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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编     2022 年 9 月 

北美 

我校与纽约大学联合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会议举行。9

月 6 日，我校与纽约大学联合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以下简

称“执委会”）会议举行。执委会成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

顾红亮、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杜震宇、上海纽约大学教务

长衞周安及科研副教务长、研究中心主任钱安琪参与会议。

我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主管郁悦、处长助理孙一、国际教育

中心副主任金丽君及上海纽约大学研究中心项目主管刘唯

轶、助理康欣怡等列席会议。 

 



 
 
 
 
 
 

此次召开执委会旨在讨论并商定两校对五个联合研究

中心的年度评估意见及相关后续工作。双方基于《联合研究

中心评估意见框架》及相关职能部门反馈意见，充分交换了

关于计算化学、脑与认知、全球历史·经济·文化、物理、

数学等五个中心 2021-2022学年学术表现与未来发展的意见

与建议，形成了初步共识。在会上，双方还研讨了华东师范

大学-上海纽约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专项（N.E.T 项目）的相

关事宜，双方对于进一步加强项目宣传、招收更多优质学生

及创新培养模式等达成一致意见。（项目负责：孙一） 

 

我校与美国大河谷州立大学启动第四期远程国际伙伴

语言交流学习活动。9 月 28 日晚，我校师生与美国大河谷州

立大学（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师生开展远程国际伙

伴语言交流学习活动首次线上活动。大河谷州立大学国际部

海外学习项目协调员 Holly Miller(胡佳琪)、学校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处长助理孙一以及双方参与项目的 28 名中外学生参

与在线交流。（项目负责：孙一） 

 

欧洲 

第二十二届中法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硕士生遴选工作

会议举行。9 月 27 日下午，第二十二届中法联合培养研究生



 
 
 
 
 
 

项目硕士生遴选工作会议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举行，我校研究

生院副院长杨福义、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业务主管郁悦、项目

官员刘晓玲、刘小燕，法国三所高师学校国际处负责人及两

校各学科协调员与会，54 名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候选人通过

视频参加面试。会上，各位专家从项目申请动机、研究主题、

学科背景、外语水平等方面对候选人做了考察。经中法双方

讨论，遴选委员会最终确定出各专业的录取名单。（项目负

责：刘小燕） 

 

我校合作的都灵大学孔子学院与格拉茨大学孔子学院

外方院长获颁“孔子学院院长纪念奖章”。9 月 27 日，中国



 
 
 
 
 
 

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 2022“孔子学院日”活动在线上成功举

办。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

发表视频致辞，活动由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赵灵山主持。

我校孔子学院工作办公室、我校合作的海外孔子学院、孔子

课堂代表出席此次活动。我校合作的意大利都灵大学孔子学

院外方院长史芬娜（Stefania Stafutti）与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孔

子学院外方院长陈万杰获颁“孔子学院院长纪念奖章”，两

位院长的累计任职时长均超过十年。 

史芬娜表示，多年来，都大孔子学院按照六大原则运行与

发展，包括：和中方院校保持友谊与合作关系；中外方院长

通力合作；保持健康的工作环境；和本地的教育文化机构保

持合作；与本地华人协会保持合作；在教育与文化活动中注

重高质量。陈万杰表示，格拉茨大学孔子学院建立了“143 战



 
 
 
 
 
 

略发展规划”，创新实现了“教学质量、学生数量和孔院体

量”为目标的三大“量点”，注重“造就业，增经济，求共

赢”的务实合作。（项目负责：何所思） 

 

《中白教育：相向而行 30 年》研讨会在线举行。9 月 29

日，由华东师范大学、白俄罗斯教育部、白俄罗斯驻华使馆

联合举办的《中白教育：相向而行 30 年》研讨会在线举行。

白俄罗斯教育部第一副部长伊琳娜·斯塔拉沃伊托娃、白俄

罗斯驻华大使尤里·先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际司副

司长席茹、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傲英出席会议并致辞。 

 

研讨会上，参加研讨会的中国各高校白俄罗斯研究中心

负责人就如何进一步推进与优化中心建设、深化同白方高校



 
 
 
 
 
 

和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提出诸多

建议。白俄罗斯高校代表也就中白高校合作及共建白俄罗斯

研究中心等问题发言，表示将同中方共同努力，为中白两国

的教育发展做出贡献，并以此助力两国关系的发展和两国发

展战略的对接。（项目负责：吴双丽） 

 
大洋洲 

我校与昆士兰大学商业经济与法律学部洽谈合作。9 月

28 日下午，我校经济与管理学部外事主管吴雨晴、国际合作

与交流处项目官员许诚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商业经济与

法律学部大中华区项目经理 Michael Chen、国际事务联络官

Han Zhu 视频连线，商谈两校学部间开展本硕衔接学位项目

的可行性。 

双方首先回顾了两校现已开展的本科“2+2”项目和海外

留学项目，并表示随着今年澳大利亚边境的全面开放，国际

交流即将迎来新曙光，双方愿积极搭建开展本、硕阶段双学

位项目的平台，为学生提供优质的留学通道。随后，双方就

拟开展的项目专业、学制安排深入交换了意见。（项目负责：

许诚） 

 



 
 
 
 
 
 

港澳台资讯 

港澳台办公室与哲学系开展线上对接工作会。9 月 22 日，

港澳台办公室与哲学系开展线上对接工作会，哲学系王柏俊

书记、刘梁剑系主任、郁峰副系主任、港澳台办公室王素斌

主任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对接会主要商谈哲学

系与港澳高校在双学位联合培养、夏令营暑期学校等方面的

项目合作。港澳台办公室后续进一步推动哲学系与港澳地区

高校的交流，逐步推进项目落地。（项目负责：孙小燕、王

非） 
 

我校港澳台办与闵行区台办召开工作沟通对接会。9 月

23 日，我校港澳台办公室与闵行区台办召开工作沟通对接会

在闵行区吴泾镇举行。闵行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台办主任

张海平，区台办副主任宋远芳，区台办台湾事务科科长宋平

芳，市台协闵工委青年部部长陈信安，吴泾镇党委委员刘芳，

我校统战部副部长章平、港澳台办公室主任王素斌、经管书

院副院长王郦玉，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双方参会人员就未来合作方向展开热烈讨论，纷纷发言，

就建立定期工作沟通机制，并就如何发挥我校学科优势和闵

行区的企业与文化资源优势进行探讨，实现区校联合、资源

互补。（项目负责：雷妍、徐庆庆） 



 
 
 
 
 
 

我校 2022 年秋季港澳台交换生民俗文化参访。9 月 28

日，我校 2022 年秋季港澳台交换生齐聚崇明，感受江南地区

传统的民间、民俗、民族文化元素，通过寓知识性、文化性、

史料性、趣味性为一体的互动参观和体验，切身体悟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挖掘、保护、传承”的人文精神，增进文化归

属、增强文化自信。本次活动由港澳台办公室主办，学生（研

究生）工作部协办。 

2022 年秋季，我校共接收来自港澳台地区 11 所友校的

17 名学生。交换生的互动往来，是后疫情时代与港澳台高校

线下交流的常规项目。我校积极配合防疫要求、实时调整项



 
 
 
 
 
 

目方案，为港澳台青年提供了有力的交流平台。（项目负责：

雷妍） 

 

院系动态 

全球教育学院院长论坛之“全球院长展望教育未来”系

列活动第二场成功举行。全球教育学院院长论坛之“全球院

长展望教育未来”系列活动第二场“后疫情时代的研究生教

育与留学生教育”于 9 月 15 日晚通过 ZOOM 线上会议顺利

举行。本次活动邀请英国爱丁堡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院长

Richard Andrews 教授担任主讲嘉宾，美国堪萨斯大学教育与

人类科学学院课程系副教授 M’Balia Thomas、课程系博士生

Luke Parker 为对话嘉宾，美国堪萨斯大学教育与人类科学学

院院长 Rick Ginsberg 教授、美国波士顿学院教育学院院长

Stanton Wortham 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陈霜

叶教授为与会嘉宾，由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李梅教授主

持，共同就后疫情时代的线上教育、研究生教育和留学生教

育三大问题进行对话，讨论后疫情时代“新常态”下的研究

生层面的留学生培养，吸引了近百位线上观众参与。 



 
 
 
 
 
 

 
三位院长与青年教师和博士生代表的对话同时吸引了

线上观众的积极提问和互动。三位院长均表示，在后疫情时

代，人们需要寻求线上与线下之间的平衡，以期构建新常态

下人与人之间新的连接，但他们仍非常期待尽快实现面对面

的对话、开展更深层次的学术交流，从而进一步发挥全球教

育学院院长论坛的在全球范围内的积极影响力。（来源：教

育学部） 

 

“数字丝路”可信智能软件国际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举

行。9 月 23 日上午，“数字丝路”可信智能软件国际联合实

验室揭牌仪式在华东师大普陀校区举行。上海市科委副主任、

市外专局副局长黄红，上海市科委国际合作处处长何晌艳，

上海市科委高新技术处副处长于金旭，上海市科委国际合作



 
 
 
 
 
 

处项目官员杨文展一行莅临指导。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顾红亮，校长助理施国跃，校科技

处处长杨海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杜震宇，软件工程学

院党委书记斯阳，学院副院长陈铭松，学院副院长邓玉欣，

院长助理缪炜恺，软件工程专业责任教授朱惠彪，“数字丝

路”可信智能软件国际联合实验室中方负责人钱海峰等参会。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Yang Liu 教授、以色列希伯来大学

Guy Katz 教授、以色列海法大学 Shay Geuron 教授、塞尔维

亚诺维萨德大学 Miroslav Popovic 教授作为外方负责人以视

频方式致辞，祝贺国际联合实验室成立。（来源：软件工程

学院） 

 



 
 
 
 
 
 

2022 国际知名学者大讲堂 |“大技术变革时代下的管理

前沿与创新”系列讲座精彩收官。为进一步帮助我校研究生

开阔国际化经济管理视野、探索前沿科技发展趋势，由研究

生院主办，经管专业学位教育中心承办的 2022 国际知名学

者大讲堂—“大技术变革时代下的管理前沿与创新”全球云

讲堂活动于 9 月 25 日，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精彩开讲。

该系列讲座特邀三位来自美国、澳大利亚、以色列且在管理

前沿与创新领域具有国际声誉的知名学者进行授课。 

 
活动结束后，参与讲座的同学纷纷表示，此次活动在疫

情之下同样满足了对于国际交流的需求，三位国际知名学者

以国际视角理论结合实战的分享令人受益匪浅。全球云讲堂

旨在进一步助力我校研究生进行全球联合学习、把握前沿技

术发展趋势，开阔国际格局视野，提升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



 
 
 
 
 
 

境及数字化时代中的卓越领导力，同时也利于实现我校研究

生“卓越育人”、前沿技术研究及“高精尖缺”人才培养等

多元目标。（来源：经管学部专业学位教育中心） 

 

“海洋十年”再牵手：“海上丝路”河口海岸国际联合

实验室成功签约联合国“海洋十年”。9 月 28 日，联合国政

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公布了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

十年”（简称“海洋十年”）新一批 31 个签约行动，华东师

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领衔的“海上丝路”河口

海岸国际联合实验室项目(Joint 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of 

Deltas, Joint-Delta) 成功入选。这是继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发起的“大河三角洲计划”2021 年签约成为联合国“海

洋十年”首批行动计划后，又一次获得联合国“海洋十年”

的肯定。 



 
 
 
 
 
 

 
“海上丝路”河口海岸国际联合实验室项目依托于河口

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牵头的联合国“海洋十年”“大河三

角洲计划”（Mega-Delta Programme），于 2021 年获批上海

市科委“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项目。

项目执行期为 2021 年 10 月至 2024 年 9 月，已经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成功召开项目启动会，来自中国、巴基斯坦、罗马

尼亚、埃及、孟加拉国的 46 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参加了会

议。（来源：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我校 2022 暑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交流活动营”

顺利结营。美术学院于 2022 年暑期顺利举办“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融合交流活动营”，该活动由港澳台办公室校内优质项

目资助计划提供支持。 



 
 
 
 
 
 

该项目为期一个月，涵盖了优秀传统文化主题讲座及研

讨、艺术创作及新创作展览、艺术工厂调研及沉浸式体验三

大版块。活动营采用“名师讲、青年说、大家谈”的多渠道

学习方式，邀请著名学者、艺术家、工艺美术大师等，带领

学员参与到系列讲座及沉浸式创作体验中。此次活动是引导

青年学子，学习传统文化、热爱传统文化的一次崭新尝试，

拓宽了包括港澳台同学在内的各专业同学的审美视野，也为

他们参与更多新时代审美创造、在未来成长为卓越人才夯实

了根基。（来源：美术学院；校内港澳台学生优质教育项目

负责：王非） 

 

“书海拾慧，共读共成长”读书会 ——“港澳台教育引

领者培育计划”系列活动顺利开展。依托“港澳台教育引领

者培育计划”，教育学部于 8 月中旬推出了“书海拾慧，共



 
 
 
 
 
 

读共成长”线上读书会活动。本次读书会历时两周，以学生

报名、线上阅读交流和撰写读书心得的形式开展，吸引了广

大港澳台学子和内地学子的积极参加。共读的同学们从教育

类、人文社科类、红色经典类和品读中国类等多类书籍中选

择自己感兴趣的书目进行阅读，并在微信群中与其他同学积

极交流，碰撞思想的火花。（来源：教育学部；项目负责：

王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