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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亚洲教育论坛年会暨第八届高等教育高峰论坛成功举行

11月14日上午,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指导,欧美同学会留加拿大分会、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中国民

办教育协会、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全国工商联民办教育出资者商会、四川师范大学主办,亚洲教育论坛培训

中心、《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管理分会、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教育与产业合作

分会承办的2020亚洲教育论坛年会在成都隆重开幕。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

长杜玉波,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王佐书,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牛清报,
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彭翊等领导和嘉宾,四川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向成,校长汪明义,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刘鹏,校党委副书记黄钢威,副校长郭朝辉、张海东、王川、蔡光洁出席大会开幕式和主旨论坛。
本届大会的主题为

 

“教育之光,点亮未来”,聚焦教育国际交流、教育质量提升与教育创新发展。来自30
多个国家的800余位意见领袖、教育精英线上线下汇聚一堂,交流经验,研讨学术,分享先进的教育理念,传
播独特的教育方法,寻求和达成合作共识,为后疫情时代的教育发展指明走向,开拓在教育、科技、经济、文化

领域互联互通的新局面。
上午9时,2020亚洲教育论坛年会开幕。由于疫情原因,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云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英国牛津大学执行校长理查德·霍博思,剑桥大学助理校长、霍默顿学院院长杰弗里·沃德,2006年

诺贝尔奖得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乔治·斯穆特,世界创意产业之父约翰·霍金斯,美国国家教

育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实验心理学院士、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认知心理学儿童发展心理学教授罗伯特·
席格勒等发来祝贺视频。

杜玉波为论坛开幕致辞,并作题为《时代变革中的高等教育发展大势》的主旨报告。他指出,全方位把握

高等教育的未来走向,一是要充分认识高等教育的地位作用在变,从原来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基础支撑作用向

支撑引领并重发展;二是要充分认识高等教育的体量规模在变,从大众化阶段迈向普及化阶段;三是要充分

认识高等教育的结构类型在变,从相对单一结构向多元多样化办学结构转变;四是要充分认识高等教育的教

学模式在变,线上教育和线下教育实现深度融合;五是要充分认识高等教育的环境格局在变,形成富有活力

和特色的高等教育中国模式。他强调,面向新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要适应新变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教育部原副部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章新胜,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

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督学、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力,太原

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郑强,上海纽约大学创校校长、华东师范大学原校长俞立中,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
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席酉民,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党总支书记、执行校长范胜武分别作主旨演讲。

14日下午,由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探索与争鸣》编辑

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管理分会共同举办的第八届高等教育高峰论坛在成都举行。该论坛也是

2020亚洲教育论坛年会的重要的分论坛之一,包括三个平行分论坛。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党

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出席论坛并作主旨演讲,来自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

大学、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大学、澳门科技大学、上海纽约大学、西交利物

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太原理工大

学、西北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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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南昌师范学院等国内外高校

校长、书记及教育学院院长、知名专家学者,省内18所高校70多位校领导、学院部门负责人,四川师范大学

全体校领导、中层干部及师生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参加三个平行分论坛。本届论坛以“高等教育治理体

系现代化:大学的使命责任与行动”为主题,包括现场致辞、云端演讲和主旨演讲三个部分。四川师范大学党

委书记李向成,校长汪明义,副校长张海东、王川分别在平行分论坛致辞并作主旨演讲。

(四川师范大学新闻中心供稿)

第五届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高端论坛

暨第一届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硕博论坛召开

2020年11月28-29日,由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研究》编辑

部及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主办,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四
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承办的第五届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高端论坛暨第一届中国抗战大后

方研究硕博论坛在四川师范大学狮子山校区明德楼召开。来自全国5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青
年学生共80余人应邀参会。开幕式由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汪洪亮教授主持,四川师范大

学副校长王川教授致欢迎辞,在向参会学者介绍四川师范大学基本情况与历史沿革的同时,指出四川师范大

学的创建与抗日战争时期南迁至四川三台县办学的国立东北大学有着直接的渊源,并藉此阐述四川师范大

学与“抗日战争”及“抗战大后方”之间的联系。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教授、
西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潘洵教授、《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研究员、重庆市地方史学会副会长黄晓东研究员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本次论坛会期一天半,参会学者围绕抗日武装及其他相关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抗战时期中国的外交与外

事工作、战时及战后的交通与航运、高校内迁与学生生活、战时学者的边疆思想、日军侵华作战策略、战时日

本社会的政治思潮等主题,共开展了13场讨论,取得丰硕成果。
闭幕式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凌兴珍编审作为引言人发言,认为此次参会论文选

题涉及领域广泛,对抗战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均有较大的推进,但也存在轻视宏观、中观研究,在行文中与学

界的对话和交流不足等问题。此外,凌兴珍编审也向参会者提出了论文投稿前应“精修精改精校”的要求,尤
其是注意文献版本的选择,以及史料引用的准确性等问题。

“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高端论坛”由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于2016年倡办,旨在凝聚抗日战

争史的学术力量,推动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深化,同时助推西部高校学术研究联盟的建设,并为海内外抗

战史学者提供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本届论坛开创“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硕博论坛”这一学术品牌,在凝聚、培
养以抗战史研究为志业的硕、博士生,以及促进抗战史研究学术梯队建设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目前,四川师范大学在抗战史研究方面已取得一定的成绩,逐渐形成以抗战大后方历史、少数民族抗战

史为中心,具有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视域与观照的研究特色。本次论坛在四川师范大学

成功举办,对学校文科学报的办刊工作、学校历史学尤其是中国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并

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朱晓舟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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