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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增昭对地质科学的挚爱萌生于少年时代。他出生于河南
省登封县的中岳嵩山之阳，一个位于颍水之滨的小镇上。中学
时代，他每天要翻山越岭地去上学，这不仅锻炼了他的体格，
也使他对大自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冯增昭的中学地理老师曾
教导他“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给了他无法磨灭的重要影
响。他十分敬仰司马迁、范仲淹和徐霞客等历史名人，尤其佩
服当代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以及地理学
家曾世英等，并立志要像他们那样考察祖国山川，探索自然奥
秘，并且进可以兼济天下，退可以独善其身、著书立说以传后
世。冯增昭立志从事地质事业，利用所学知识找矿采矿，从而
富国利民。

勤奋刻苦和对科学的强烈追求，使他在抗战胜利之际的
1945年，考入东北大学地理系。在东北大学学习了两年地理
后，他受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著名地质学家的影响，改学
地质。1947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迈出了他少年时圆梦
地学的坚实一步。冯增昭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后任教于北京石油
学院，将无数学子带入地质领域学习的殿堂。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8个字，见证了冯增昭的一生。
作为一名地质学者，他的所有时间几乎都放在了书籍和野外勘测
上。他的成功，是有了清晰的目标再加上持之以恒的努力铸就
的，绝不是别人赠予的！

在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之前的日子里，冯增昭每天都去办
公室准时“打卡”上班，风雨无阻，周末无休。也正是在这间办
公室里，他提笔编写了《古地理学报》等一系列珍贵文献。而冯
增昭在岩相古地理研究上的成就更与他一步一个脚印跑遍大半个
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山东省的莱芜、泗水等地，河北省的唐
山、易县等地，安徽省的淮南……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留下
了他的身影。在20世纪50年代初，冯增昭身负重任前往山西采
集标本，只两个月，采集岩石标本近两吨。现如今，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里的诸多珍贵化石都是他一次次背回来的。

凭借着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与热爱，冯增昭取得了中国沉积
学界的多个第一：第一个将国外碳酸盐岩岩石学的新理论和新方
法引入中国，写出了第一部全国性的定量岩相古地理学专著《中
国寒武纪和奥陶纪岩相古地理》；率先提出的岩相古地理学新方
法——“单因素分析多因素综合做图法”，成为定量岩相古地理
学研究的重要手段……

冯增昭曾说：“虽然年过九旬，但我仍有一个梦想，在有生
之年创立国际古地理学会，掌握本学科的国际话语权，为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助力，以感谢党和国家的培养！”

2022年7月16日，在教育部、民政部等多个部委的支持
下，国际古地理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的13名院士，以及来自全球15个国家的200余名
会员和嘉宾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出席。作为由我国发起并
成立的地质学领域国际性学术组织，国际古地理学会为国内外
古地理学界开展学术交流提供了新平台，为我国及世界古地理
学的研究发展带来了新动能。而这，也是冯增昭晚年一直期望
实现的愿望。

从“找矿救国”到“把中国古地理学推向世界”，一颗从战
火纷飞年代种下的梦想种子，如今已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

为了地质事业的发展，冯增昭时常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眼
中所见的也大都是盐碱荒野，泥泞满地。由于过去条件异常艰
辛，很多科学工作举步维艰。但反观国外，相关科技正发生着革
命性的飞跃，国外石油地质专家学者们对碳酸盐岩的研究，硕果
累累，日新月异。看到国内沉积地质学与国外研究发展的差距不
断拉大，冯增昭心急如焚。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暗下
决心，一定要把国外对碳酸盐岩的研究成果翻译到我国来，以便
开拓和推进中国地质界对碳酸盐岩的研究工作。

然而，在那种特殊的时代，翻译国外专业技术资料是要冒很
大风险的。白天，冯增昭要参加“五七农场”劳动，只有晚上，
他才能开始与国外科技著述的“对话”。他记不清送走了多少个
宁静而幽黑的夜晚，也不知迎来了多少次太阳跃出渤海的万道霞
光。他案头的译稿在一天天变高，几乎堆成一座小山，而他的面
庞却在一天天消瘦，皱纹也爬上了额头。有时，大风吹落了他居
住的小平房窗户上保暖用的塑料布，他也顾不上重新钉一下。门
外不远处日夜不停的抽油机则成了他早晚小憩时的忠实伙伴。后
来，他白天给学生上课、进行野外勘察，晚上备完课后便在与学
生同住的房间时在昏暗的灯光下熬夜翻译文献资料。短短几年，
他便相继完成了《沉积岩成因》《白云化作用》《深水碳酸盐环
境》等共270余万字的译著。这些翻译著作不仅揭开了我国碳酸
盐岩沉积学研究的新篇章，也为我国大气田的发现奠定了理论基
础。

古人曾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作为一
名地质科研工作者，冯增昭深知前往实地勘测掌握第一手资料
的重要性。因此，他将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实地勘测上。早在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就经常和学生或者同事在冀东、鲁南、扬
子等地区搞综合地质考察，与学生和同事们一道睡马棚，住大
通铺，啃凉馒头，喝生冷水，风餐露宿，艰辛备尝。长期的野
外考察，锻炼了他的体魄。在爬山越岭时，许多小伙子都累得
上气不接下气，追不上他。为此，他获得了“冯铁腿”的称
号。年近花甲，他也仍不顾身患腰肌劳损等多种疾病，一再健
步走在考察队员的最前列。上世纪80年代初，他奉命调回学校
北京研究生部工作。离京十余载归来，他几乎顾不上仔细观察
北京发生的巨大变化，便又一再深入到华北、华东、西南、西
北等地区进行野外考察，致力于建立中国岩相古地理学理论并
绘制出古地理图。64岁那一年的夏天，他不畏艰难，在四川险
峻的深山里考察，令同行的美国迈阿密大学的两位地质专家为
之瞠目，他们不仅感叹他的好体力，更由衷敬佩他的科学求实
精神。

1983年夏，冯增昭站在鄂尔多斯高原上，望着万顷无垠的
蒙古高原、连绵起伏的阴山山脉和蜿蜒不尽的黄河，联想到自己
的奋斗目标，不禁豪情满怀，出口成诗：

花甲欠三愧老言，
十四省市步履遍。
再赐十年风华茂，
第三里程谱新篇！
诗里不仅记录下了冯增昭为地质科研事业走遍天下山河的事

迹，更向世人传达出他希望继续投身地质事业、为后世创造新的
里程碑的昂扬精神！

“前沿阵地，不可丢失，有志来兮，大旗高举。”这是冯增
昭在80岁大寿之时写下的述怀诗句，短短16个字，凝聚了他
半生的学术追求。退休之后的冯增昭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
而是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他学术道路的新征程。

教书育人，是冯增昭毕生的事业。他桃李满天下，其学生
中涌现出了众多院士、多位知名学者和教学名师。2006年，
在《冯增昭文集》自序中，他用一首短诗描述了自己看到学生
成才的心情：“弟子成才，胜于著译，竞为国用，堪慰吾心。”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吴胜和在回忆恩
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冯老师教导我，做地质研究一定不要
怕艰苦，要想方设法获取扎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他带
着我翻山越岭，并耐心地指导我丈量剖面。那时，先生已年近
六旬，但身体硬朗，爬山比我们年轻人还快，不愧是‘冯铁
腿’。”

同是冯增昭的学生，如今已是国家级教学名师的朱筱敏也
说：“冯老师主编的第一版和第二版《沉积岩石学》教材是最
为系统地反映学科进展的优秀教材，惠及了石油高校和地质院
校地质学和地质工程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奠定了学校沉积学领
域的领先地位。”

冯增昭的严格体现在对待学术研究的严谨上。曾负责编辑
《冯增昭文集》的郑秀娟说：“冯老师训人不留情面，但他年龄
比我们大很多，就像长辈在训孩子。他常说‘我对你好，我才
严格要求你。我要是对你不好，我离你远远的，才不理你
呢’。”

2016年，冯增昭90岁生日时，鲍志东、吴胜和、朱筱
敏、金振奎等几名学生一起凑了钱，交给郑秀娟，想要请冯增
昭夫妇吃一顿饭。没承想，饭吃完了，钱却是冯增昭自己付
的。“冯老师跟我说，不能花学生的钱。他全额付给我费用，
让我把学生们的钱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郑秀娟十分感慨。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这是我的
总结。热爱教学，热爱学生，热爱古地理学研究，仅此而
已。”这，就是冯增昭对自己一生的注解，谦逊淡泊，执着坚
定。

“君子坐而论道，青年起而行之”。对于青年，特别是富有
朝气与拼搏精神的大学生，冯增昭有着天然的亲切感。他说，
自己特别愿意与学生接触，他笑称，以前的工作单位邀请自己
作报告，他往往要考虑一番，并不一定答应，但只要是学校邀
请他前去讲课，他一定毫不犹豫，欣然前往。这就是冯增昭对
青年学子独有的那份偏爱。

从风华正茂、书生意气的学生到著作等身、桃李天下的教
授，从立志“找矿救国”的热血青年到享誉国际的岩相古地理
学研究大师，70年来，为了中国沉积学和古地理学的发展，
冯增昭一笔一笔地描摹大江南北岩相面貌，一步一步地丈量长
城内外山河大地。

他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和对地质学的态度，都将成为新
时代年轻人所学习的内容。他的成功经验也启示着后来人，要
坚持自己所走的路，坚持自己心中的梦想，不断在新的领域中
追求卓越，不断探索。

这就是冯增昭，一位倾此一生为山河号脉的“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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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山河号脉为山河号脉的的““大先生大先生””
———追记中国石油地质学家—追记中国石油地质学家、、中国石油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北京））教授冯增昭教授冯增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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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16日，一位96岁的老教授站在讲台上，铿锵有力地介绍
起一个崭新的地质学领域国际性学术组织——国际古地理学会。聆听他演
讲的地质学专家来自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亚洲、非洲的15
个国家。为了推动中国古地理学走向世界，这位老教授奋斗了十年，念想
了一生。2023年1月5日，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他，驾鹤西行。他就是
为地质事业和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国际古地理学会的发起人、中国石
油大学（北京）教授——冯增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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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要素和重要支撑，建设中

国式现代化，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是新时代新征程上的重要目标和
使命。

为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新文科背景下外语学科的
交叉融合、学科专业优化、课程提质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鼓励广
大高校外语教师进行教学创新、学术研究，提升外语教师综合素
养，催化优秀研究成果的出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和中
国外语教材与教法研究中心设立了“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
目”。多年来，该项目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则，通过层层遴选和
专家组的严格审核，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外语研究成果，为我国外
语教学、科研、教师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积极贡献。

现将2023年项目申报事宜通知如下：

一、项目申请时间
2023年5月26日—2023年9月30日
二、项目研究主题
重点项目课题
1.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
1.1 中国外语教育的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研究
1.2 中国与国外外语教育比较研究
1.3“四新”建设与外语教育战略研究
1.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研究
2.外语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2.1 中国特色外语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
2.2 新时代背景下国际化卓越外语人才培养研究
2.3 外语类专业一流专业与一流课程建设研究
2.4 外语专业教学中的课程思政研究
3.大学外语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3.1 服务“四新”建设的大学外语课程改革研究
3.2 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与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3.3 大学外语多元化评价体系建设研究
3.4 大学外语教学中的课程思政研究
4.跨文化教育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
4.1 跨文化教育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体系研究
4.2 跨文化与全球胜任力培养研究
4.3 跨文化与国际理解教育研究

4.4 跨文化教育与中国故事讲述研究
5.数字化转型与外语教育教学研究
5.1 外语教育数据收集、分析与课堂决策研究
5.2 混合式课程建设与外语人才创新培养模式研究
5.3 数字教材标准的研发、设计与应用研究
5.4 基于数字化平台的外语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5.5 数字化环境下外语课堂教学设计与评价模式研究
6.中国高校外语教师发展研究
6.1 高校外语教师育人素养提升研究
6.2 高校外语教师学科素养提升研究
6.3 高校外语教师教学素养提升研究
6.4 高校外语教师科研素养提升研究
6.5 高校外语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研究
6.6 虚拟教研室与教师发展共同体建设研究
6.7 基于院校特色的外语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6.8“外教社杯”全国高校外语教学大赛与外语教师专业能力

发展研究
6.9“外教社杯”全国高校学生跨文化能力大赛与教师素养互

动研究
一般项目课题（含青年项目课题）
1.新时代高校本科外语教育（包括外语专业与公共外语）中的

问题和对策研究
2.新时代高校研究生外语教育（包括外语专业与公共外语）中

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3.新发展格局下高等职业院校外语教育（包括外语专业与公

共外语）中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4.外语类专业优化与课程提质路径研究
5.外语教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应用研究
6.语言服务背景下的商务英语专业改革创新研究
7.国家需求引领下的翻译专业改革创新研究
8.区域国别学与外语学科的互构研究
9.基于语料库的高校外语（数字）教材研发与教学资源建设研

究
10.基于“三融”（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职业院校

外语教学改革研究
11.职业教育国际化与外语教学改革研究

12.国际汉语教育教学的高质量发展研究
13.基于“WE外语智慧教育平台”的相关研究
14.基于“词达人”英语词汇智慧学习平台的相关研究
15.跨文化能力考试评价标准研究
16.跨文化能力考试效度研究
17.跨文化能力考试对教学的反拨研究
18.大学生跨文化能力测评研究
19.课程资源开发与建设研究（针对外教社主要教材的配套

PPT、试题库、微课、视频、教学设计、慕课等优质教学资源开发项
目，以及面向外语基础技能、特色课程、语言学、文学、翻译等优质
数字课程资源项目）

三、项目类别
1.重点项目
2.一般项目
3.青年项目
四、项目申请人条件
1.申请重点项目者，应具有或相当于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

务，并主持完成过省、部级以上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2.申请一般项目者，应具有或相当于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

务。
3.申请青年项目者（项目负责人），年龄不得超过40周岁（以申

报截止日期为准），不具备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博士学位
的，须由同研究领域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推荐。

五、项目管理
1.本项目管理机构为“外教社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管

理领导小组”（以下简称“管理领导小组”），管理领导小组下设日常
办公机构“外教社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管理办公室”（以下
简称“管理办公室”）。

2.专家评审组。根据学科分类设立，负责评审。
3.结项鉴定组。负责项目结项鉴定。
六、项目申请
申请人登录kyxm.sflep.com（外教社科研项目管理系统）进

行注册，申报“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并在申请有效期内
（以申请递交日为准）通过申报网站提交《申请书》及有关材料。同
时用A4纸打印一份相同内容，并在项目申请者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一栏内填写、盖章后邮寄至“项目管理办公室”。

七、项目评审
1.资格审核。管理办公室对申请人条件进行审核，合格者进

入初评。
2.初评。专家评审组对《申请书》及有关材料进行初评。
3.会议评审。对初评通过项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是否建

议立项。
4.复核审批。管理办公室对初评和会议评审结果进行复核，

报管理领导小组审批。
八、项目立项、结项
1.项目获批准立项后，管理办公室向项目申请人发出《立项协

议书》，正式立项时间以《立项协议书》发出之日的下个月1日算
起。

2.立项项目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后，请在项目申报网站提交结
项申请书，同时将结项申请书用A4纸打印两份，并在项目申请者
所在单位审核意见一栏内填写、盖章后连同项目成果复印件一份
邮寄至“项目管理办公室”。申请材料须经结项鉴定组鉴定方可结
项。鉴定结果分为“通过”和“未通过”。

九、项目经费发放
立项项目根据其类别、规模、学术价值等，享受相应的资金资

助。经费分两次发放，签订《立项协议书》后发放经费总额的60%，
其余40%经费在结项通过后再发放。在收到立项和结项经费后需
分别开具正规发票或收据并寄回“项目管理办公室”（相关开票具
体要求请见立项及结项时寄送的开票说明资料）。

十、项目成果
本项目研究完成后，项目设立方将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结项

验收。验收通过，给予结项。对验收通过的项目，项目设立方拥有
对该项目择优优先出版的权利，并有权使用该项目研究成果中的
所有数据和资料。

结项鉴定为“通过”的，也可以自主出版或发表。研究成果由
研究者自主出版或发表的需在成果中说明项目来源：“本项目获外
教社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资助。”

十一、本指南最终解释权归“外教社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
目管理领导小组”。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国外语教材与教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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