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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学术交流会论文集征稿通知 

一、征文说明 

会议征集教改论文，投稿应为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投稿格式及论文范例详见格式要求。 

（1）征稿范围 

征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下述议题： 

1）油气储运专业建设； 

2）油气储运专业教学改革； 

3）油气储运专业工程教育认证； 

4）油气储运专业的课程思政和绿色工程教育； 

5）油气储运专业教学与科研互动； 

6）“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油气储运专业的发展战略 

 

（2）论文提交日期 

论文摘要提交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15 日 

论文全文提交截止日期：2021 年 7 月 10 日 

（3）投稿邮箱 

投稿邮箱：ogst2021@qq.com。 

（4）文档要求 

稿件需同时提供 word 和 PDF 文档。 

命名方式：按“教改论文+学校+第一作者”命名。 

二、格式要求 

页边距：距离上、下、左、右 2cm； 

论文题目：居中，二号，黑体（中文/西文），单倍行距； 

以下各个部分的字体均采用中文宋体，西文 Times New Roman。 

作者姓名：居中，小五，多个作者之间加空格（全角），单倍行距； 

注意：作者单位多于 1 个则在作者名字右上加单位标号。 

作者单位：居中，小五，单倍行距； 

注意：单位名称（多个单位则按次序加编号，中间用分号隔开）。例，1．xx 单位名称；

2．xx 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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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端对齐，小五，单倍行距； 

注意：“摘要”二字加粗，建议控制在 260-300 字之内。 

关键词：居左，小五，单倍行距； 

注意：“关键词”三字加粗，中英文关键词 4-6 个。 

正文：两端对齐，五号，1.25 倍行距； 

1 级标题：居左，小四，加粗，1.25 倍行距；格式：标题号跟标题名称之间空一格（全

角）。 

2、3级标题：居左，五号，加粗，1.25 倍行距；格式：标题号跟标题名称之间空一格（全

角）。 

图表：标题中，小五，中文采用黑体，西文用 Times New Roman，1.25 倍行距； 

注意：图表序号与名称之间加一空格（全角）。采用三线表，并提供中文标题。表头中使

用量符号/量单位，文中的相关术语和符号应保持全文一致性。 

公式：居中，标号居左，采用 MathType 公式编辑器编辑。 

参考文献：两端对齐，小五； 

注意：文献序号与详细信息之间空一格（半角）。 

 

三、参考范文 

教改论文范例 

国外跨学科研究生教育组织形式探究 
作者 1

1, 2
作者 2

1
作者 3

3
 

（作者如有不同单位请用上标标注出来） 

1．xx 单位名称 1；2．xx 单位名称 2；3．xx 单位名称 3 

摘要：近年来，跨学科研究生教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跨学科学术组织形式的创新是跨学科研究生教育成功的关键。国外

跨学科研究生教育缘起较早，且已形成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中文不超过 300 个汉字） 

关键词：跨学科；研究生教育；学术组织形式（中英文关键词为 3-8 个） 

 

跨学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议题之一，究其原因，与我国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紧密相关。

研究者多将跨学科教育视为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对处于高等教育金字塔顶端的研究生教育而言，

创新是研究生教育的“应然”目标。然而，高校传统的学术组织架构使跨学科研究生教育面临诸多发展瓶

颈，……。 

一、国外跨学科研究生教育的源起 

研究者对“跨学科”发展起源的说辞莫衷一是。克莱恩（Klein）认为跨学科这一术语产生于 20世纪，

其出现根源于现代教育改革、应用研究以及突破学科界限的运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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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学科研究生教育的理论之基 

（一）传统学科教育“限度”：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 

学科（discipline），是一种知识分类体系，学科制度的产生加速了知识的增长及分化…… 

（二）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复杂性思维 

学科制度的产生源自外部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其后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的分化是知识及学术制度的

发展逻辑所致。 

（三）卓越人才培养：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创新 

有研究者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跨学科成果进行了统计分析（如图 1 所示）。 

（插入图片） 

图 1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跨学科获奖成果变化曲线图 

表 1  1901－2013 年诺贝尔奖获奖情况统计表 

诺贝尔奖项 奖项数 一位获奖者奖项数 二位获奖者奖项数 三位获奖者奖项数 

物理学 107 47 31  

化学     

三、对我国跨学科研究生教育的镜鉴 

从学科边界渗透到学科互涉的理论化，国外跨学科教育起步较早，且已累积了相对丰富的经验，其经

验对于跨学科研究生教育尚处于“探寻期”的我国不乏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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