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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

全国高师文科学报
’97(大连)学术年会纪要

全国高佼文科学报研究会亩师系统
’97学术年会于 1997年 8月 8日 至 8月 11日 在辽宁省大连市召开。来

自全国各地的亩师文科学报的代表 101人参加了这次盛会。

本次会议由辽宁师大主办 ,沈阳师院、大连大学、丹东师专、鞍山师院协办。主办、协办单位从人力、物力、财

力各方面给年会以大力支持。辽宁省和大连市有关方面对本次年会十分关心 ,大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大连大

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赵亚平教授 ,辽 宁师大校长朱诚儒教授、党委书记于振元教授、副书记曲庆彪教授 ,大连大学

副校长洪祖培教授等到会致辞并设宴招待全体代表。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潘国琪教授、名誉理事长

杨焕章教授、副理事长张积玉教授到会讲话并指导工作。

本次年会是高师文科学报联络中心成立以来的第三次学术年会。年会的主题是 :社 会科学发展与高师文科

学报建设。

大会开幕式由筹备组组长、高师系统联络中心副主任陆军教授主持 ,他汇报了筹备工作情况以及本次会议

的日程安排。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兼高师系统联络中心主任濮侃教授作了
“
办好高师文科学报 ,为

繁荣社会科学和促进教育改革而奋斗
”
的主题报告。报告总结了四年来的工作 ,这些工作主要是通讯联络 ,开 小

型碰头会 ,筹备召开学术年会和办刊经验交流会。他指出,联络中心的宗旨是 :协调、组织高师系统文科学报的学

术交流和研讨活动 ,增进编揖同仁的友谊和协作。本次会议正值香港回归祖国不久和党的
“
十五大

”
即将召开之

际举行 ,我 们应根据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的有关内

容 ,结合文科学报的实际 ,深入领会
“
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 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 优秀

的作品鼓舞人
”
的重要战略意义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为 繁

荣社会科学和促进教育改革服务。为此 ,他要求与会同志认真学习,深入讨论 ,从 实际出发 ,处理好办刊中的有关

问题 ,例如理论文章和应用性较强的文章的关系 ,师范性和学术性的关系 ,发挥老同志的专长与加速培养青年编

辑的关系等等。他希望大家多作贡献 ,多 出成果 ,同心协力 ,进一步提高学报水平 ,办 出师范特色。接着进行了分

组讨论和大组交流。

本次会议收到论文 32篇 ,在作者宣读论文之后 ,进行了评议。经评选委员会确定 ,辽 宁师大邵京起等 12位

作者的论文荣获一等奖。大会为所有获奖的同志颁发了荣誉证书。

会议期间,代表们参观了旅颀口,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参观了大连开发区、辽宁师大和大连大学校区

以及有关景点 ,对大连市的全面发展尤其是绿化成就赞叹不已。

会议进行了高师系统联络中心换届选举。经广泛协商 ,充分酝酿 ,代表们一致推举华东师大濮侃连任高师联

络中心主任 ,上海师大王关兴、辽宁师大陆军连任副主任 ,华东师大施有文连任秘书长 ,秘书处设在上海华东师

大。各大区参加联络中心的成员为 :哈尔滨师大陈世澄 (东北 )、河北师大张祖彬 (华北 )、 新疆师大方晓华(西北 )、

南京师大吴增基 (华东 )、湖南师大陈特水(中南 )、 四川师大李大明(西南 )。

会议由王关兴教授致闭幕词。他总结了本次年会的收获。l.探讨了学术 :与 会代表对新形势下高师文科学报

的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议 ,对编辑现代化的思想和方法提出了有益的见解 ,对编辑学、编辑史进行了研究 ,对编辑

过程中的法规、法制问题进行了探讨。2.沟通了信息 :本 次年会论文数量较多 ,内 容丰富 ,加 上热烈讨论 ,使大家

增加了许多新信息。3.增进了友谊 :老朋友重叙友情 ,新朋友建立了友谊 ,有利于今后的交流。他代表会议再一次

向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 ,向大连市的有关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会议结束前 ,还就下届年会的准备工作进行了讨论协商。初步拟定 ,1999年的学术年会请贵州师大和云南

师大两家学报联合负责筹备。 (高 师糸统联络中心秘书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