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文社科期刊发展与学科建设高端论坛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与期刊的使命担当

会议手册

2023.12.29 — 12.30 湖南·长沙

主办单位：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承办单位：湖南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期刊编辑部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

进一步推进学校“一四”发展战略，强化办学发展新理念，兹定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30 日在湖南长沙召开全国人文社科期刊发展与学科建设高端论

坛。

会议主题会议主题：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与期刊的使命担当 

会议时间会议时间：2023 年 12 月 29 日 -30 日

会议地点会议地点：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百熙楼 713 会议室 

会议联系人会议联系人： 

钟佩君 13469067837     胡  伟 13637313139

资丽君 13467628991     刘  祁 13787121510

全国人文社科期刊发展与学科建设高端论坛



与会主要领导专家

刘曙光刘曙光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常务副主编、编审

汪信砚汪信砚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

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洪庆明洪庆明
上海师范大学期刊社社长、总编辑、《高校文科学报学术文摘》主编、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

邹树梁邹树梁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原主编 ,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成员 , 南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旭东黄旭东
贵州社会科学院《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编审、

博士生导师

王建平王建平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研究会副理事长、《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编辑部主任、总编辑、教授、博士生导师

魏   建魏   建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编辑部主任、二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

邓星华邓星华 《体育学刊》副主编、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文邦李文邦 湖南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会长、湖南大学期刊与出版社社长、编审

段发明段发明
湖南师范大学期刊社副社长、《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执行

主编

罗成翼罗成翼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   穗胡   穗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曹   兴曹   兴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   明陈   明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胡春光胡春光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曾晓洁曾晓洁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龙永干龙永干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李梦龙李梦龙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体育学院院长，教授

王朝晖王朝晖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蔡惠萌蔡惠萌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钟佩君钟佩君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期刊编辑部主任，教授



会议日程

第一阶段：2023 年 12 月 29 日 10:50-11:20

地点：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百熙楼 713 会议室

主持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曹兴教授

第二阶段：2023 年 12 月 29 日 11:20-12:30

主论坛主题：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与期刊的使命担当

地点：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百熙楼 713 会议室

主持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期刊编辑部主任钟佩君教授

参 加 人 员参 加 人 员

各学院院

长或副院

长、期刊编

辑部成员

序 号序 号 时 间时 间 议 程 内 容议 程 内 容

1 10:50-11:00 学校领导致辞

2 11:00-11:10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

理事长讲话

3 11:10-11:20 合影

序 号序 号

1

2

3

议 程 内 容议 程 内 容

主讲人主讲人：洪庆明，上海师范大学期刊

社社长、总编辑、《高校文科学报学

术文摘》主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主编、教授、博导

题目题目：中华文明千年大变局之下期刊

人的使命担当（线上）

主讲人主讲人：黄旭东，《贵州社会科学》

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编审、博

导

题目题目：新时代学术期刊新文化使命

主讲人主讲人：邹树梁， 《南华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原主编 , 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第七届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

时 间时 间

11:20-12:30

参 加 人 员参 加 人 员

各学院院

长或副院

长、期刊编

辑部成员



11:20-12:30

成员 , 南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题目题目：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

最高层一一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感悟

4

主讲人主讲人：王建平，全国高校文科学

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华南师范大

学学报》编辑部主任、总编辑、教授、

博导

题目题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传

播

5

主讲人主讲人：魏建，山东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主编、编辑部主任、

二级教授、博导

题目题目：对于“什么是综合刊”再思

考

6

主讲人主讲人：邓星华，《体育学刊》副主编、

教授、博导

题目题目：体育学刊的成长历程与未来

发展

7

主讲人主讲人：李文邦，湖南高校文科学

报研究会会长、湖南大学期刊与出

版社社长、编审

题目题目：赓续红色基因  办好特色鲜明

的学术期刊

8

主讲人主讲人：段发明，湖南师范大学期

刊社副社长、《湖南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报》执行主编

题目题目：调查研究是做好期刊工作的

基本功

9

主讲人主讲人：汪信砚，武汉大学人文社

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

博导，《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主编

题目题目：如何理解学术期刊的高质量

发展



第三阶段：2023 年 12 月 29 日 14:30-16:30

 分论坛主题：学科建设与论文写作

主持人：相关学院负责人

序 号序 号 时 间时 间 各 分 论 坛 议 程 内 容各 分 论 坛 议 程 内 容 参 加 人 员参 加 人 员

1
14:00-16:00

主讲人主讲人：洪庆明，上海师范大学期刊

社社长、总编辑、《高校文科学报学

术文摘》主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主编、教授、博导

主持人主持人：胡春光 ( 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地点地点：教育学院会议室 ( 线上 )

各学院院

长、副院

长、教师

2

14:30-16:30

主讲人主讲人：刘曙光，全国高等学校文科

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

编审

主持人主持人：龙永干 ( 文学与新闻学院院

长，教授）

地点地点：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会议室

3

主讲人主讲人：黄旭东，《贵州社会科学》

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编审、博导

主持人主持人：陈明 (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教授）

地点地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会议室

4

主讲人主讲人：王建平，全国高校文科学报

研究会研究会副理事长、《华南师范

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总编辑；教授、

博导 

魏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主编、编辑部主任

主持人主持人：王朝晖 ( 商学院院长，教授）

地点地点：商学院会议室



5

14:30-16:30

主讲人主讲人：邓星华，《体育学刊》副主编、

教授、博导

主持人主持人：李梦龙 ( 体育学院院长，教授）

地点地点：体育学院会议室

6

主讲人主讲人：李文邦，湖南高校文科学报

研究会会长、湖南大学期刊与出版社

社长、编审

主持人主持人：蔡惠萌（美术与设计学院副

院长，教授）

地点地点：美术与设计学院会议室

7

主讲人主讲人：段发明，湖南师范大学期刊

社副社长、《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学报》执行主编

主持人主持人：曾晓洁（初等教育学院院长，

教授）

地点地点：初等教育学院会议室



与会专家简介

刘曙光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

编审、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期刊协会、

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2014 年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评为“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著有《人

的活动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关系》《全球化与反全

球化》《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论》等，参编《历史

哲学》《人学原理》《社会科学期刊编辑实用手册》《开

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

论的贡献》等，在《文史哲》《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北

京大学学报》《学术界》《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

等报刊上发表论文 100 多篇。

汪信砚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武汉大

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

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国家教材委

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会副会长、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等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0 多项，在海

内外出版著作和教材 20 多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300 多篇，获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奖励 40 多项。



洪庆明

上海师范大学期刊社社长、总编，《高校文科学术文摘》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主编；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

教授、博导；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中国世界近现代史

专业委员会、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

邹树梁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原主编 , 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第七届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成员，南华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归国学者，英国格拉摩根大学名誉

教授。主持完成国家自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等重大科研项目 9 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17

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社科成果奖、教学成果奖

等 14 项；先后在国内期刊上外发表学术论文 160 余篇，

SCI/EI 收录 40 余篇，出版专著、教材 12 部，获国家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等 19 项；获“全

国优秀教师”“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有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等荣誉称号，荣立湖南省人民政府一等功。

黄旭东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主任、执

行主编，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编审、研究员；贵州省管

专家、政府津贴专家；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地区社会工

作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

究方向博士生导师，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工作站

博士后合作导师；贵州省社科出版系列高级职称评审

专家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期刊协会副会长。主要研究

方向：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社会学、学术评价。近

年来，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数十篇，其

中 20 余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被人大复印资料、《新

华文摘》等全文复印、转摘近 10 篇。主持完成国家及

省级课题 10 余项。



邓星华

《体育学刊》副主编；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

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学指导委

员会委员，中国体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3 项、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 项、国

家体育总局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3 项，出版专著教材 5

部，参与编撰的专著与教材有近 20 部，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获得国家体育总局优秀成果将 1 项，广东省

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3 项。

魏   建 

山东大学人文社科期刊社社长兼《山东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山东大学二级教授、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山东大学金

融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经济学、文化

与经济。

王建平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总编；华南师范

大学教师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校文科

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高校

学报评价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段发明

湖南师范大学期刊社副社长，《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

学学报》执行主编，出版专著 1 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教育部重点课题 2 项、

教育部委托课题 1 项；曾荣获全国教育理论刊物优秀

编辑、全国高等教育类期刊优秀编辑、全国高校社科

期刊优秀主编、湖南省优秀期刊工作者、湖南省优秀

中青年期刊出版工作者等称号。

李文邦

湖 南 大 学 期 刊 与 出 版 社 社 长， 管 理 学 博 士， 编 审。

策 划、 组 稿、 责 编 图 书 100 余 种， 其 中 包 括 国 家

“十二五”“十三五”重点图书多种，国家出版基金

项目 3 种。多种图书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湖南省“五

个一工程”奖。 2011 年被评为第四届“湖南省优秀中

青年出版工作者”。先后在《中国出版》《出版发行

研究》《编辑之友》《出版科学》等业内主流学术刊

物发表论文 60 余篇，其中 2 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出版

业》全文转载，有文章被《中国编辑研究》年刊收录，

2012 年获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出版科研论文奖。

出版专著 1 部，参与编写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

划教材 1 部，主持省级课题 1 项，参与省部级课题 3 项。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素有“千年学府、百年师范”的美誉，是湖湘文化的

发祥地和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摇篮之一，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更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源地

之一。学校前身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于公元 1161 年创办的长沙城南书院，

1903 年始立为湖南师范馆，举办现代师范教育，1912 年更名湖南公立第一

师范学校，1949 年改名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2008 年升格为本科，2018 年

批准为湖南省立项建设硕士学位授予单位，2019 年列为湖南省本科第一批招

生高校，2021 年教育部设立专项计划支持我校与湖南师范大学联合培养硕士

研究生。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

单位、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教育部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高校、

教育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承担单位。

学校现有城南书院、东方红和黄花三个校区，现有在校生 2.2 万余人，

设有 15 个教学科研学院、2 所产业学院、2 所附属小学。现有教职工近 1600 人，

其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500 余人，博士近 600 人，拥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新世纪 121 人才工程人选等 60 余人，教育部“全

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1 个。

学校红色文化积淀深厚，教师教育特色鲜明。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此求学、

工作八个春秋，并在此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等一系列革命活动，实现了由

青年学生到职业革命家的转变、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的转变。此外，还培养了何叔衡、蔡和森、李维汉、任弼时、张国基等一批

国家栋梁，涌现了段德昌、刘畴西、袁国平、郭亮等 280 余名革命烈士。历

史上汇聚了徐特立、杨昌济、谢觉哉、李达、易培基、周谷城、田汉、黎锦熙、

杨树达、辛树帜等一批教育名师大家，涌现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

张百熙、陈天华、黄兴等湖湘英才。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十分关

心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毛泽东称赞“一师是个好学校”，亲笔题写了“第一师范”

校名，并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作为校训。徐特立题词“实

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作为校风。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栗战书、赵乐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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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来校视察。

学校形成了以教师教育为特色，以电子信息等相关学科为支撑，多学科

交叉融合，教、文、理、工、经、管、法、艺等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拥有

5 个湖南省应用特色学科，获批省级科技创新团队 4 个，建成省级平台 33 个。

近五年，立项省级以上科研项目 1200 余项，其中包括国家自科基金重点项目

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在内的国家级项目近 100 项；获省级及以上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等成果奖励 19 项，系列有代表性的智库成果为服务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学校现有 38 个本科专业，小学教育、数学与应用数学、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技术学、汉语言文学、市场营销、音乐学等 7 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10 个专业入选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先后获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 4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42 项。学校坚持开展产学研合作，区域服务优

势突出，与长沙市、湘江新区、益阳市、广东肇庆等地方政府开展了产学研合作，

与中联重科、三一重工、风华高科等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建校以来，共培养

了 12 万余名优秀教师和其他各类人才，成为全省基础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骨干力量。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先后与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奥地利、俄罗斯、

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 22 所大学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与北京师范大学、

湖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湘潭大学等国内

院校开展合作共建。

新时代，新师范，新使命。学校第二次党代会提出了“一四”发展战略：

力争把学校建成特色鲜明的师范大学，全面推进“红色一师、品质一师、活

力一师、幸福一师”建设。在新的起点上，学校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主动对接“强师

计划”，全面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为服务“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

建设现代化新湖南作出更大贡献！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于 2001 年创刊，是由湖南省教育厅主管，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双月刊。学报开设了 “毛泽东思想和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小学教育与新师范教育研究”两大特色栏目，还

开设了教育学、文学、历史、新闻、法律和管理学等学科的专题研究。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先后被评为湖南省一级期刊、全国优秀社科

期刊和中国学术期刊规范执行优秀期刊。2021 年，被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立

项为湖南省“品牌社科期刊”，“小学教育”栏目被湖南省教育厅立项为“品

牌栏目”。2023 年，在第七届高校社科学术期刊质量检查与评估中获“全国

高校质量进步奖”，“小学教育研究”栏目获得“特色栏目奖”。2020 年—

2023 年，三次获得期刊社会效益考核优秀等级。

学报特邀了北京大学刘曙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张雷声教授、清华大学

肖贵清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周序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刘慧教授、湖南师范

大学段发明主编为本刊特邀编委，担任栏目主持人；聘请了 120 余位“双一

流”高校专家为审稿专家。学报近两年加大力度向一批知名专家约稿 , 北京

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顾海良，清华大学教授李捷和肖贵清，武汉大学教授丁俊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金民卿，中央党校教授胡为雄，广西大学教授吴家庆

等 20 多位知名学者在学报发文。同时，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

中国社科院、北京师范大学等知名大学博士研究生投稿数量激增，目前具有

博士学历的学报发文作者高达 57%。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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