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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少不了
高质量的教师，而高质量的教师少不了高
质量出版的助力和赋能。日前，来自全国
各地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代表、出版社和作
者代表等近300人汇聚华东师范大学，共
贺“大夏书系”出版20周年，共话“大
夏书系”20年的成长与蜕变。

建设“大夏书系”是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大教育”出版方向的重要举措之
一，“大夏书系”名称发端于“大夏大学（华
东师大前身）”，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已
发展为全国教师用书的知名品牌。

一套有明确使命担当的图书

现已是华东师大出版社副总编辑、华
东师大出版社北京分社社长的李永梅告诉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20 年前，
在编辑出版朱永新的著作《过一种幸福完
整的教育生活》时，朱永新说，他感觉教
育政策理论、教育出版和读者之间联系微
弱，大家各成孤岛，急迫地需要有一座桥
梁来沟通和往来。20年后的2023年，在
编辑出版朱永新新作《做中国教育的建设
者》时，朱永新对“大夏书系”所做的上
通下达、助力教师教育发展的工作给出了
高度评价和热情鼓励。

能看出，李永梅是颇为自豪的。事实
上，她也确有这份自豪的底气。创立于
2003 年的教师教育出版品牌“大夏书
系”，现已出版1200余种精品图书，3000
余万册图书走进教育现场，覆盖全国70%
以上县级行政区域及部分海外地区。一些

图书一印再印，被全国各地的教育行政部
门、学校选入教师共读书目，是名副其实
的常销书。可以说，哪里有教师阅读，哪
里就有“大夏书系”。

总结“大夏书系”的成功经验，华东
师大出版社董事长、社长王焰给出了3个
关键要素——明确的使命担当、强烈的问
题意识、独特的文体风格。王焰说，“大
夏书系”自创立以来，致力于传承教育
经典、传播教育常识，普及世界教育学
术，发掘本土教育智慧，自觉融入中国
教育改革大势，呼应“深化全民阅读活
动”“建设学习型大国”国家战略，这是
一套定位鲜明、有着“明确使命担当的
图书”。

据了解，“大夏书系”围绕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立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
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些根本问题，框
定3个“基本问题域”，即教师应该厚植
什么样的“知识树”、课堂应该建构什么
样的“师生学”、学校应该描画什么样的

“路线图”，架梁立柱，谋篇布局，以优质
选题呼应问题，以优质图书对接需求，建
立起内容丰富，结构合理，涵盖教学、课
程、管理、德育、评价、实训等领域的产
品体系。

“大夏书系”还根据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的职业特点和阅读习惯，定位图书文
体，在理念正确、内容有用的前提下，追
求文字好读、耐读，形成情智交融、理趣
相生的语言风格，出版了一系列兼具学术
价值和实践价值的教育案例、教学实录、
名师随笔、名家演讲，以及一大批理论诠

释类、政策解读类、经验反思类的好书，
在思与行、学与用之间搭建了融通、转化
和相互提升的桥梁，成为教师们专业成长
好参谋和教育教学好帮手。

近年来，“大夏书系”还创立了“大
夏书系读书节”“大夏悦读会”“大夏种
子教师计划”等公益项目，丰富中国教
师教育实践经验，服务中国教师教育理
论创新。

“得益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学术哺育，
华东师大出版社的专业支撑，‘大夏书
系’立地生根，抽枝长叶，描画了一幅教
师教育出版品牌在新时代中国行稳致远的
美好图景。”王焰说。

与作者读者结成成长共同体

纵观“大夏书系”20 年的发展时间
轴，可以清晰地看到：前10年，“大夏书
系”更多的是用图书出版为教师成长之树
培根，努力为教师胜任教职提供尽可能丰
富的图书资源；在刚刚过去的 10 年间，

“大夏书系”则在图书出版基础上，通过
互联网创建教师成长共同体，以专业阅读
和写作为切入口，为教师提供适应专业成
长需要的知识和实践服务。

“可以说，前10年我们用图书出版为
教师立足提供读物，后10年我们用知识
和实践服务为教师创新提供动力。”李永
梅向记者分享了两组数据，2003—2013
年，“大夏书系”共出版约 560 种图书产
品；2014—2023年，“大夏书系”在已出
版约 650 种图书新品的基础上，形成了

线上线下相互配合的全面知识服务体系。
自 2013 年创立“大夏书系读书节”

至今，“大夏书系”团队已奔赴包括新
疆、西藏、甘肃等地区在内的国内绝大部
分省 （区、市），开展了近200场公益读
书活动，为厦门海沧、湖南浏阳、甘肃静
宁、新疆铁门关、江西南昌等多地定制了
区域读书方案；在线的与教师共读共写活
动已成品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教师网友
参与，已成为教师读书的网络大本营和部
分高校研究生的课程资源。

“我们每年策划组织20余场大型在线
直播活动，2018 年至今，累计策划组织
和参与组织在线读书和写作活动 150 多
场，全国各地逾百万教师通过这些活动得
到沟通、交流和成长。”李永梅还告诉记
者，近年来在网络上与五湖四海的教师们
共读共写共研，催生了“教师接力写作计
划”——通过教师们在线认领365天中的
任意一天进行记录式写作，搜集中国教
育的现实图景，推动教师翻开书页拿起
笔写出来。“教师接力写作计划”开展 3
年来，“大夏书系”微信公众号已经发布
此类文章近900篇。

“20 年一路走来，我们已经跟作者、
读者形成牢固的成长共同体，尤其是在教
育现场与老师们相识相知，让我们真切地
感受到了老师们真实的需求，给我们的
选题带来了源头活水，让我们的编辑走
出书斋成长为教育领域的深入学习者、
研究者和服务者。这些大夏人的不断成
长，成就了‘大夏书系’的不断发展。”
李永梅说。

华东师大出版社“大夏书系”迎来20周年——

出版这样助力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金鑫

本报讯 （记者章红雨） 11月1日上
午，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创新发展联盟成立
大会在京召开，会议选举产生联盟首届理
事会。高等教育出版社成为联盟首届理事
长单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等12家单
位成为首届副理事长单位，人民卫生出版
社等69家单位成为首届联盟会员。

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创新发展联盟由高
等教育教材出版机构及其他相关企事业单
位等自愿组织而成。联盟的宗旨是推动现
代信息技术与教材建设深度融合，推进数
字化、智能化时代新形态教材建设，构建
灵活开放的数字教材建设、出版、运营、
服务机制，研制相关标准并在实践中应

用，促进国内、国际行业交流，推动数字
教材创新发展，引领中国高等教育数字教
材走在世界前列。

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创新发展联盟首任
理事长、高等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泽以

《凝聚力量 创新发展 为建设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数字教材贡献力量》为题发言时

表示，联盟成立后将开展数字教材优秀案
例遴选展示、数字教材相关标准研制、数
字教材研究等相关工作，加强联盟机制建
设，共同推进数字教材健康发展。

成立大会后，与会代表围绕数字教材
建设、教育数字化与出版高质量发展等议
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创新发展联盟在京成立

“双星耀中华——人民音乐家聂
耳、冼星海的革命之路”展览近日在北
京鲁迅博物馆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
馆）红楼馆区开展。本次展览共展出包
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黄河大合
唱》《聂耳、冼星海作品精选》磁带、
唱片在内的音像制品，以及歌曲选集等
30余件，讲述了两位音乐家如何用音
乐作品反映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不屈精
神，从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逐渐成
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故事。
该展览将持续至12月17日。

图为10月29日，观众参观展览并
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尹琨 摄

聂耳冼星海作品展
传递爱国情怀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报告文学作
家纪红建继《乡村国是》之后重新出发，
与湖南人民出版社再度携手推出《大国制
造》。近日，长篇报告文学 《大国制造》
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
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等出席研
讨会。

《大国制造》是近年来中国报告文学
工业题材的创新之作。全书紧扣“创新驱
动发展”“制造强国战略”时代主题，以
湖南为聚焦点，全景式地描述了地处内陆
的湖南如何在“中国制造”的历史进程
中破解难题，突破创新，抢得先机，建设
世界先进制造业高地，建设工业强省的现
实与经验成果，高度提炼呈现了中国式现
代化的主题。

“新时代中国制造业发生了历史性
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是能够

激 发 我 们 自 豪 感 和 自 信 心 的 一 部 作
品。”吴义勤指出，《大国制造》 洋溢着
非常浓郁的时代精神，是有着时代温
度，能够彰显中国自信、中国力量、中
国精神、中国形象的一部优秀报告文学
作品。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认为，
《大国制造》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展
现中国制造业从跟跑、并跑到局部领跑
的艰辛过程和自立自强的精神品质，展
现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磅礴力量，可谓
恰逢其时。

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看来，
《大国制造》聚焦先进制造业这一宏大题
材，大刀阔斧地展现中国制造业自立自强
的品质，又将生动的人物故事进行细致入
微的描写，宏观和微观书写处理得恰到好
处。作品还将触角延伸历史深处，历史和

现实比照，更显丰盈和深刻。
白烨、李朝全等与会专家学者认为，

《大国制造》作为一部真实反映中国制造
业如何改变命运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不同
凡响之处在于升华出“工人与中国制造业
升级转型关系”的深刻社会思考，凝练了
湖南制造业发展的经验，赞美了劳动者和
中国工人阶级的精神，通过书中的人物故
事展现了整个中国先进制造业的时代风貌
和“中国制造”的精气神，是准确把握时
代脉搏，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的精品力作。
该书既解密了湖南制造业风生水起的“密
码”，亦是解读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的

“样本”。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中国作家》 杂志社、湖南省作家协会、
长沙市委宣传部、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

专家研讨长篇报告文学《大国制造》

一部解读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的“样本”

本报讯 （记者尹琨）培生集团与新东
方教育科技集团日前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进一步升级合作关系，从集团层
面展开多维合作。

根据协议，双方不仅在PTE（培生英语
水平考试）、培生爱德思考试认证和图书出
版等方面继续保持密切协作，还将开拓少儿
个性化学习路径、少儿英语测评、STEM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产品等新领域
的共创。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首席执行官周成刚
表示，培生教育国际化、专业的教育知识，
将为新东方的教学、产品及服务注入新的活
力。而新东方在中国市场30年的深耕以及
上百万学员的学习实践，也能为拥有近180
年历史的培生带来新的思考。

培生中国执行董事林国章表示，在中国
教育市场加速发展的新格局下，培生很荣幸
能够再次携手新东方展开更全新、更全面的
合作。本次合作不仅是双方多年合作和相互
信赖的成果，也给未来新产品的合作打下坚
实基础，双方将共同为中国人才的未来发展
作出贡献。

培生联动新东方
展开多维合作

本报讯 （记者刘蓓蓓）由四川大学出
版社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和
旅游局联合主办的《达菲尔在阿坝》中文版
新书发布暨研讨会近日在成都举行。

艾伯特·达菲尔是“丝绸之路”的提出
者、世界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学生。20
世纪初，李希霍芬在结束对华考察后，安排
达菲尔继续对黄河上游河道进行考察。达菲
尔即于1903年至1908年在四川、甘肃、青
海等地进行地理考察。1933 年，为躲避纳
粹迫害，达菲尔带着两个儿子从德国来华避
难，成为中德两国交流史上的一例佳话。

《达菲尔在阿坝》节译了达菲尔在华游记
中有关阿坝州的内容，包括达菲尔考察队沿
途所见的山川河流、动物植被、气候物产以及
民俗节庆、传说故事等，还有大量的历史照
片，包含城镇、村落、交通、寺宇、民居、服饰、
饮食、节庆等多方面的信息和价值。

《达菲尔在阿坝》反映
川西百年前人文自然风貌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 由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和西北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十届
人文社会科学集刊年会日前在陕西西安召
开，年会主题为“学术集刊与‘三大体
系’建设”。

西北大学校长郭立宏致欢迎辞时表示，
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西北大学统筹校
内学术资源，积极鼓励学术刊物发展，设立
了哲学社会科学精品期刊资助项目，不断推
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学术成
果。目前，西北大学共主办各种学术集刊
14 种，彰显了良好发展态势，成为展示

“学术西大”和“学术中国”的重要渠道和
力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冀祥德表示，
站在新起点，在打造新时代3.0版的社科文
献发展规划中，该社将为学者提供多元化、
全方位的学术集刊出版服务，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繁荣作出社科文献人的
贡献。

本届年会专门设置了十周年致敬典礼环
节，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原社长谢寿光、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十届
年会合办单位以及与社科文献出版社并肩同
行的优秀集刊致以深深的敬意。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宣读 2023—2024 年社
科文献CNI名录集刊名单和2023年度优秀
集刊、优秀新创集刊名单。

第十届人文社会科学
集刊年会在西安召开

本报讯 （记者范燕莹）中国古籍保护
协会民间古籍收藏工委会年会暨“藏书家寻
访藏书楼”活动近日在江苏昆山举办。

活动由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民间古籍收藏
工作委员会、《藏书报》主办。在活动期间
召开的“藏书家在当代——民间藏书的保护
传承”专题研讨会上，与会的藏书家、古籍
专家就如何传承藏书精神，社会力量如何参
与古籍保护、藏书楼的保护等话题进行了深
入交流，共同探讨古籍收藏与保护传承的发
展路径。

研讨会还就尝试性开展民间古籍普查工
作，实施“藏书家名录”编纂项目，推动民
间古籍收藏保护的成果展现进行了研讨。

在“藏书家寻访藏书楼”活动中，与会
人员先后到常熟铁琴铜剑楼和昆山玉山草
堂进行参观交流。《藏书报》总编辑王雪霞
表示，铁琴铜剑楼是古代藏书楼，玉山草
堂是当代藏书楼，通过对一古一今藏书楼
的探访，大家可以深刻感悟中华藏书文化
的精髓。

藏书家昆山共话
民间古籍收藏与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