编辑邮箱：fanqian27@hust.edu.cn

●1980年10月19日，华中工学院高等教育研究室成立

●1980年，《高等教育研究》创刊

●1983年，《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创刊

●1985年，高等教育研究室改为高等教育研究所

●1986年，获批高等教育学硕士点

●1996年，获批教育管理学（高等教育管理方向）博士点，是学校文科专业首个

博士学位授权点

●2000年，组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2003年，获批教育经济与管理博士点

●2004年，学院大楼落成并投入使用

●2005年，院校发展研究中心获批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7年，高等教育学成为国家重点学科，获准设立教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获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点

●2009年，获批全国首批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试点培养单位，区域高等教育发展

研究中心获批湖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11年，获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自设教育学原理博士点

●2016年，自设教育心理学博士点

●2017年，成立校创新教育与批判性思维研究中心

●2019年，撤销直属党支部，设立院党委

●2020年，成立校工程教育研究中心

忆峥嵘 绘蓝图
——教育科学研究院成立40周年

编前：与改革开放同发展共成长，10月19日，教育科学研究院迎来40岁“生日”。40年来，教育科学研究
院坚持以学术为基、育人为本，弘扬学校“敢于竞争、善于转化”的办学传统，筚路蓝缕、锐意进取，走出了一条

“突出应用性、注重成果转化和社会服务”的不同于师范大学教育学科的特色发展新路，谱写了一曲以高水平
学科建设服务高水平大学改革发展、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华章。

“在你离开每一块营地时，它都应
当比你初到时更加美好。”我很喜欢这
个故事，也曾在高教所、教科院的不同
场合中多次复述过这个故事，勉励大家
也是自勉，无论在人生旅途中的哪块

“营地”驻足耕耘，在离开时都能留下一
片绿洲。“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我
想，40年中，每一位在高等教育研究室、
高等教育研究所、教育科学研究院这块

“营地”驻足学习、工作过的人，都曾为
它更加美好努力过，在离开时也会因为
它更加美好而备感欣慰。

——教科院教授冯向东

我常常在反思到底是什么吸引我
愿意冒了这么大风险选择投靠具有40
年历史的教科院呢？是因为其高等教
育学科在学术圈的已有地位吗？是因
为华中科技大学的综合排名吗？也许
这两个因素都有，但更重要的是，经历
四十年的建设，这里逐渐积淀形成自由
的学术氛围、务实的领导风格、轻松的
同事关系。这种文化，对外彰显了学校
和学院的内在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有志青年源源不断地聚集于此，与前辈
们一同建设一个更卓越、更伟大的教科
院。

——教科院讲师王小青

这所偌大的森林般美丽的校园，本
身就是一座“大学城”。沉醉其中，不时
就会有些“小确幸”。那时，我走在路
上，经常能碰到周济校长骑着自行车上
下班的身影，半旧的自行车挡不住那份
儒雅与潇洒。还有一次，我想照相，请
身边一位气质儒雅的长者帮忙拍照，他
欣然相助。过了一会儿，文辅相先生过
来，望着长者远去的背影，说了一句：

“你让黄树槐校长帮你照相？”而我并不
知道他就是黄树槐。我自觉有些冒失，
也不免有些得意。这就是我们的校园
文化。

——1996级院友肖海涛

置身于学校博大旷远的校园，浸润

于学校精深厚重的文化，特别是在教科
院这个独特的育人“场域”，每位老师的
指导、每门课程的学习、每场报告的启
迪、每次讨论的激发，都让大家感受到
洞开知识之门带来的追寻与探索的惊
喜和快乐。后来，在离开学校的许多日
子里，我经常反问自己，为什么一所学
校、一个阶段的教育能给人如此至深影
响，它究竟给予了我们什么？我思考后
的答案是：结识一批真正的学人，知道
了什么叫做学问，认识到自己的浅薄愚
陋，把读书治学养成职业习惯，明晰了
今后人生的努力方向，这应该是走出这
个校园时比手中的博士学位证书更为
丰厚的收获。

——2002级院友荀振芳

人说，严师出高徒，虽然我无颜堪
称是导师手下最优秀的学生，但导师的
严谨重新塑造了我的灵魂和做学问的
态度。是导师用她的学术品格和学术
情怀让我这个学术职业中的一员感受
到了学术生活本身的纯正和美好，深刻
地体验到了以学术为志业的神圣之处
和魅力所在。如今的我也成为了一名
导师，在自己行走的路上，如果说我还
有些底气的话，那是因为在我的前面，
有我的导师。

——2004级院友宋旭红

好的大学教育，必须要能“看见”。
看见学生学习成长过程中的需求、困
惑、问题等；也让学生能置身好的教育
环境中，看见真善美，向往真善美，追求
真善美，成为真善美。何其有幸，在教
科院，作为学生，我们能拥有这样的看
见。这份看见，让我们收获了身心的自
由与成长，让我们能更好地择路而行，
走进更加丰富的大千世界，让我认识到
自己是一个希望能够给予他人积极影
响的人。这坚定了我为人师者的初心，
也促使我成为了一名老师，并一直努力
成为一名好老师。

——2011级院友刘艳

本报讯（通讯员无忌 陈婧 黄
林青）10月19日，教育科学研究院
40 周年庆典暨教育学科交叉创新
发展论坛在梧桐语明德报告厅举
行。校党委书记邵新宇，副校长、
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许晓东参
加活动。

邵新宇指出，我校教育科学研
究院诞生于学校改革学科结构、从
工学院转向综合性大学发展转型
节点上，40年来实现了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走出了一条在理工见长
大学发展高水平教育学科的新
路。他希望，教科院能够以“十四
五”规划编制为契机，做好一流教
育学科建设的谋篇布局，实现更高
质量的快速发展。他要求，教科院
要主动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壮阔征程，为中国高等教育强国建
设提供理论支撑，为我校的改革与
发展做好咨询服务；要进一步突出
特色、巩固优势、明确重点，以重点
突破带动整体提高；要充分发挥我
校的工科优势，积极促进学科交
叉，切实办好工程教育研究中心；
要敏锐把握学科发展的新动向，积
极发展新的学科增长点。

教科院原院长刘献君回顾了
学院40年发展历程。经过 40 年奋
斗，教科院从起步、成长、发展到提

高，取得了重要成就：在部分研究
领域引领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
展，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教育理论和
教育实践工作者，通过形成个人内
在理论指导了教育实践、丰富了教
育基本理论，通过多种形式为政府
和学校提供了决策咨询，通过院校
研究较好地服务了本校改革发
展。教科院在建设过程中也积累
了一定经验：要重视实践研究，坚
持特色发展；要引进与培养结合，
重视师资队伍建设；通过学术活动
与制度创新，注重形成良好氛围；
要团结学院师生与院友，争取各方
支持，努力达成共同创造。

教科院院长陈廷柱以“在交叉
创新中建设特色鲜明的一流教育
学科”为题，作学院发展展望报
告。他分析了当前学院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面临的处境与挑战，阐
释了学院未来发展的目标定位和
路径选择，明确了学院未来发展的
主要任务和策略举措。陈廷柱说，
学院将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中
国大地与学校、学院发展需要，把
握教育改革发展时代脉搏，尊重学
术研究与教育教学规律，以交叉创
新平台建设为契机和抓手，努力建
设成为国内一流教育学科，力争在

某些领域走向世界前沿。
会上，华中科技大学工程教育

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捐赠仪式、教
育神经科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
捐赠仪式、院校研究基金捐赠仪式
同期举行。现场共收到现金捐赠
183 万元，设备实物捐赠价值1000
余万元。许晓东代表学校接受捐
赠，为捐赠代表颁发捐赠证书和纪
念牌，并向支持华中大和教科院发
展的机构、团体和个人表示感谢。

《高等教育研究》副主编曾伟
宣读了《高等教育研究》杂志办刊
40年来评选出的20名优秀作者名
单。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教学
会原会长周远清，我校中国科学院
院士杨叔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
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长江教育研究
院院长周洪宇，中国高教学会副会
长、教育部原高教司司长张大良，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阎凤桥等
分别致辞，向教科院成立40周年表
示祝贺。

教科院党委书记王小月主持
活动，副院长张俊超致欢迎词。毕
业院友代表、广西师范大学校长贺
祖斌教授，教师代表雷洪德教授，
学生代表任京分别发言。

在教育学科交叉创新发展论
坛上，李培根院士、教科院冯向东

教授、教科院原院长张应强教授分
别以“工程教育当体现人的存在之
善”“思维的批判性与批判性思维
教育”“我们需要建设什么样的高
等教育学”为主题进行学术报告，
并与参会嘉宾就教育学科交叉创
新发展的理论维度开展了讨论。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
长阎光才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院长胡劲松教授，南方科
技大学讲席教授、高等教育研究中
心主任沈红教授分别以“教育研究
的学科交叉：诉求还是趋势”“教育
学科交叉创新的应然与实然”“教
育学科交叉的限度”为主题作报
告。山西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教
育科学学院院长侯怀银教授，郑州
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周倩教授，厦
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教
授分别作“教育学交叉学科在中国
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综合性大学
教育学科发展的探索与实践”“教
育学科交叉创新发展与人才培养”
的报告。互动交流环节，参会嘉宾
共同探讨和分享了关于教育交叉
学科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思考。

全国兄弟单位代表、教科院院
友、学院在校师生，以及学校部分
院系和职能部处负责人近300人参
加了此次活动。本次活动还采取
了在线直播的方式，在线平台收看
达2.36万人次。

教育科学研究院40周年庆典
暨教育学科交叉创新发展论坛举办

中国工程院咨
询项目结题与启动
会议在梧桐语明义
楼问道厅举行。教
科院承担的中国工
程院咨询课题“中
国高等工程教育研
究国际化战略研究
与 实 践 ”项 目 结
题。“面向数字-智
能时代工科大学生
多向度思维能力培
养研究”项目启动。

《高等教育研
究》杂志创刊 40 周
年座谈会在梧桐语
明智楼召开。与会
专家学者围绕杂志
办刊风格与定位、
刊物未来发展建言
献策。《高等教育研
究》于 1980 年在我
校创刊，由我校和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高等教育学专业委
员会主办。

教育神经科学
研究中心成立暨研
讨会在梧桐语校友
之家召开。教科院
陈建文教授和参会
嘉宾共同为教育神
经科学研究中心揭
牌。校医院、资源
宏康和瀚翔三方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

教育科学研究
院院友座谈会在教
育科学研究院 709
室召开。院友们共
叙同学情，并为学
院的发展建言献
策。1999级院友捐
赠了泰山石作为院
庆礼物，还有两位
院友分别以书画献
礼院庆。

师生说

小花絮

发展历程

分会场

领取院衫

配戴院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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