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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简历 

姓名：周玲  

单位：华东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工程教育学系）  

邮箱：zhoul@ecust.edu.cn  

网页：http://gse.ecust.edu.cn   

 

教育经历 

1982－1986 年，安徽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 

1992－1996 年，德国 Marburg 、Giessen 学习进修 

1998－2000 年，华东师范大学高教研究所，教育学硕士 

2003－2006 年，华东师范大学高教研究所，教育学博士 

 

工作经历 

1986－1987 年，安徽省芜湖市政协 

1987－1992 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996－2008 年，上海交通大学高教研究所/规划发展处 

2002 年 4－7 月上海市教委发展规划处 

2008 年-2015 年，华东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发展规划处 

2015 年至今，华东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工程教育学系） 

 

主要研究领域 

大学组织研究 

大学战略规划研究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代表性成果 

  著作 

1.  钱锋 周玲 范惠明：《面向未来的流程工业科技人才培养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 

2.  周玲著：《大学组织冲突研究——角色、权力与文化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3.  刘念才 周玲主编：《中外大学规划：比较与借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4.  刘念才 周玲主编：《面向创新型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建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5.  周玲 刘念才主编：《大学战略规划与管理》第九章，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教育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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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高校司主编） 

6.  周玲等：《面向创新型国家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研究》第三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刘念才、赵文华主编） 

7.  周玲：《云南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第七、第八章，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版（伊继东等主编） 

8.  周玲：《比较高等教育》第九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谢安邦主编） 

9.  周玲：《攀登——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第四章“师资建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陶爱珠主编） 

 

学术论文 

 

1.  周玲：构建完善的教育评价体系需要转变评价理念，《财经高教研究》2021/1 

2.  孙艳丽 涂善东 周玲：“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施的成效、不足与思考，《高等工程

教育》（CSSCI）2021/1 

3.  周玲 范惠明 李佳欣 何佳雯：绿色工程教育理念与实践的调查研究，《化工高等教育》

2021/3（总第 179 期） 

4.  范惠明 周玲：我国流程工业工程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基于产业界和高校的问卷

调查，《高等工程教育》（CSSCI）2021/3 

5.  周玲 樊丽霞 范惠明 李佳欣：新工科背景下课程建设现状研究——基于核心素养的实证调

查，《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CSSCI 扩）2021/3 

6.  周玲 李佳欣：人工智能时代的高等教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中文核心期刊）2021/4 

7.  周玲：基于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现状的评价改革与反思，《上海教育评价研究》2021/5 

8.  周玲 黄珍 樊丽霞：地方高校新工科建设的环境、困境与路径，《北京教育(高教)》 2021/5 

9.  辛忠 何佳雯 周玲：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绿色工程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探索，《化工高等教育》

2020/4（总第 174 期） 

10.  周玲 凌昊 李慧： 督导制度的渊源及本科教学督导的实践与探索——以华东理工大学为

例，《北京教育(高教) 》2020/7 

11.  范惠明 周玲：工程科技人才通识能力的要素识别与培养——基于产业界的实证研究，《高

等工程教育》（CSSCI）2019/4 

12.  周玲：工程哲学视角下的工程教育改革和卓越工程师培养——兼评姊妹著作《工程哲学与

工程教育》和《大工程时代的卓越工程师培养》，《化工高等教育》2018/5（总第 163 期）， 

13.  周玲：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组织与管理模式探究，《北京教育（高教）》2018/7 

14.  周玲：立德树人为根本，服务国家为使命，奋发努力，砥砺前行——曲景平校长访谈录，

《化工高等教育》2017/4（总第１56 期） 

15.  黄伟健 周玲：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学习性投入的调查研究——以华东理工大学为例，《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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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2017/ 1（总第１53 期） 

16.  辛忠 周玲：以学生为中心,构建一流的本科人才培养体系，《化工高等教育》2016/3（总第

１49 期） 

17.  周玲 胡腼 龚玉  职业期待与理想追求——基于 E 大学新教师入职培训的系列调查研究报

告，《化工高等教育》2016/2（总第１48 期） 

18.  周玲 孙艳丽 马晓娜 范惠明 谭文松：上海高校学生工程素养调查报告，《高等工程教育》

（CSSCI）2016/5（总第１48 期） 

19.  周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须打破“路径依赖”  2016-04-15  文汇教育 

20.  周玲等：国际化视野下的教育教学改革与探索——华东理工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回顾与思

考，《高等工程教育研究》（CSSCI）2015/1 

21.  周玲等：工程教育，让世界更美好——2015 年全面工程教育国际研讨会综述，《高等工程

教育研究》（CSSCI）2015/4 

22.  周玲：营造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大学怎么做?  文汇教育  2015/7/7 

23.  周玲等：中国信息论学科的发展历程及其反思与讨论，《资讯安全通讯》ISSN1729-6056; 

2014/1[J] 

24.  周玲：高校与行业之协同创新——化学工程学科发展的视角，《化工高等教育》2014/4[J] 

25.  周玲：历史与现实的必然：大学与行业的相互支撑与共同发展（2012 北京，第六届高水平

行业特色大学发展论坛年会论文） 

26.  周玲：The Construct and Practic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UST)，42nd IGI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Pedagogy 

——The Global Challenges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2013年 9月俄罗斯喀山国立研究科技大

学) 

27.  周玲：“大学规划与高校内部转型发展的思考”，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 2011 年

学术年会论文集，2011.10 

28.  周玲：“理想与抉择——大学制定战略规划的意义、途径与方式的思考”，高等教育战略规

划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p23-31），2011.10   

29.  周玲：“关于协同创新中行业特色型大学优势与困难的思考”，第五届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

学发展论坛年会文集（p84-91）2011.11  

30.  周玲 孙艳丽 康晓燕：“回归工程 服务社会——美国大学工程教育的案例分析与启示”，《清

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6  

31.  周玲：高等工程教育的新特征和新发展，《清华大学教育研究》（CSSCI）2010/1 

32.  周玲：科研创新团队建设研究，高校高水平教学和科研创新团队建设实践经验研讨会；

2010.4  

33.  周玲：科技发展与高校学术团队建设研究，中国高教学会院校研究会第四届国际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p56-64）；2010.7  

34.  周玲：大学品质保障与评估方式研究——从大学评价的视角看如何利用外部信息促进内部

决策与管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174-187）2010.11  

35.  周玲：大学管理体制与制度建设的思考——“去行政化”我们准备好了吗？海峡两岸高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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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理制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155-163）2010.11 

36.  周玲：“泛行政化”透析与“去行政化”思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专业研究会 2010 学术年会论

文集，2010.12  

37.  周玲：滑铁卢大学创新型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实践与启示，《化工高等教育》2009/4 

38.  周玲等：理想与期待——2008 年新教师入职培训调查问卷分析报告，《化工高等教育》2009/3  

39.  周玲：研究型大学的组织变革与转型，《现代教育管理》2009/11 

40.  周玲：创新型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的挑战与思考，《高等工程教育研究》（CSSCI）2008 年

专辑 

41.  周玲：研究型大学内涵建设中的组织文化冲突，《复旦教育论坛》2007/6 

42.  周玲：美英澳加大学规划机构建设特征的案例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CSSCI）2007/6 

43.  周玲：大学组织社会使命的理性选择，《大学研究与评价》2007/12 

44.  周玲 谢安邦：社会批判：大学与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与学术责任，《现代大学教育》（CSSCI）

2006/2 

45.  周玲：优化编制管理，促进高等学校的准确定位，《江苏高教》（CSSCI）2006/2 

46.  周玲：当代大学责任与难以回避的冲突，《大学研究与评价》2006/12 

47.  周玲：论大学组织的学术团队建设，《清华大学教育研究》（CSSCI）2005/2 

48.  周玲：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反思，《高等教育研究》（CSSCI）2005/2 

49.  陈志琴 俞光虹 周玲：影响中美高校捐赠的社会因素比较，《高教探索》（CSSCI）2005/5 

50.  周玲：从制造业发展需求看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大学教育科学》2004/3 

51.  周玲：研究型大学的教育创新，《现代大学教育》（CSSCI）2004/4 

52.  谢安邦 周玲：美英德日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的比较研究，《全球教育展望》（CSSCI）

2004/10 

53.  周玲：“媒体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新审视”，《全球教育展望》（CSSCI）2002/12 

54.  周玲：“中外多校区办学的案例研究”，《高等教育研究》（CSSCI）2001/2 

55.  周玲：“高校合并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高教探索》（CSSCI）2000/4 

56.  周玲：“大学理念与大学的发展和改革”，《上海交通大学学报》（CSSCI）2000/4 

57.  周玲：“以比较的观点看高校内部管理改革”，《黑龙江高教研究》，1999/5 

58.  周玲：高等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从单一走向多元，2005 年 4 月华东师大与浙江大学教育

学院研究生学术论坛论文集 p3-8 

59.  周玲：研究型大学内涵发展与组织文化重构，《2007 年中国高等教育国际论坛论文集》

（P278-283） 

60.  叶取源 周玲：拓展国际合作视野，促进中俄高等教育发展，《2006 年中俄高等教育论坛论

文集》（p43-47） 

61.  周玲 赵文华 刘念才：美国大学社会服务观的历史审视与大学规划的现实思考，《2007 年

全国高校规划工作研讨会论文集》（p1-5） 

62.  周玲：从传统组织向知识型组织的转型——研究型大学新型组织模式变革的思考，2007 年

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年会论文集（p211-217） 

63.  周玲：全人教育思想与研究性大学建设——当代意义和现实价值的思考，收录《全人教育

研究研讨会论文集》，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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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研究 

1.  主持《基于新工科人才核心素养培养的课程建设研究》，第二批教育部新工科理论与实践研

究项目，2020-2023 

2.  主持《基于交叉融合导向的理工类高校文科建设模式及支持机制研究》，教育部新文科理论

与实践研究项目，2021-2023 

3.  主持 《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机制研究》，华东理工大学教育教学规律与方法研究重点课

题，2017-2019 

4.  主持《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工科人才培养质量新标准研究》，教育部首批新工科理论与实践研

究项目，2018-2020 

5.  参与主持《新时代我国流程工业工程科技人才培养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项

目，2018-2020 

6.  主持《华东理工大学本科教学审核评估自评报告》研究与撰写工作，2017  

7.  主持《华理人物专访》，华东理工大学文化建设项目，2017-2019 

8.  主持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项目《长三角地区制药工业：产业转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研

究》中子课题“制药工业人才培养专题研究”，2017 

9.  主持教育部评估中心《工程教育质量报告》“瞄准 2025：找差距” 部分的研究工作，2016  

10.  主持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专家咨询项目《现代大学制度研究》，2016  

11.  主持上海研究生教育学会课题《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与评价研究》，2016  

12.  主持教育部评估中心《工程教育质量报告》“面向世界的工程教育质量” ，2015 

13.  主持上海市教委课题《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提升校院管理能力》，2014  

14.  主持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基于学习型投入的本科教育质量调查研究》，2014  

15.  主持华东理工大学教改课题《基于学习型投入的本科教育质量调查研究——以华东理工大

学部分学生为例》，2014  

16.  主持上海市高教学会课题《行业特色研究型大学定位与发展规划的跟踪研究》，2012 

17.  主持华东理工大学培育项目《全面工程教育视野下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研究——以华东理

工大学创新人才培养为例》， 2010  

18.  主持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全面工程教育视野下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研究》，2009  

19.  参与完成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托重大课题“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2008.9-2009.3 

20.  主持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上海高校内涵建设与大学人才组织模式研究 ”，

2007.1-2008.12 

21.  主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课题“学科建设研究：密码学在中国的建构与发展”，2007.6-2009.7 

22.  主持教育部2008年 13项重大研究课题之一 “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高等学校发展特点研究”

的国际比较子课题“德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高等学校发展特点研究”，2008.6-2008.8 

23.  主持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战略研究重大专项“面向创新型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建设研究”的

总报告， 2007.4-20 

24.  主持教育部直属司委托课题“中外大学规划比较与借鉴研究”，2007.6-2007.12 

25.  主持上海高教学会课题 “创建一流大学的理论与实践：大学组织的决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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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4-2007.12 

26.  主持上海高教学会课题“研究型大学的教师队伍研究”，2002.4-2003.12 

27.  主持上海高教学会课题“上海高等学校中青年师资队伍建设研究”，1998.4-1999.12 

28.  主持上海市教委委托咨询课题“优化上海市高等学校管理结构研究” ，2000 

29.  主持“云南省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第七、八子课题，2001.7-2003.8 

30.  主持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战略研究重大专项“面向创新型国家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研究”的子课题“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与人才队伍”，2005.11-2006.12 

 

教育部科技委专家建议 

 周玲 董育常 刘念才：国内外部分大学规划机构的分析与建议   

教育部科技委专家建议，2007/3 

 周玲 董育常 刘念才：教育创新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   

教育部科技委专家建议，2003/2 

 

获奖 

 2003 年获上海市高教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2007 年获第三届“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2008 年上海市第九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理论创新） 

 2008 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  

 2009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人文社会科学） 

 

社会兼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专业委员会理事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会理事 

          全国高校质量监测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高教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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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 
 

Linda Zhou: Professor 

 

Education: Ph. D in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organizations, University Strategy and Planning；Higher 

Education of Engineering   

 

Course: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Sociology of Education, 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University Teaching Principle 

 

Selected Publications： 

1.  Zhou, L. Research on Conflicts of University Organization---the Perspectives of Role, Pow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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