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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校规与国家教育立法相互协调的规则构设

东南大学博士后魏文松在《大学治理中高校校规与国家

教育立法的冲突及其协调》一文中指出，校规制定与统一立

法缺乏协调制度、国家公权力与大学自治权相互博弈、司法

难以兼顾合法性与合理性审查是二者存在冲突的主要原因。

针对二者之间面临的冲突，需要就二者之间的相互协调建构

起相应的规则体系。

第一，建立高校校规与国家教育立法的沟通机制。国家

教育立法应当从宏观上为高校制定校规提供指导，进一步明

晰高校校规的制定主体、权限、程序以及相应的审查标准等。

与此同时，高校也需要完善内部的管理制度，使校规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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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监督以及修订等环节能够有序进行。为确保高校校规

在内容与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要求，校规的制定、修

改和实施应遵循国家教育立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定。

第二，完善高校校规的制定程序和民主参与制度。就高

校法制的建构而言，应该是以学术自由的宪法保障内涵，通

过框架立法的方式，让各高校在这个框架的立法范围内进行

自治。高校校规的制定既要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教育政策，

同时也要结合学校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办学特色。高校校规的

制定要确保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包括学校管理人员、教师代

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从而确保校规广泛征求各方意见。

第三，推动司法程序性审查向正当性审查发展。司法程

序性审查向正当性审查的延伸意味着法院不仅要关注程序

是否合法，同时还要审视对实质正义的维护是否充分。依据

对重要性理论的考量，在高校校规涉及受教育者核心权益时，

如果高校与受教育者之间发生纠纷，应当允许司法合理介入

此类纠纷。

2. 提升教育学在中国学术界地位的路径

浙江大学教授刘海峰等人在《中国教育学科地位的起伏

变迁与提升展望》一文中指出，近年来教育学在中国人文社

会科学中的地位已经有了明显提升。未来教育学科需要把握

学科特性，努力“内修功力”与“外耕服务”，使自身成为

一门体系完善、研究深入、面向实践、贡献社会的学科，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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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高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

第一，教育学科必须重视现实问题。教育学科在重视学

科体系与知识体系建构的同时，必须对现实问题有敏锐的洞

察力，使学生能够将知识、方法和态度迁移到真实情境中，

成为道德品质优良、专业素养卓越、实践本领扎实的教育者

和社会公民。与此同时，教育学者还要把研究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更多地聚焦于亟须解决的重大教育现实问题，增强研究

成果在政策制定和教育实践中的应用能力，为教育强国建设

提供直接的决策参考，服务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需求。

第二，对教育学科的发展应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教育学

的边界不可能像其他那些古老的学科，或者很成熟的学科那

么清晰。因此，教育学科既不要悲观，也不可太乐观，应该

谨慎乐观。身在教育学界的人都知道教育学科非常重要，毕

竟教育学是关于培养人的活动的学科，且中国的教育问题十

分重大而复杂，故教育研究大有用武之地，教育学科会有很

光明的未来。教育学界的学者或者“教育学家”们，只要励

精图治，共同奋斗，作出成就，就能逐渐提高中国教育学的

学科地位。

第三，注重教育研究成果的质量。教育学者在研究过程

中，需要更加注重质量，将潜心钻研和关注现实相融相通，

认真研磨所关注的教育问题，着力打造令人击节称赞的学术

精品，为教育理论的完善和教育改革的推行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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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提升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3. 审美教育助力国家认同的现实路径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王澍等人在《面向国家认同的审美教

育》一文中认为，国家认同教育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

保障，也是个体与国家关联，获得生命意义的重要途径。审

美教育是国家认同的感性教育路线，提供了以审美经验形塑

国家记忆、国家形象、国家责任的方式。当代教育应充分发

挥审美教育的感性教育力量，将国家认同融入生活经验和感

性世界，从而为推动国家繁荣和民族复兴贡献教育力量。

第一，塑造国家记忆，激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是

坚持中华民族叙事立场，传承共同体记忆。二是践行文化记

忆定位身份，促进共同体认同。三是建立伟大复兴的共同记

忆，产生认同行为。记忆不仅回溯和传承，也在更新与创造。

民族国家的记忆要基于民族的历史传统，塑造与勾画民族的

共同未来。

第二，展示国家形象，推动民族国家的文化传播。一是

以可视化手段立体性展现国家形象。二是以全景浸润的方式

显示国家符号。三是以有魅力的故事彰显国家精神。

第三，凸显以美育人，培育自信自强的中国人。首先，

一是激活爱国之情，形成家国情怀。二是坚定文化自信，激

活文化人格。树立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

4. 中国应对美国国家教育战略再安全化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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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助理教授邢瑞利在《美国国家教育战

略的演进逻辑及中国应对——基于安全化理论分析视角》一

文中认为，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家教育战略的演进呈现出明

显的安全化逻辑，先后经历了将教育问题安全化、去安全化

和再安全化等三个阶段的转变。美国推动国家教育战略再安

全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值得警惕，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既要

对美国的错误做法进行坚决回击，也要尝试探索两国教育合

作交流的新路径。

第一，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在中美关系并未得到根本

性改善以及美国推动国家教育战略再安全化的国内条件基

本成熟的背景下，中美教育合作交流的安全化趋势很可能将

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应密切关注美国推动国家教育战

略再安全化的动向，做好应对美国将中美教育合作交流持续

安全化的准备。

第二，做好重建战略及政治互信的准备。一方面，针对

美国有意将中美教育合作交流安全化的错误做法，中国须进

行坚决反制，敦促美方停止干扰中美在教育、科技和人文等

领域正常的交流合作，这是推动中美教育合作交流“去安全

化”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从长远发展的角度，中国也应

从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出发，考虑加强顶层战略设计，做好畅

通中美交流对话机制以重建双方战略和政治互信、推动重启

中美人文高层交流磋商机制、逐步恢复和扩大中美两国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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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各层级的接触沟通与交流合作的准备，促进两国教育合

作交流正常化。

第三，完善中美教育合作交流体系。尝试探索两国教育

合作交流的新路径，厚植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社会根基。中

国可以考虑参与主体的多元化，特别是积极吸纳民间资本和

社会力量等非政府行为体加入，在此基础上构建“国家—地

方—社会”三位一体的新型中美教育合作交流体系。

第四，统筹教育“引进来”和“走出去”。中国要汲取

经验，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推进新时代高水平教育对外开

放以助力教育强国建设。中国的教育有自身独特的历史、文

化和国情，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走出一条真正体现中国

精神、中国特色和中国优势的教育强国之路。同时，中国也

要深入推进新时代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不断提升我国教育

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以助力教育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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