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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校长访问我校。 6 月 11 日， 

近日，教育部“中非高校 20+20合作计划”我校一对一合作院校，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新任校长 William Anangisye 教授

一行 4人访问我校，陪同来访的有该校教育学院代理院长 Method 

Samwel Semiono 教授、国际合作负责人 Geofrey Felix 

Kalumuna先生以及公共关系项目官员 Jackson Isdory 先生。 

校党委书记童世骏、副校长汪荣明分别会见了代表团。会谈

期间，童世骏代表学校欢迎 William 教授再度访问我校，并对

William 教授就任校长表示祝贺。童世骏表示，中坦关系源远流

长，两国以坦赞铁路为标志，近五十年里，在政治、经济、文化

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交往和合作。华东师大十分重视与坦桑尼

亚的教育交流，他期待两校在生态学、历史学、教育学等领域能

开展更多的科研合作。William 教授感谢我校此次的热情接待，

并对两校间的多年合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同时表示，将全力支

持推进两校更多优势学科的全方位合作，在两校已有的非洲史研



 

究、发展中国家教育硕士项目以及河口海岸科学研究领域的深度

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两校的合作往来。 

副校长汪荣明回顾了两校自 2010 年成立坦桑尼亚联合研究

中心以来的合作情况，并向来宾介绍了我校国际化发展的最新情

况，特别是我校的“国际+”行动计划。William 教授表示，华东

师范大学是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老朋友，更是其在中国密切的合

作伙伴，希望今后可以有更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学生到华东师

范大学交换学习，并开展多种形式的科研合作和师生互访等。双

方就学生交换、博士生联合培养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代表团在我校访问期间，还与我校教育学部、河口海岸国家

重点实验室、历史系、留学生办公室、国际教师教育中心等相关

学科和部门负责人交流，就教育学部博士生互访、海洋科学领域

合作研究、历史系在坦拟建工作站等事宜进行深入讨论，并看望

了目前在我校学习的十余位坦桑尼亚留学生，鼓励他们要珍惜在

华留学机会，学有所成，为未来中坦两国发展做贡献。 

 

北美 

华东师范大学-阿尔伯塔大学先进科学与技术联合研究院执

行委员会会议在校举行。6 月 11-13 日，华东师范大学-阿尔伯塔

大学精密光谱与纳米技术研讨会在我校举行。加拿大阿尔伯塔大

学科研助理副校长 Declan Ali、工程学院副院长 Ying Y Tsui、亚



 

洲区主管徐锦佳一行 25 人参加本次研讨会。我校副校长汪荣明、

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吴健、物理系系主任赵

振杰以及科技处、国际交流处相关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会议由吴

健主任主持。 

会议期间，双方举行华东师大-阿尔伯塔大学先进科学与技

术联合研究院执行委员会会议，围绕研究院学术及管理架构、研

究评价体系、联合申请项目等深入商谈，拟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亚洲 

马来西亚中学校长领导力提升研习班开学典礼在我校举行。

6 月 17 日上午，“马来西亚中学校长领导力提升研习班”开学典

礼在我校举行。我校副校长汪荣明、对外联络处处长邢和祥，马

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教师教育局主任曾庆方、高级执行员

谢秋嫦，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代蕊华、副主任刘莉莉、

田爱丽等出席了开学典礼。开学典礼由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副主任

刘莉莉主持。 

汪荣明在致辞中对马来西亚独立中学各位校长的到来表示

欢迎。他回顾了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史沿革，特别阐述了在当前双

一流大学建设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学校在推进教育国际化战略

中所做出的努力。他指出，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发展独树一帜，

华东师范大学尤其重视开展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界的交流与合



 

作。此次举办的马来西亚中学校长领导力提升研习班是我校具有

开创性的中学校长培养项目之一，是积极服务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支持海外华人教育

事业发展的创新之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代蕊华对马来西亚华文中学坚持华语为教学媒介、积极传承

中华文化表达了高度的赞许，他详细回顾了校长中心与马来西亚

教育同仁交流的历程和筹备本次马来西亚中学校长领导力提升

研习班的过程，阐述了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下，校长培训中

心举办本次培训的意义和价值。他表示，期望通过本次研习，马

来西亚的校长们能够充分了解中国基础教育的最新发展动态，开

拓视野，学习经验，并与我国基础教育学校建立相互交流、相互

学习的互动平台，为推动中马两国的教育事业、文化交流做出更

大的贡献。 

曾庆方在讲话中，首先对华东师范大学和教育部中学校长培

训中心全力支持、全心筹备本次中学校长研习班表示了衷心的感

谢，并现场赠送了感谢状。曾庆方主任随后还介绍了马来西亚华

文教育现状——马来西亚现有 60 所华文学校、4739 名教师，但

承担了 70%以上马来西亚华人的基础教育重任。同时他还介绍了

马来西亚独立华文中学的领导机构，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联合总

会，多年来不遗余力，推动华文教育的发展。随后，曾庆方也分

析了马来西亚校长专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挑战与困惑，他



 

表示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作为华人感到由衷的自豪，迫切地希

望通过本次培训，提升华文教育学校校长领导力，加深对基础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解，并也期待今后能与我校在基础教育领域有

更多的合作。 

马来西亚巴生兴华中学的苏进存校长作为学员代表，表示一

定珍惜此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认真研习，亲身感受中国的基础教

育发展的巨大成就。期待能够利用这次研习与中国内地尤其是上

海的校长有更加充分的交流与学习。 

  “马来西亚中学校长领导力提升研习班”为期 8 天。中心将为

学员深度解读上海基础教育改革的历史、经验，上海基础教育学

校教师专业发展方向，中国文化与法治、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

等，组织第二期“国培计划”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校长及上海名

校长与马来西亚中学校长对话，并安排校长们到上海 7 所不同类

型、各具特色的优质学校跟岗学习一天。此外，为了帮助马来西

亚中学校长加深对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了解，中心还协助安排

了上海历史建筑、博物馆、上海大众等企业访问。 

 

    校领导率团访问中亚三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深

入落实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关于加强成员国教育文化交流共识，有

效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提升国际研究

学科整体实力，是我校“国际+”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为落



 

实该行动计划，副校长李志斌于 6 月 21-28 日率团访问了哈萨克

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 8 所高校和科研机构，

达成了系列合作共识。社科处处长吴瑞君、发展规划部副部长戴

勇、中亚研究中心主任陆钢及国际交流处相关人员随团出访。 

访问过程中，李志斌向访问单位介绍了我校的历史现状、发

展战略、国际化办学成就，并着重讲述了学校关于加强“一带一

路”研究、设立海外中国研究中心的设想，引起了中亚三国同行

的强烈兴趣和合作愿望。 

6 月 21 日-22 日，代表团访问了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

大学和 KIMEP 大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是 2013 年习主席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所在地。双方就两校人文社科方面开展务实合

作达成了共识，并拟签署合作协议，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 

我校与 KIMEP 大学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就在中亚地

区建立海外中国研究中心等相关问题与该校中亚研究中心主任

进行了深入探讨。鉴于该校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中国研究基础，

我校拟在此设立华东师范大学中亚地区海外中国研究中心，辐射

整个中亚地区，吸引中亚更多学者投身中国研究。 

访哈期间，代表团拜会了我国驻阿拉木图领事馆。领事馆文

化教育领事王庆平对我校和哈萨克斯坦高校的合作设想给予了

充分肯定，并表示会大力支持。 



 

6 月 23-25 日，代表团在塔吉克斯坦先后访问了塔吉克斯坦

国立大学、俄塔大学、塔吉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中心。 

在塔吉克斯坦国立大学，双方就学生交换、本科生“2+2”项

目、研究生“1+2”项目、夏令营等相关项目进行了深入讨论，达

成了合作意向。访问团还会见了塔吉克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中方及

外方院长，了解了汉语及中国文化在塔推广情况。经了解发现，

汉语在塔吉克斯坦非常流行。 

李志斌一行与俄塔大学校领导进行了会谈，两校签署了合作

协议，并就联合培养、学生交换、合作研究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塔吉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中心是该国最重要的智库。经过交流，

代表团与该中心主任拟就“一带一路”发展中的经济、社会、政

治、生态等问题开展合作研究，以期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6 月 26 日-28 日，代表团赴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师范大

学、撒马尔罕国立大学、撒马尔罕经济与服务学院访问。 

代表团与塔什干国立师范大学校领导进行了会谈。双方在共

同举办学术会议、开展师生交换项目、拓展合作学科领域等方面

达成了初步共识。之后代表团与该校历史人文学院教师进行了深

入座谈，两校的学者将就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开展合作研

究，共同举办学术会议，出版论文集，以期让更多的学者了解到

中亚，以及中亚对中国的文化、历史研究成果。 



 

撒马尔罕国立大学希望与我校在学术研究、人才联合培养、

中文教师培养方面开展密切而务实的合作，并建议在该校设立中

亚地区海外中国研究中心分中心。撒马尔罕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

要城市，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及文化。撒马尔罕经济与服务学院

领导在代表团访问时提出与我校加强旅游专业合作共建的设想。 

 

欧洲 

    我校代表团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友好合作院校及

机构。6 月 18-22 日，校党委副书记杨昌利率团访问捷克查理大

学、斯洛伐克科技大学、匈牙利外联集团及匈牙利罗兰大学，旨

在进一步深化师生交流、拓展国际科研合作。中国语言文学系系

主任朱国华、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院长张建民、国际教育中心主任

黄美旭、地球科学学部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副院长张秋卓以及国

际交流处相关工作人员随团出访。 

  访问查理大学期间，查理大学分管国际事务副校长 Jan Škrha

会见杨昌利一行。杨昌利从我校进入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A 类

高校行列为引线，向 Škrha 及相关教授介绍了我校国际化、学科

交叉融合、信息化（“3I”）三大发展战略以及“教育+”、“生态

+”、“健康+”、“智能+”、“国际+”（“5+”）五大行动计划，特

别通过我校与法国高师集团、美国纽约大学、加拿大阿尔伯塔大

学、法国里昂商学院、以色列海法大学等案例分析了国际合作对



 

于我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学科建设的重要支撑作用。Škrha

副校长表示对我校“3I”及“5+”的战略及行动计划印象深刻，查理

大学和华东师大一样也十分注重国际化和科研实力的提升，查理

大学至今已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北京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建

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学校非常重视科研工作，约 65%的教职

工从事学术和科研工作。他还提到，查理大学目前与华东师大在

中国语言和文学领域建立了合作关系，体育科学领域也正在商谈

合作，查理大学十分愿意与华东师大继续拓展其他领域的学生交

换、教师交流以及联合科研合作。 

杨昌利感谢查理大学的热情接待，表示查理大学作为欧洲最

古老的大学之一，其悠久的历史、严谨的治学态度、强大的科研

实力以及开放的国际化办学理念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希望两校在

现有良好合作基础上开展深度合作。会后，双方签署了校际学生

交换协议，拟从明年开始互派学生到对方学校学习。访问查理大

学期间，杨昌利一行还访问了该校文学院，与院长 Michal 

Pullmann 博士、国际事务副院长 Marketa Krizova 博士及相关教

授就中文、历史、哲学、外语等领域师生交流、合作研究项目等

进行了详细讨论。代表团一行还看望了即将来我校交流的查理大

学第一批中文系学生以及我校在捷克工作的校友，介绍了我校最

新发展、为留学生提供的各项服务以及丰富多彩的留学生校园文

化活动。 



 

访问斯洛伐克科技大学期间，该校校长 Robert Redhammer、

国际事务及信息化副校长 Čičák Pavel、分管教育的副校长 Štefan 

Stanko 以及负责战略发展的副校长 Oliver Moravčík 会见了杨昌

利一行。Robert Redhammer 校长在欢迎致辞中指出，斯洛伐克科

技大学作为斯洛伐克最大、最重要的理工类大学，在土木工程、

空间设计、环境、信息技术等领域在斯洛伐克处于领先地位，学

校注重学生创新科研能力培养，期待两校进一步合作。杨昌利介

绍了我校源于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我校首任校长孟宪承教授

“3C”（Creativity、Character、Community）的教育理念并着重分

享了我校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和上海市重点实验室和其他科

研机构的情况。杨昌利表示两校都有着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共

同理念，希望两校在生态环境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联合申请更

多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我校代表团一行还访问了与我校生态环

境学科有深度合作的斯洛伐克科技大学 SPECTRA 卓越中心，重

点了解了双方崇明生态合作项目进展和计划。 

访问匈牙利期间，代表团与匈牙利外联集团总经理

Schoefinius Eszter 博士签署了关于共建华东师大匈牙利中国研究

中心合作备忘录。此项合作是在双方 2017 年 10 月签署有关“欧

洲汉语教师培训中心”协议基础上深化合作的体现。未来，双方

将通过组织一系列学术论坛、工作坊来推动我校学者及中东欧学

者合作开展中国问题研究，以学术研究的形式，成为让中东欧认



 

识中国社会、了解中国发展的窗口，借用国际智慧，助力“一带

一路”倡议和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访问匈牙利罗兰大学期间，该校校长 Laszlo BORHY、国际

事务副校长 Imre HAMAR（郝清新）会见了代表团一行。Laszlo 

BORHY 校长回忆起了 2015 年 10 月其担任人文学院院长期间访

问我校时见证两校校际合作协议签署的情景。他表示，华东师范

大学作为中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教育、心理以及人文社会

科学领域实力尤为突出，很多学科与罗兰大学的优势学科很吻合，

期待两校开展更多更深层次的合作。杨昌利感谢 BORHY 校长的

热情接待，希望两校在已有汉语教育领域合作基础上加强在教育、

特别是学前与特殊教育领域、心理学、历史、哲学、法学等领域

的合作。会上，双方签署了校际学生交换协议，将从明年起开始

实施学生交换项目。访问期间，杨昌利副书记还看望了我校在匈

牙利工作的校友。 

亚欧商学院第八次联合管理委员会会议召开。 6 月 30 日，

我校亚欧商学院第八次联合管理委员会会议在亚欧商学院召开。

法国里昂商学院校长 Bernard BELLETANTE、副校长 Tugrul 

ATAMER，我校校长钱旭红，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任友群，

国际交流处处长周云轩，经济与管理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袁志刚、

学部党委书记岳华，紫竹国际教育园区总经理唐继锋、副总经理

陈清华等出席本次会议。 



 

会议首先审议了亚欧商学院人事变动情况，审议通过由我校

新任校长钱旭红接替前校长陈群，担任联合管理委员会主席；由

经济与管理学部党委书记岳华担任新任中法联合学术委员会委

员；由亚欧商学院外事主管吴婉滢担任亚欧商学院联合管理委员

会中方秘书。 

本次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审议并签署了中法双方联合开

展“工商管理专业（中法创新实验班）双学位本科 2+2 合作项目”

和“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全球管理与中国研究）双学位合作项目”

两份协议。 

亚欧商学院中方院长何佳讯向联合管理委员会汇报了亚欧

商学院最近半年的各项工作，包括管理制度的建设与优化、教学

建设与改革进展、学术交流活动开展情况等在内的亚欧商学院治

理结构与建设进展，以及亚欧商学院已有教学项目的运行现状、

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亚欧商学院法方院长王华就 BU2 项目发展规划作报告。据

介绍，亚欧商学院计划开展工商管理本科证书类项目、市场营销

专业（精品品牌管理方向）单学位硕士项目、应用数学（定量金

融）双学位硕士项目和汉语言与工商管理双学位本科项目，同时

还将推进里昂商学院企业孵化器与华东师大双创学院的合作。 

此外，联合管理委员会对亚欧商学院的组织运行方案、组织

架构图和学院成果署名方案等相关议题进行了确认，并审议讨论



 

亚欧商学院通过自主选拔方式招收符合本科项目要求的优质学

生，以及互派中法双方学术与行政管理人员短期赴对方学校工作

以支持中法合作项目开展等问题。最后，联合管理委员会还就亚

欧商学院 2018 级新生开学典礼安排和第九次联合管理委员会会

议召开等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 

任友群作会议总结讲话，他感谢里昂商学院代表的到来，感

谢各方真诚高效地对各项议题进行审议和商讨，并表示华东师大

将进一步支持两校合作交流，推动亚欧商学院的发展。 

Bernard BELLETANTE 感谢华东师大一如既往的信任与友

好合作，同时也对亚欧商学院的未来寄予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