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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經由教育系姜添輝主任及本校研究發展處同仁的事先協調聯絡，安排於

六月二十五日至六月二十九日間前往北京師範大學、北京首都師範大學、中央民

族大學參訪及分別簽訂院級及校級合作交流事宜。 

二十七日晚上本校黃秀霜校長飛抵北京，二十八日早上十點黃校長帶領我們

前往北京首都師範大學與該校領導階層交流，並由校長代表與該校簽訂兩校之合

作交流協議。二十八日下午兩點半黃校長帶領我們拜會北京師範大學董奇校長。 

二十九日早上三人前往中央民族大學，先至該校教育學院與蘇德院長及其院

內同仁和同學座談，再前往拜會該校宋敏校長等學校領導幹部，並協談兩校教育

學院去年簽訂協議書中，有關學生合作交流條款之更具體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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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次參訪及簽訂合作協訂緣於大學國際化及師生跨國交流為一世界性潮

流。在此潮流下本校為拓展師生國際視野及增進學術交流活動，乃積極與中國大

陸及世界各國之大學進行合作交流。此次參訪及簽訂合作協訂之三所大學，包括

北京師範大學、北京首都師範大學及中央民族大學，皆為位於北京地區之中國大

陸知名大學，參訪這三所大學，對於拓展本校辦學視野及增進雙方了解與友誼皆

有助益；而與這三所學校簽訂合作交流協訂，對於雙方之學術合作及師生之跨國

學習亦皆有所幫助。 

        具體言之，本次參訪及簽訂合作協訂之目的如下： 

一、參訪北京師範大學、北京首都師範大學及中央民族大學，與三校之校長、教

授及行政人員座談，以拓展雙方之辦學視野及增進雙方了解與友誼。 

二、與北京師大教育學部簽訂院級合作協訂，本著雙方互惠、合作、對等及促進

發展的原則，針對教育研究出版、教育研究合作、教師學術及學生互訪和交

換學習等事項進行交流合作。 

三、與北京首都師範大學簽訂校級合作協訂，以促進兩校之學術合作及師生互訪

與交流，裨益兩校之發展。 

四、與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院簽訂院級學生交換之具體合作事項，以做為兩校學

生交換學習之辦理依據。 

 

貮、參訪北京師範大學與其教育學部簽訂合作交流協議情形 

以下先簡介北京師範大學與其教育學部之概況，再說明參訪及簽訂合作交流

協議情形： 

 

 

 

 

 

 

黃院長與北師大石中英部長簽合作協訂合影      兩校參與院級合作協訂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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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秀霜校長與北師大校長董奇合影          黃校長、董校長及陪同人員合影 

一、北京師範大學及其教育學部之概況 

北京師範大學是中國教育部直屬之重點大學，是一所以教師教育、教育科學

和文理基礎學科為主要特色的著名學府。此校的前身是 1902 年創立的京師大學

堂師範館，1908 年改稱京師優級師範學堂，獨立設校。1912 年改名為北京高等

師範學校。1923 年更名為北京師範大學，成為大陸地區歷史上第一所師範大學。

1931 年、1952 年北平女子師範大學、輔仁大學先後併入北京師範大學。 

  “七五＂、“八五＂期間，北京師範大學被確定為大陸地區首批重點建設的

十所大學之一。“九五＂期間，又被首批列入“211 工程＂建設計畫，後並列為

“985＂重點建設學校。 

  北京師範大學校本部（北太平莊校區）占地面積 1048 畝，是此校教育教學

活動的主要集中地。校本部教職工近 3100 人，其中專任教師近 2000 人。全日制

在校生近 22000 人，其中：大學部學生約 8900 人、研究生約 11300 人、長期留

學生 1800 多人。現設 1個學部、22 個學院、2個系、36 個研究院。 館藏文獻

410 多萬冊。 

  北京師範大學現有本科專業 58 個、碩士學位授權點 166 個、博士學位授權

點 111 個、博士後流動站 25 個、 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 24 個、碩士學位授權

一級學科 36 個。在大陸地區高校中排名第 8位。 

北京師範大學於 2009 將原有教育學科相關單位加以整合，組建了教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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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現擁有教育學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13 個博士學位授權點，15 個碩士學

位授權點，5個本科專業，其中特殊教育學、教育技術學為教育部特色專業建設

重點。 

教育學部是中國教育科學研究的橋頭堡和策源地。現設有教育基本理論研究

院、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教育歷史與文化研究院、教育技術學院、教育管理

學院、課程與教學研究院、教師教育研究所、教育經濟研究所、學前教育研究所

（系）、特殊教育研究所（系）、職業與成人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所、教

育統計與測量研究所、教育心理與學校諮詢研究所等 14 個實體性學術機構，承

擔著學科建設、科學研究、人才培養、社會服務等重要職責。學部擁有《比較教

育研究》、《教育學報》、《教師教育研究》、《中國教師》等專業期刊，。 

教育學部現有教學科研人員 215 人，其中教授 74 人，副教授 76 人，90%的

教學科研人員擁有博士學位。學部現有在校生 2079 人，其中本科生 602 人，碩

士研究生 941 人，博士研究生 243 人，專業學位在校人數 587 人。 

教育學部設有「教育部小學校長培訓中心」、「華北教育管理幹部培訓中心」，

是中國大陸校長和教師培訓的重要基地。 

 

二、參訪及與北京師大教育學部簽訂合作交流協議過程 

 本次參訪及與北京師大教育學部簽訂合作交流協議情形說明如下： 

（一）六月二十六上午十點黃宗顯院長與姜添輝主任前往北京師大英東樓會議

室，與教育學部石中英部長、李家永副部長及外事部武海濤主任會面。先

由黃院長進行本校及教育學院簡介，再由石部長介紹北京師大教育學部之

概況。接著彼此就兩校教育研究、師生合作交流等有關事項進行意見交

換。最後由黃院長及石中英部長代表簽訂雙方之合作交流協議。此協議書

的主要內容本雙方互惠、合作、對等及促進發展的原則，針對教育研究出

版、教育研究合作、教師學術交流及學生互訪、交換學習等事項簽訂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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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十八日下午兩點半本校黃秀霜校長帶領黃院長及姜主任，拜會北京師範

大學董奇校長，北師大出席的人員尚有副校長郝芳華、港澳臺事務辦公事

主任王秀梅等領導幹部。兩校校長之研究領域相似，董校長前幾年且曾到

訪本校，故而彼此見面頗親切，在校務及研究研究發展方面相談甚歡。之

後，在外事部武海濤主任的引導下，黃校長與黃院長兩人參訪了北師大校

史館及啟功紀念館。 

叁、參訪北京首都師範大學簽訂校級合作交流協議情形 

此行的另一件要務即與北京首都師範大學簽訂校級合作交流協議。以下先簡

介北京首都師範大學之概況，再說明參訪及簽訂合作交流協議情形： 

 

 

 

 

      黃校長與北京首都師大官釋力校長及其同仁座談合影 

 

 

 

 

 

 

 

 

黃校長與官校長簽約及陪同人員合影          黃校長贈紀念品給官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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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北京首都師範大學之概況 

首都師範大學創建於 1954 年，是一所包括文、理、工、管、法、教育、外

語、藝術等專業的綜合性師範大學，是北京市進入“211 工程＂的市屬重點大

學。為北京市培養基礎教育合格師資和其他現代化建設所需人才的重要基地。 

    此校現有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 17 個，博士點 97 個，博士後流動站 14 個，

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 26 個，碩士點 146 個。國家重點學科 4個，國家重點培

育學科 1個，北京市一級重點學科 8個，北京市二級重點學科 6個， 2 個北京

市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3個北京高等學校市級校外人才培養基地，6個北

京市實驗教學示範中心。 

 此校下設文學院、歷史學院、政法學院、音樂學院、美術學院、外國語學院、

管理學院、教育學院、數學科學學院、物理系、化學系、生命科學學院、資源環

境與旅遊學院、資訊工程學院、教育技術系、初等教育學院、繼續教育學院、國

際文化學院、學前教育學院、京疆學院等 21 個院系以及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

大學英語教研部、體育教研部，共有大學專業 52 個。各類學生總數 29,396 人。

其中，全日制專科生 102 人，大學部生 10,271 人，碩士研究生 4,786 人，博士

研究生 505 人，成人教育學生 13,097，外國留學生 635 人。 

此校現有教職工 2,595 人，在 1,469 名專任教師中具有博士學位者 778 人，

碩士 502 人，碩士以上學位教師占專任教師總數的 87.1%。在校工作的中國科學

院、工程院院士 6人，俄羅斯工程院院士 1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

員 3人，國家教育部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 14 人，入選國家“千人計畫＂專

案 4人，教育部長江學者計畫特聘教授 7人，國家傑出青年基金資助者 7人，長

城學者培養計畫入選人員 4人。    

    此校占地約 1,500 畝，建築總面積約 63 萬平方米。校圖書館收藏各類圖書

文獻 456.43 萬冊（件），館藏基礎雄厚。此校建有數位校園建設中心，校園網路

已全面開通。此外，還建有大陸地區國家級標準運動場、體育館、羽毛球館、游

泳池等體育運動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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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往與北京首都師範大學簽訂校級合作交流協議過程 

六月二十八日上午十點本校黃秀霜校長帶領黃院長及姜主任，前往北京首都

師範大學，與其代理校長官釋力、副校長兼教育學院院長孟繁華、國際文化學院

院長韓梅、教育學院丁錦紅副院長等學校領導人座談。雙方校長先分別介紹學校

發展狀況後，北京首都師範大學孟繁華副校長簡介該校教育學院狀況，本校黃院

長亦扼說明教育學院各學系師生現況與研究發展特色。之後雙方校長簽訂校級合

作交流協議。本著互惠、合作、對等及促進發展的原則，兩校未來將針對研究出

版、學術研究、教師互訪及學生交換學習等事項，進行合作與交流，以助益兩校

校務發展。 

肆、前往與中央民族大學交流及協簽院級學生合作交流事項情形 

六月二十九日早上九點半在黃校長帶領下，三人前往中央民族大學拜會宋敏

校長等學校領導幹部，及協談補簽兩校教育學院去年簽訂協議書中，有關學生合

作交流條款之更具體事項。以下說明中央民族大學校況及交流情形： 

 

 

 

 

 

 

黃校長與蘇德院長及其同仁座談        黃校長拜會宋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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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敏校長贈黃校長紀念品         黃校長及宋敏校長及陪同人員合影 

一、中央民族大學及其教育學院概況 

中央民族大學坐落於北京學府林立的海淀區，前身是 1941 年 9 月中國共產

黨在延安創辦的民族學院。1951 年 6 月，中央民族學院在北京正式成立。1993

年 11 月，更名為中央民族大學。1978 年被批准為大陸地區國家重點大學，1999

年、2004 年先後進入“211 工程＂和“985 工程＂國家重點建設大學行列。 

此校現有 23 個學院，55 個本科專業、5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39 個

二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和 162 個碩士學位授權點，國家級重點學科 3個，2個

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3個國家“985 工程＂哲學社會科

學創新基地。 

此校現有教職工總數為 1991 人，其中專任教師 1083 人，專任教師中教授、

副教授 628 人，占專任教師總數的 58%。另外，學校還常年聘有 60 多名外籍專

家任教。目前此校有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哲學社會科學規劃領導小組

學科評議組、地方誌領導小組、社會科學委員會、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國務

院發展研究中心等國家學科規劃和評審機構成員 18 人，雙聘院士 2人，長江學

者 1人，大陸地區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畫＂人選 46 人。 

此校現有全日制在校生 15823 人，其中大學部學生 11261 人，碩士、博士研

究生 4000 多人，少數民族預科生 482 人；大學部學生（含預科生）中，少數民

族學生比例為 55.6%。中央民族大學已成為培養少數民族傑出人才的搖籃。 

此校現占地面積為 37.8 萬平方米，另規劃新校區占地面積 81 萬平方米。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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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類圖書和電子圖書 300 萬餘冊，民族學、中國少數民族語言文學圖書文獻資

料藏量居大陸高校前列。 

    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院是一個院、所合一的教學科研單位，是中央民族大學

"211 工程"、"985 工程"專案重點建設單位，設有國家"985 工程"建設專案"中國

少數民族教育研究創新基地"，基地下設民族教育理論與政策研究中心、教育人

類學研究中心、少數民族雙語教育研究所、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心、跨文化心理

與教育研究所。 

此學院下設民族教育研究所、藝術研究所以及教育學、教育史、心理學、藝

術教育中心 4個教研室，並建有圖書資料室、鄉土教材陳列館、教育心理學綜合

實驗室。教育學院現已形成了本、碩、博完整的人才培養體系，現有 1個教育學

本科專業，擁有教育學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予權，現有教育學原理、課程與教學

論、比較教育學、高等教育學、中國少數民族教育、中國少數民族藝術、教育碩

士專業學位點以及中國少數民族教育博士點。目前學院學生 375 人，其中碩士

生、博士生 220 人。大學部學生中少數民族學生約占 65%。 

    近年來，此教育學院教師承擔了 50 多項與民族教育有關的國家級和省部級

課題以及國際合作專案；多項科研成果榮獲國家及省部級一、二等獎；正式出版

的民族教育學和教育人類學著作(含教材)70 餘部。此教育學院有四位教授參與

了<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剛要(2010-2020 年)>的前期調研、起草、修

改等工作，所撰寫的"關於民族地區高等教育發展與人才培養研究"的調研報告曾

受到中央高度重視。 

    此教育學院以教育學、心理學、語言學、人類學等學科為基礎，以少數民族

教育研究為特色，致力於培養具有創新精神與實踐能力的少數民族教育高級專門

人才。 

二、前往中央民族大學交流及協簽院級學生合作交流事項過程 

     二十九日早上九點半黃秀霜校長與黃院長、姜添輝主任三人前往中央民族

大學，先至該校教育學院與蘇德院長及其院內同仁和同學座談，再前往拜會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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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敏校長。中央民族大學出席的人員尚有國際合作處何克勇處長及港澳臺事務辦

公事室關燕於主任等多位學校領導幹部。 

    宋敏校長先口頭介紹中央民族大學發展簡史及現況，黃校長亦介紹本校發展

情形及特色。宋校長在交流中說明該校簽訂合作交流協議的原則，希望由院級先

進行實質交流，待有兩個學院以上實際交流狀況良好時，再簽訂校級合作協議。

宋校長亦說明該校院級簽訂合作協議後，對於學生部份的交流事項需進一歩訂有

更具體之細則。所以本校教育學院去年雖已與該校教育學院簽有合作協議，但依

該校規定，乃需再協簽有關學生交換合作和交流之更具體事項。此次交流氣氛融

恰，對兩校之校務發展及合作交流具有助益。 

     拜會中央民族大學校長完後，黃院長及姜主任與該校教育學院及國際事務

人員商談院級學生合作交流之具體細項，包括交換學生的人數、申請時間和條

件、學雜費、住宿等具體條文。因當日不及完成協議內容繕打，故商議文件製作

完成後，透過郵寄方式簽署。 

 

伍、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此次參訪時間雖僅短暫五天，但順利完成拜會北京師範大學、北京

首都師範大學、中央民族大學三校之學校領導階層，也順利與北京師範大學

教育學部及北京首都師範大學，分別簽訂院級及校級之合作交流協議。亦與

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院協談完成院級學生合作交流之具體細項。整體而言，

任務圓滿達成。 

冀望此次參訪及簽訂合作交流協議，能更增加本校與北京師範大學、北京

首都師範大學、中央民族大學之學術合作及師生交流，對於雙方學術研究、

師生拓展視野及校務發展有積極正向之助益。 

（二）建議：透過此次交流活動，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1.本校宜持續彰顯辦學特色，以更提昇國際學術交流之吸引力與影響力：

此次參訪三所大學，發現這三所大學皆具辦學特色，如北師大辦有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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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專班、北京首都師範大為北京市進入“211 工程＂的市屬重點大

學。中央民族大學則在少數民民族教育政策及人才培育為中國大陸之領

導大學。三所學校展現之辦學特色及追求學術與教學卓越的強力動能，

對我校之辦學具有啟示性。持續彰顯本校之辦學特色，可以更提昇本校

在國際學術交流上的吸引力與影響力。 

2.本校未來可考慮設立辦理國際學術交流及外籍生事務之專責單位及館

所。此次參訪之三所大學皆設有辦理國際學術交流及外籍生事務之專責單

位及館所，值得本校未來推展國際化之參考。 

3.本校未來在院級可增編國際學術交流之專門經費：此次參訪之三所大學

在院級皆有接待國際學術交流人員之可報支經費及推動國際學術交流之

專門預算，但本校目前在院級並無此部份之專門經費可用，未來學校可

考慮增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