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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开始接触中法项目的华东师大研究生院研究生国际

合作与交流项目官员刘晓玲告诉《新民周刊》，中法项目定位

在硕士和博士层面的联合培养，“一篇论文、一次答辩、两位

导师、两个博士学位”是其特色。合作领域聚焦基础学科，分

别是化学、物理、数学、欧洲问题研究。在硕士培养期间，法

国高师派出教授来华东师大授课，同时项目聘请专门的外教教

授法语，让同学们为博士期间赴法联合培养提前做好学术、语言、

心理等各项准备。在达到该项目硕士学业的培养要求后，中法

项目毕业生可获得由华东师大及法国四所高师校长共同签署的

结业证书。

根据华东师大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法语区项目官员刘小燕提

供的统计数据，截至 2021 年 3 月，中法项目共有 115 名同学顺

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毕业生中，近 80% 的同学选择在国内外

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就业，如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

湖南大学、巴黎大学等，许多毕业生已成为基础学科研究领域

里的新生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中法项目也延续了华东师大的传承优势。

如第九届物理专业博士生黄坤（华东师大 - 巴黎高师联合培养）

是第一届物理专业博士生武愕（华东师大 - 加香高师联合培养）

的硕士生学生。回国后的黄坤入选国家海外高层次青年人才，

如今是华东师大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员，

像他这样的优秀毕业生在中法项目中比比皆是。

法国的留学经历，也对中国的青年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法国巴黎高师学习期间，黄坤在实验室遇到了

来自法国、墨西哥、意大利、俄罗斯等国的青年

精英，导师十分注重交流，鼓励大家畅所欲言。

“我现在带学生，也不关办公室门，希望他们有

什么事就直接敲门进来找我讨论。”黄坤表示，

自己现在是华东师大的博导，也有学生询问中法

项目，他就像当年武愕老师一样给出专业建议，

希望中法项目可以给华东师大的青年学者照亮前

方之路。

国际合作项目遍地开花

除了上海纽约大学和中法项目这两个明星

项目，如今的华东师大，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澳大利亚墨

尔本大学、英国杜伦大学、以色列海法大学、日本东京大学、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等来自五大洲的 300 余所世界高水

平大学建立伙伴关系，开展师生交流交换与双学位联合培养，

共建联合研究平台与重点学科工作站等实质性合作交流内容。

以高度注重创新的国家——以色列为例，华东师大先后

与本·古里安大学、海法大学、霍隆理工学院、艾瑞尔大学

建立校际合作关系，进行交流互访，开展联合科研和学生交

换项目。

2015 年，《中以创新合作三年行动计划》正式签署，随后

华东师大和以色列海法大学合作共建的“上海 - 海法国际研究

中心”在华东师大揭牌。海法大学（University of Haifa）是以色

列北部最大型的公立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上海 - 海法国际研

究中心”是中以之间在上海设立的第一所学术研究机构，双方

的研究人员将共同发起和推进相关重大创新项目，通过多种方

式在多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和交流。

2016 年，“华东师范大学 - 海法大学转化科学与技术联合

研究院”正式成立，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方面结出了硕果——

已有 7 名华东师大学生纳入联合研究院进行博士层面的联合培

养，已获批的国家级中以联合科研项目共 4 项。

站在建校 70 周年的新节点，华东师大将继续以开放、包容、

共享的态度，大力推进高水平实质性国际合作交流，通过国际

化拓宽人才培养渠道，提高师资队伍质量，助力科学研究，支

撑学科建设，全面提升学校办学质量和全球影响力。

华东师范大学-海法大学转化科学与技术联合研究院入驻紫竹国际教育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