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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校园文化特色 河南师范大学是一所建校历史较长的省

属重点大学。学校位于京广、太荷铁路交汇处的豫北名城新

乡市。其前身是始建于1923年的中州大学和创建于1951年的

平原师范学院。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院系调整，学校先后更

名为河南师范学院二院、河南第二师范学院、新乡师范学院

。1985年始称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尊师重教，唯才

是举。建校以来一批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先后在校执教。

近年来，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中青年专家、学者层出不

穷。河南师范大学以"厚德博学 止于至善"为校训，经过几代

人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明德正学倡和出新"的校风、"修至学

立世范启智慧益品行"的教风和"尚诚朴勤学问重团结养正气"

的优良学风。 河南师范大学以校风淳、教风正、学风浓、本

科教学水平高享誉省内外。2006年国家教育部对我校本科教

学工作水平的评估结论为"优秀"。各级各类学生教育体系完

善、机制健全、师资齐整、资源完备，既保证学生学到扎实

的专业理论知识，又能够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使学生在就业

市场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 2.科研特色与成就 河南师范大学

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注重产学研相结合，在化学

制药、电池材料、生物技术、环境保护等方面，学校转让的

高新技术成果创造的价值达到数亿元，已成为促进河南科技

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地之一。 近三年来，先后承担国

家"863"、"97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及



国务院各部门科研项目80余项、省部级科研项目200余项，获

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38项，出版各类教材、学术著作200余部

，发表学术论文4000余篇。理论物理、物理化学、动物学、

环境科学、细胞分化调控等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

响。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统计，河南师范大学发表的学术

论文被国际著名检索系统SCI收录的数量，自1994年至2001年

高校大规模并校之前一直居全国高校前50位，其中1995年曾

名列第29位，全国师范院校第4位；2002年以来一直居全国高

校前72位。SCI论文引证在全国排序自1995年以来一直居前51

位，最高位次为第32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和自然科学版双双入选中文核心期刊，哲学社会科学版

被列为CSSCI源期刊。 通过重点建设学科"山峰"、精心培育特

色科研，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核苷生

产新方法即是其中之一，该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为形成科研的特色领域，河南师大确定了"围绕市场、依托

学科"的方针，遴选出有机药物研究、新能源材料研究、小麦

生理生态研究等一大批特色项目，予以重点扶持。同时调整

重点学科经费使用方向，将大部分经费用于科研平台建设和

科研成果资助。 近年来，河南师大设立应用科学与技术研究

基金、国家级项目培育基金、青年科学基金、学术专著出版

基金、教育科学基金、学术交流基金等六大基金，以激励政

策鼓励科研特色。学校还创新对重点学科的管理机制，变身

份管理为项目管理，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围绕科研项目组

建创新团队。 3.河南师范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现状 河南师

范大学学位授予体系完善，具有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

授予权，同时开展各种形式在职研究生教育。理论物理、物



理化学、环境科学、动物学四个专业招收博士研究生，数学

、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体育学等六个

学科具有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

权达到75个，硕士学位授权学科涵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

、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管理学和医

学等11个学科门类。 河南师范大学目前开展的在职攻读硕士

学位研究生教育包括三个专业学位和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

学位。三个专业学位是涵盖多个学科领域的教育硕士专业学

位，渔业领域的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和体育硕士专业学位

。此外，我校多个专业开展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教育和同等学

力申请学位工作。 目前，在校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一千九

百余人，注册的在职研究生一千多人。这些研究生在各自导

师的带领下，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进行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和

技术开发研究，并取得突出的成就。如，以渠桂荣教授为带

头人的有机化学学科团队，2008年取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以物理化学学科团队为基础，王键吉教授被评为2009年度

河南省"中原学者"；徐存拴教授的细胞生物学学科团队入

选2009年度河南省"创新型科技团队"。 4.河南师范大学学科特

色 学科建设是高校工作的龙头。多年来，学校坚持"统筹规划

，重点建设，梯次推进"的方针，以学科内涵发展为主线，以

人才队伍建设为基础，立足现有资源，不断优化学科结构，

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构建学科基地，整体学科水

平得到了较大提升。 目前，学校建有河南省与科技部共建细

胞分化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黄淮水环境与污染防治省部共

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建有河南省环境

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河南省光伏材料重点实验室、河南省



生物工程重点实验室、河南省生物工程研究应用中心、河南

省高校道地中药材保育及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省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科技与社会研究

所、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河南省高校环境科学与工程重点

学科开放实验室、河南省高校绿色化学与技术重点学科开放

实验室、河南省高校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9个省级重点

科研机构；数学、物理学、化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等4个一级

学科被评为省级重点一级学科，教育技术学、物理电子学、

应用化学、植物学、动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水产养殖、体育教育训练学、科学技术哲学、中共党史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经济与管理、

政治经济学、思想政治教育等16个二级学科被评为省级重点

二级学科。学校还设有23个校级科研机构和一批校级重点学

科。 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等科研机构作为研究生培养的平

台，为研究生的理论学习、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提供了很好

的物质基础和人文环境。研究生通过在校期间的学习与合作

研究，不仅能够掌握全面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系统熟练的

科研技能，而且养成了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科学人文素养

，为以后从事教学、研究以及其他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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