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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与教育强国”

湖南省研究生暑期学校

招生简章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3年湖南省研究生教育“两项工程”系列活

动名单的通知》（湘教通〔2023〕208号）精神，湖南科技大学定于 2023年 7月

24日至 8月 8日举办“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与教育强国”湖南省研究生暑期学校。

此次研究生暑期学校主要依托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教

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以及湖南科技大学现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资源，特别邀请

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授课并举办学术报告会，主要围绕国家教育事业“十四五”发

展规划的要求与目标，介绍教育领域学术发展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重点探讨教

育研究如何服务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与教育强国建设；引导研究生将教育研究与中

国式现代化、教育强国相结合，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为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中

国式教育现代化体系服务。此次暑期学校采用学术报告、分组研讨、现场考察等

形式，为学员提供扩展学术视野、提升学科素养、启发创新思维的交流平台，学

员将和国内知名专家学者进行近距离交流，与来自各地的学子一道学习、生活，

一起度过一个愉快、充实的暑期。

现诚挚邀请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教育类研究生参加。相关事宜安排如下：

一、主题：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与教育强国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分论题：

1.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与教育强国的科学内涵、价值理念与发展逻辑

2.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3.教育现代化生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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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

5.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研究

6.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7.中国教育信息化研究

8.教育强国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9.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现代化研究

二、时间：2023年 7月 24日-2023年 8月 8日

三、地点：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敏行楼）

四、招生

1.招生对象：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在读

研究生及 2023级研究生。

2.招生人数：正式学员 70人、旁听学员 10人。

3.报名方式：有意申请者请于 2023年 7月 15日 24点前扫描附后二维码，在

线填写申请信息，并请将《学员申请表》（见附件）与证明材料（请将多项证明

材料合并为一个 PDF文件）一并发送至组委会邮箱：jyxyygb2@126.com，邮件主

题格式按：“申请人姓名+就读学校+联系电话”（如，张三+湖南科技大学

+180********）。同时，以上报名材料纸质版（一式一份），由学员所在学校研

究生院或所在院系审核盖章，报到时交至组委会办公室（敏行楼 A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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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名截至时间：2023年 7月 15日

5.录取：举办方对学员申请进行综合审核后，将在 2022年 7月 18日前于湖南

科技大学教育学院官网公布线下正式学员、旁听学员名单，同时以电子邮件的方

式通知学员本人。

6.报到时间：7月 24日

五、暑期学校教学安排

本次暑期学校拟线下举办，主要采用专家报告集中辅导、分组讨论小组交流、

现场考察等教学方式。

六、学员待遇

暑期学校不收取任何费用。在校学习期间，由湖南科技大学为全体正式学员

免费提供学习资料和基本食宿，学员仅需负担个人往返交通费用。

七、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张老师 手机：19967221291

王老师 手机：15873235561

固定电话：0731-58291685

网 址：https://jyxy.hnust.edu.cn/

电子信箱：jyxyygb2@126.com

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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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专家简介（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建华，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任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主任、教育科学研

究所所长、教育学原理博士点带头人，兼任中国教

育学会教育哲学分会副理事长，教育部教育学类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教育哲学、学校规划、

教育史等领域的研究。先后主持 4 项部级课题和 5

项上海市级课题，参与长三角地区近五十所中小学的办学设计和学校管理改革。在《教

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比较教育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 100

余篇，主编《学校规划与校长专业发展》《学校管理改革与校长专业发展》等丛书，著

有《基础教育哲学》《教育知识价值取向研究》《中小学发展规划》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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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宝立，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教育研究》杂志

原总编，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会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理论

刊物分会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

研究员、教育学博士。在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教师教育、

职业教育、教育政策等研究领域取得丰富成果，多篇论文被《新

华文摘》等转载。相关成果获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

国图书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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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东，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原武汉大学本科生院质量管

理处处长。主要从事教育政策、教育法律、高等教育原理研究。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信息化与教学方法创新

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理事、湖北省教育法律

与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院校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主持（参

与）国家级、省部级、厅级和校级科研项目 57 项，在国内外学术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 200 篇，出版著作、教材 21 部，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级学术

和教学奖励 6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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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盛兵，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院长，教育部区域与

国家研究基地华南师范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执行院长，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评审

专家。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会理事长，《现代教育

论丛》编委会主任，曾任华南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国际文化学院

院长、阿姆斯特丹大学、英国莱斯特大学和美国波士顿学院访问学者，

广东省政协委员。出版专著 8 部，发表论文 8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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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鸣强，湖南省政协常委、文教卫体与文史委主任、民进湖南

省委会副主委，教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

经担任湖南师范大学教学评估办主任、湖南省文化厅副厅长、上海

闵行区副区长（挂职）、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

长期从事人民政协理论、政党建设、教育经济与管理、文化建设与

管理等方面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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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万鹏，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院长。兼任中

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现代教育管理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湖

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省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教育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财政学会常务理

事，湖北省教育经济学会会长。2011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支持计划。湖北省师德标兵、湖北省“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经济与财政、教育政策、农

村教育。在《教育研究》《教育学报》（香港）等期刊发表论文 70 多篇，20 多篇论文被

《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005 年以来，围绕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等议题，先后为国务院、教育部、财政

部、世界银行等部门提供 20 多份教育政策咨询报告。主持国务院、教育部、财政部、世

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0 多项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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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天，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党委书记，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管理、质量评价

研究，曾长期在教育部从事高等教育教学评估组织

和研究工作。参与过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发展纲要、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体方案等重要文件调研起草工作。兼任教育

部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

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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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根书，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西部高等教

育评估中心主任、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陕西（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西高等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新世

纪人才支持计划、陕西高校人文社科青年英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兼任教育部教育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

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等职。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

校级等各类课题 40 余项，出版专著、教材 30 余部，发表论文 290

余篇；曾获陕西省教学成果特等奖、二等奖，陕西省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等各类奖励近 20 项。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教育政策经济分析、

大学学习理论与方法、高校毕业就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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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战军，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生教育研究

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评估中心、学位

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主要从事教育发展战略、高等教育管理与评估、研究生

教育、大数据与管理信息系统等领域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互联网+时代研究生教育管理变革与创新”项目负责人、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评价体系与推进战略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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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刚平，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

授，教育学博士。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组核

心成员，教育部高中新课程实验教材与课程资源研

究组负责人，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所

长、课程资源与教师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基础教育

课程研究中心教授。参与研制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方案、普通高中及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主编《国家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学专业支持计划从书》《教师新视野从书》《校本研究从书》等，著

有《课程与教学论》《课程资源论》《校本课程开发》《学校课程管理实务》《义务教

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研读》等。先后获首届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学

研究成果一等奖、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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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继存，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基本理论以及乡村教育与教化等领域的研究。

兼任全国教学论学术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综合实

践分会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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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伟，华中科技大学研究员，《高等教育

研究》副主编，编审，从事高等教育学、期刊

编辑学研究，在《教育研究》《北京大学教育

评论》《编辑之友》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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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珏，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长

三角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估中心执行主任，博士，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师范

大学等的兼职教授、特聘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

员。主要从事教育发展规划、人力资源开发、区

域教育发展及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参与和承担了国家和上海多个教育事

业发展五年规划及中长期规划纲要、中国和上海教育现代化 2035 战略规划及监测评价指

标体系的研究和起草工作。主持完成一批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教育规划重点项目以及教

育部、国家发改委和上海市政府委托的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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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应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教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浙江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咨询委员

会委员、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享受国务院政府津

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宣部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理论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

科学领军人才。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和政策、教育基本理论等

方面的研究工作。出版学术著作 16部，发表学术论文 200余篇；

承担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

（教育学）国家一般项目等 30余项。先后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

学）一等奖 2 项，二、三等奖各 1 项；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项，二等

奖 2 项；浙江省、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共 3项；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1 项，

全国教育科学优秀图书奖一等奖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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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礼，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评价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评

价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高等教育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院校战略规划专业

委员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主编。主要从事高

等教育政策与管理、大学发展与评价研究。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合著 20 余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省部级课题 20 余项、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二等奖、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 1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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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辉，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社长、执行主编，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兼任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和学术委员、

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质量监测分会理事长。承担全国教

育科学规划项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委托项目等 10 余

项，在《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学报》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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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知名专家持续邀请中，

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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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长沙

近的可以坐

地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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