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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全国高师院校文科学报 zO01年年会在江西师大召开

以
“
新世纪、新学报

”
为主题 ,由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高师系统联络中心组织、江西师大学报

杂志社承办的全国高师院校文科学报 zO01年年会 ,于 5月 夕 日至 6月 1日 在江西师大召开 ,来 自全国

高师及兄弟院校的 64名 代表参加了本届年会。

开幕式由江西师大学报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谢建社副教授主持 ,江西师大副校长邹道文教授首先

致欢迎辞。随后 ,中 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林邦钧教授代表学会对本届年会的

召开表示祝贺 ,并作了重要讲话。林教授指出,在新世纪高校改革的背景下 ,高 师学报界机遇与挑战并

存 ,因此 ,高师学报应紧紧抓住
“
学术

”
二字 ,这样才会有生命力 ;应努力做好培养中青年作者队伍的工

作 ,这样才会充满活力 ;编辑人员应苦练内功 ,走学者化之路 ,这样才会有发展前途。受高师系统联络中

心的委托 ,中 心副主任吴增基教授作了本届年会的主题报告。吴教授指出 ,这次会议不仅是新世纪高师

学报界的第一聚会 ,而且于建党 SO周 年之际在英雄城南昌召开 ,与会代表还将参观革命圣地井冈山,因

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吴教授回顾了两年来中心的主要工作 ,承诺中心将在学会的指导下 ,继续发扬

务实、高效、和谐的好传统、好风气 ,着力于联络感情 ,交流信息 ,共同提高。吴教授认为 ,高 师学报在全

国高校乃至学术界具有较高的地位 ,在各类社会评价系统的评价中一直领先 ,但在新形势下高师学报如

何进一步保持学风严谨、学术规范、办刊水平高的特色 ,仍需更深人地思考与实践 ,他希望与会代表就此

展开充分的研讨 ,并对中心工作提出批评与建议。在开幕式上 ,江西省高校学报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南昌大学学报主编郑小江教授代表江西省学报界祝贺本届年会的召开 ,谢建社副教授宣读了高师系

统联络中心主任高瑞泉教授的贺信。

在大会发言和研讨中,辽宁师大于钦波研究员、徐州师大周棉编审、丹东师专雷会生主编、连云港师

专石荣伦主编、上海师大王亚伦副编审、山东大学周祚绍教授、河北师大冯春明编审、淮北煤师院张秉政

教授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目前高师学报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共 同探讨了新世纪高师学报发展的

对策措施 ,交流了各自的办刊、内部管理与提高编辑人员待遇等方面的经验 ,一 致认为高师学报应更新

观念 ,勇 于创新 ,办 出特色。作为提交论文的代表 ,山 西师大畅引婷编审、三峡大学都春屏编辑分别就内

外稿比例、高校合并后学报发展等问题提出了新观点、新建议。

高师系统联络中心副主任秦英君教授在总结本届年会时指出,这次会议收获甚丰 ,相 当成功。代表

们既提出了问题 ,又探讨了对策 ,达成了很多共识。高师学报的生存与发展关键在于进一步提高质量 ,

新世纪、新学报 ,新在质量。秦教授代表中心对江西师大学报同仁为本届年会的圆满召开所付出的辛勤

劳动及其热情周到的服务 ,表示由衷的谢意。

本届年会对高师系统联络中心成员进行了个别调整。由于工作变动等原因 ,中 心决定由江西师大

学报谢建社副教授和辽宁师大于钦波研究员分别接替万萍教授和陆军教授 ,担任中心成员 ;考虑到工作

需要 ,决定增补西南师大张六莲副主编为中心新成员。中心成员和与会代表还就下一届年会的有关事

项进行了充分的磋商。

会议期间 ,与会代表参观了井冈山革命遗址 ,凭 吊了烈士陵园 ,接受了一次很好的革命传统教育。

(全 国高师系统文科学报联络 中心秘书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