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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主任冯惠玲教授、基地执行主任徐拥军教授

带领“人文北京”研究基地团队赴北京市委宣传部调研

2021 年 9 月 3 日上午，“人文北京”研究基地团队师生一行 8 人，在研究基

地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冯惠玲教授带领下赴北京市委宣传部开展调研和

交流。与会团队成员包括研究基地执行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党

委书记徐拥军教授，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钱明辉副院长，艺术学院齐悦副院长，本

次调研项目“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传播研究”的课题项目承担人傅予老师，

项目参与人杨建梁老师以及两名项目组学生。北京市委宣传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领导小组综合规划处陈伟处长出席会议，同时参会的还有综合规划处四级调研员

欧鲲和陈梓毓同志。

会议伊始，冯惠玲教授就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人文北京”研究基地多年来

着力打造的北京记忆及四维北京两个项目作简要介绍与汇报，阐释了项目历史沿

革及未来规划，并进一步以数字文化国际大会参会发言为例，向陈伟处长阐述了

现今国际数字化浪潮带来的冲击以及中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重点工作，对此陈

伟处长深入剖析了我国文化传播研究与实践中的经验与挑战，并且提出应当充分

发挥北京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窗口作用，深入挖掘中华文化传播和发展核心内涵，

以数字技术赋能人文学科发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随后，与会专家围绕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传播深入交换意见。傅予老

师就对北京文化资源机构的深入调研结果和北京文化中心建设的重点工作，与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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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组专家深入交流和探讨。与会专家重点探讨了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的着

力点与推进路径、文化资源的数字活化与开放利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核心目标

与落地方式等重要议题。

会议最后，陈伟处长再次高度评价了人文北京研究基地团队的文化情怀、专

业素养与战略判断，并提出通过更广阔的途径，结合中国人民大学资源优势与北

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实践合力发展的期望。本次调研与交流工作不仅为相关项目

课题的研究重点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人民大学交叉科学研究创新发展助

力北京市文化与科技融合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的启发和机遇。

基地研究员傅予老师主持北京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传播研究”研究团队系列实地

调研工作顺利完成

2021 年 7 月，傅予老师带领研究团队前往首都博物馆开展调研。研究团队

首先以文化传播的受众视角，以首都博物馆代表性展览为抓手，对首博线上线下

数字化设施和效果进行了亲身体验，从而对首都博物馆历史文化资源的线下数字

化现状有了生动切实的认识。

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传播研究的项目顺利推进，是科学研究与业务实

践相结合的具体落地体现。其将切实支撑北京“文化中心”建设工作，助力北京

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融合拉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

京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作为北京高端智库的职能；这

更是新时代背景下，发挥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

领域的重要旗帜作用，引领我国在“数字人文”等交叉学科领域研究与实践结合，

产生社会综合效能的有效方式。

基地主任冯惠玲教授领衔的数字人文荣誉辅修教学团队

荣获 2021 北京高校优秀本科育人团队

近日，北京市教委公布 2021 年“北京高校优秀本科育人团队”和“北京高

校优秀本科教学管理人员”评选结果，冯惠玲教授领衔的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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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辅修教学团队获评“北京高校优秀本科育人团队”。

荣誉辅修学位是人民大学深化“通识+专业+发展”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全

新举措。用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技能，编成一个课程云梯，让学生们攀梯而上，

进一步开启助力学子迈入学问殿堂的开挂通关模式。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开

设了 19 个荣誉辅修学位。数字人文荣誉辅修学位（含课程学位和研究学位）为

首批建设学位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荣誉辅修教学团队依托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

中心、人文北京研究基地和人大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数字人文技术实验室，由中国

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主导开设，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数字人文研究中

心主任冯惠玲教授任首席专家。15 名跨学科、跨学院优秀教师强强联合，组建

成为一支活泼强大且具有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和竞争力的教学科研团队。在

教学方面，教学团队秉持在课堂内外把立德树人和三全育人落到实处的精神，以

新文科建设理念，开拓创新，强化课程思政教育，并力图在教学中实现“五个统

一”育人目标，即理想与信念的统一、育人和育才的统一、人文与数字的统一、

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本土与国际的统一。教学团队的主要特色可概述为五个方面：

一是团队组建的延续性、前沿性；二是团队结构的跨学科性、互补性；三是团队

成员的专业性、杰出性；四是团队构成的梯队性、持续性；五是团队保持开放性、

扩展性。在科研方面，团队成员科学研究成果突出，承担各类纵向、横向课题几

十项；出版多部学术专著，发表大量论文，并获得多项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

社会服务广泛，多次承担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数字记忆方案设计等课题，有

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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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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