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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学高校学生事务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于2006年，旨

在加强高校学生事务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构建中国特色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体

系。中心现挂靠在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有研究人员20名，其中教

授7名，副教授8人，博士学历人员5人，并培养高校学生事务研究方向的研究生

20余人。中心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辅导员职业化与专业化、国内外高校学生事务

比较研究、青少年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等。目前，中心研究人员主持国家社科课

题，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北京市课题等20余项，科研经费超过1 00万元。

中心先后与北京、广东、山西、天津、内蒙古等地区的高校开展合作，举办

高校辅导员上岗培训、科研能力提升以及青年与社会思潮等专题培训班，共有来

自1 00余所高校的2000余名辅导员骨干一起交流、学习。特别是中心与广西自治

区教育厅、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研修基地(广西师范大学)建立长期合作，开

创“京桂帮扶模式”的辅导员培训研修项目，连续1 1年承办广西高校辅导员骨干

高级研修班，培训效果受到一致好评。

近几年，为有效提升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中心连续2次举

办了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国际研讨会，并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共同建立了学

生事务理论与实践联合研究中心，为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专业化和国际化发展贡

献了力量。依托该联合研究中心，中心将与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研究领域的专家学

者及学生事务工作者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并进一步探讨学生事务管理学位教育

合作的可能性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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