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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清华大学原党

委委员、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

委员 原国家教委教育科学 划领导小组

成员 高等教育学科组组长、国家教委教

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常

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清

华大学教育研究所首任所长，《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杂志原主 李 宝教授，因病

医治无 ，于2020年3月13日永远离开了

我们，享年91岁。

一、救国求学

清华大学文科有着十分 久的发展历

史，其中教育学科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1911年清华学堂设有 学教育学科，1926

年清华学校正式建立教育心理学系。1945

年8月抗战胜利，次年5月西南联大宣 结

，随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 回原

来校 。复员后的国立清华大学未设教育

深切缅怀李卓宝教授
○王孙禺（1977 级电机） ○刘惠琴（1987 级机 ）

学系， 设有心理学系。

1946年，来自名门望族的李 宝 着

国求学的理 ， 然只身从澳门北上，

到清华求学。当年的清华理学院心理学系

是全国 名的学系之一。 年考取心理学

的有陈金秀、李 宝、 珍、 利英等

学生。由此，李 宝成为心理学泰 、系主

任 先 先生的学生。1950年李 宝毕业，

获心理学学士学位，留校 教。

在清华党组织的关 和 导下，李

宝于1948年10月加入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

义青年联 ，开始革命工作。1949年2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3年，任清

华大学共青 委副书记 1950年8月至

1966年6月，任清华大学党委委员 1953

年至1958年，任清华大学 成中学副校

长、党组书记 1958年9月至1966年9月，

任清华大学基础部副主任，党总支书记

任北京市第二、第三届党员代表大会代

表、北京市 联常委、北京市第一届

代表大会代表。

1984年3月至1986年2月，李 宝

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室主任 1986年

3月至1992年10月，任清华大学教育

研究所首任所长和《清华大学教育研

究》主 。

1987年7月，李 宝获批研究员资

格，是我校文科最 获正高级职称的

教师之一。

1993年3月，李 宝教授 离 。

李 宝教授把一生献给了为之
2009 年 11 月，李卓宝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机构

成立 30周年暨教育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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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奋 的共产主义事业，献给了 国解

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给了继承发

革命 和优秀文化 的人民教育

事业，献给了清华大学自强不 、 载

物、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伟大事业。

二、建所之功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随理学院并入北

京大学。尽管1952年院系调 至“文革”

结 ，清华大学 有设立教育及相关学科

与课程， 关于教育研究的活动始 有

，特别是有关教育教学研讨会这 长

期坚持的教育研究活动未 中断。1953年

开始，学校共 开过数十次教育教学研讨

会，内容 及学校发展、学科建设、人才

培养，以及 教学大 、交流教学经

验、推进教学改革等等。

李 宝教授始 是清华大学开展教育

研究的 导者和推动者。

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社会发展及学

校学科建设的需要，清华大学对原有院

系、研究机构等进行了调 和 设。在李

宝教授和多位领导的建议下，1979年10

月26日，经学校研究决定，成立“清华

大学理工科教育研究室”，下设应用心理

学研究室、校史研究室、基础教育研究室

等，直属学校领导。1980年起， 家 、

家 、李 宝先后任教育研究室主任。

办公地 设在 东 一楼北 ，白手起

家，创业十分 。

随着清华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1986

年2月25日，在校党委常委会和校长工作

会联席会议上，决定将教育研究室改为教

育研究所， 属于校机关。下设高等教育

研究室、普通教育研究室（附中）、校史

研究室（党委宣 部）、杂志 部、资

室。由学校有关校长领导，党支部属校

机关党委领导。同年3月6日，校长工作会

议通过，任命李 宝为教育研究所所长。

办公地 到文科楼五层。

1993年12月26日，校务会议决定建立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育研究所 属关系

由校机关 至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由此，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由一个 属校机关的

行政事务部门 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

了清华学科门类中 教育学门类的

空白。

李 宝教授坚持教育研究要大中小学

一起 ， 为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是

“一 ”，因 特别邀请附中校长万邦

教育研究所普通教育研究室主任。李

宝教授 自 ，清华大学与别的大学

不同，别人称“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

我们称“教育研究所”，比人家 四个

——“高等”和“科学”。因为我们不

能只讲“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

考 到基础教育的发展和衔接 我们不是

不 求“科学”， 我们更强调的是，讲

求实事求是，讲求解决具体问题。

在高等教育研究 属创始 ，李

宝教授以 主义、 东思 为 导，

地坚持党的领导，始 党的

教育方针，结合和利用自身丰富的高等教

育实 经验，深入调 研究，深刻论述了

理工科高等教育发展问题 对高等教育研

究中理论研究和实 研究的关系、领导干

部与教师 共同参与教育研究的关系、

教育专业教师与理工科专业教师的关系等

进行了深入思考。为清华大学和全国教育

学科的发展贡献了智 和力 ，作出了杰

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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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养

改革开放以后，李 宝教授意识到中

国的教育要走向世界，提出要结合我国的

国情，学 西方教育制度中的长处

针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急需培养创新人才，

提出要培养学生的 立创造性 针对提高

工科人才培养质 的客观需求，提出工科

需要有坚实的理科和人文科学基础等重要

思 。

为此，教育研究所成立 期 招收专

科生。1990年至1996年 招收“高等教育

管理专科班”和“办公自动化专科班”，

开设高等数学、中国革命史、管理学、

学、心理学、专业英语、电工与电子

技术、办公自动化应用、普物实验等课

程。同时，教育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为高

等学校、国家机关、教育管理部门以及重

点 事业单位培养 高质 的毕业生

此外，教育研究所 开办研究生课程进

班，培养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的教学研究

和管理 干。

自1990年起，教育研究所相继获得高

等教育学、教育管理学、应用心理学硕士

学位授予 ，后来 获教育经济与管理、

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予 。

1991年教育研究所获批高等教育学硕

士学位授予点后，李 宝教授开始招收硕

士研究生，并亲自讲授研究生主干课程

“高等教育学”。

1993年，李 宝教授 导的清华大学

第一位教育学研究生王 毕业，并获硕士

学位，毕业论文题目为《中国理工科大学

毕业设计（论文）之研究》。此后，李

宝教授名下陆续毕业的硕士生有李学 ，

硕士论文题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件

下我国高等学校办学自主 》 张 峰，

硕士论文题目为《人与文化——大学人文

教育之意义》。

四、科学研究

在李 宝教授的带领下，教育研究所

为教工、学生开设有关课程，承担教学

任务外， 号 清华大学教育管理人

员和教师参加各级各类教育科学课题的研

究， 参与全国 学社会科学、教育

科学的发展 划课题， 理 写清华大学

校史，为教育研究人员提供相关图书资

等。在此基础上，李 宝教授亲自推动并

建立了一系 教育研究组织和机构，

教育研究的平台， 大教育研究的队

，使清华教育研究得以形成自己

的特色。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会。1986年4月，

作为 性学术 体的清华大学教育研

究会成立，其 旨是：在 主义、

东思 导下，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出

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 ， 开展

性的教育科学研究，总结我国特别是

我校教育工作的实 ， 国内外的有

经验，探讨教育的客观 律，促进学校教

学质 、科学研究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

李卓宝教授伏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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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

事业做出贡献。时任校长高 任理事

长，方 坚、李 宝任副理事长，至1990

年，教育研究会有会员200余人，下设15

个研究小组，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

开展总结、研究和交流活动。

1990年6月， 开第二届会员大会。

1993年12月， 开第三次会员大会。大

会通过第三届教育研究会理事会名单，其

中，理事长杨家 ，副理事长 显章、

生、白永 、 康、王孙 ，秘书长

李越，副秘书长李家强、刘 。

教育研究会的成立，使学校教育研究

队 由 数专职和大 职人员相结合组

成，日常组织工作由学校教育研究所负

责，推动了 性教育科学研究 开

展，并取得大批研究成果，对学校的教育

改革和建设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李

宝教授的带领下，教育研究会先后完成

了有关“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理工科大

学培养人才主要特 ”“新时期高等工程

教育人才培养 律及其应用”“应用学科

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 多 化”，以及

“高等教育评估”“高等教育管理”“大

学生社会实 ”等全国 学与社会科学

“ 五”“八五”国家重点课题。

教育研究会承担的课题任务取得了良

好的成果，其科研成果 获国家教育科

学优秀成果奖、全国高等教育学会优秀成

果奖、北京市高教学会优秀成果奖等，获

奖数 和等级在全国高校中名 前 。

如，“大面 、多层次、多 格开展因

施教”的教改试验研究获第一届全国教育

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清华大学研究生

教育改革试验报 》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1990年教育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有多

论文分获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教育科学

优秀论文成果奖和国家教委直属高等工程

教育研究协作组优秀论文奖。这 研究成

果对 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研究做出

了有 贡献。

清华大学高等教育学会。2004年12月

28日，清华大学高等教育学会正式宣布成

立，校长顾 林担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长。 学会章程 定，“清华大学高等

教育学会是学校广大教职员工的 性学

术 体，接受清华大学的领导和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的 导。学会将面向高等教育的

实 ，开展教育科学研究， 推进高等

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此后，我

校教育研究会与高等教育学会一并运行，

一并开展工作。

清华大学学生心理咨询中心。1987

年，清华大学建立了高校最 的学生心理

咨询中心，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服务。

2000年，教育研究所设立了心理学研究

室。2006年4月18日，成立“心理学与

科学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心理学与

科学的跨学科研究。2008年5月14日，

校务会议讨论通过，决定成立“清华大

学 克利心理学研究中心”，中心

组织协调校内文、理、工、医等相关学科

研究力 ，开展跨学科前沿性研究， 分

利用外部资源， 开展国际合作，致力

于心理学的研究和教育。

在李 宝等专家教授的 导下，同年

5月20日，校务会议讨论决定 复建立心

理学系，其中应用心理学专业由教育研究所

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共同建设。

在学科建设方面，李 宝教授在创立

全国理工科大学第一个教育研究所之后，

了担任教育研究所首任所长外，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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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理学院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务。 多次

集校内外专家学者研讨清华大学心理

学科建设问题。作为清华心理系的 期

毕业生，李 宝教授一生对心理学有着

深 的感情，一生从未放弃过重建和

清华心理学学科的梦 。

清华大学工程教育中心。2008年12

月3日，校务会研究讨论通过，决定成

立“清华大学工程教育中心”， 靠教

育研究所运行。清华大学工程教育研究

中心由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工业工程

系、电机工程系、机 工程学院、

科学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基础工

业 中心等院系单位共同发起，在教

务处、研究生院、科研院、 业集 的大

力支持协 下，形成的 学–产–研 跨学

科和跨单位共同合作的研究机构。校长顾

林院士受聘为中心名 主任，原教育部

副部长、清华校友 启 任中心主任，

和、袁驷、王孙 、林健等任副主任

学校 领导余 文担任中心学术委员会主

任。王孙 任秘书长，李越、张文 、刘

等任副秘书长。

李 宝教授对于工程教育中心的成

立，给予了 高的评价和 大的支持。清

华大学工程教育研究中心成为后来成立的

“中国工程院–清华大学工程教育研究中

心”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工程教育

中心”的前身。

李 宝教授 任全国教育科学 划领

导小组成员、高教组组长，一直 承

担、参与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的领导组织工

作。同时，参与全国 学社会科学、教育

科学发展 划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优

的科研成果。李 宝教授承担和参与的部

分重大科研课题有：“高等工程科学技术

人才类 与主要素质培养的研究与试验

（ 学社会科学“ 五” 划国家重点项

目）”，“我国理工科大学培养人才主要

特 及 的研究与试验（ 学社会科学

“八五” 划国家重点项目）”，“理

工科大学生思 能力培养的试验与研究

（ 学社会科学“八五” 划教委重点

项目）”，“我国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

人才培养的主要特 及 的研究与试

验（全国教育科学“八五”国家重点课

题）”，“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科

学研究的回顾、现 与展望（中宣部重点

课题子课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国家教委课

题）”，“新的历史 件下关于大学教育

本质与大学职能等问题的研究（国家教委

课题）”，等等。李 宝教授在科研工作

中多次获得国家级、北京市及学校奖 ，

其中 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优秀成果奖二

等奖（1988年）、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一等奖（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5年）、中国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会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008 年 12 月 13 日，清华园解放 60 周年纪念

活动在主楼举行，三位老学长欢聚。左起：彭珮云、

李卓宝、汪家镠



খঐ࣎Ԥ

年（ ） 107

（2006年）、获全国教育 划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2006年），等等。

五、创办刊物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是国内理工科

大学中最 创办的教育研究杂志，也是清

华大学最 的文科学术期 ，创 于1980

年。当时 名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通

讯》，李 宝教授任主 。1986年杂志更

名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有国内

号和国际 号，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是

最 入全国《中文核心期 要目总

》的“核心期 ”。同时，清华大学教

育研究所 出版了《教育研究参考资

》等内部学术 物。

李 宝教授始 导《清华大学教育

研究》以“ 齐放， 家争 ”、理论

与实 相结合为办 旨，在 保持和

发 清华大学理工学科研究优势的同时，

继承和发 历史上清华的人文社会科学

。李 宝教授始 把《清华大学教育

研究》作为教育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实验基

地，作为坚持和宣 党的教育方针的思

地。李 宝教授始 坚持《清华大学教

育研究》 属于教育研究所，强调学

术性、专业性，不得商业化、产业化。

六、学术交流

为提 自身科研水平，教育研究所

组织和参加海内外教育及相关学术研讨

会， 人员 美国、 国、日本、 联等

国家和 、台 地区进行教育考 ，同

时邀请专家学者来校 、报 ，开展广

的学术交流与 。

李 宝教授参与的部分国际/地区学

术活动有：1980年5月，作为清华大学

美代表 成员考 美国教育 1986年1月，

教育代表 考 教育 1990年6

月，作为中国教育代表 成员 问

1991年6月，作为中国教育代表 成员

，在 斯科 开的中 高等教育改革研

讨会上宣读论文《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全

面提高教育质 》。此外，李 宝教授十

分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 青年教师参

与国际交流，选 青年教师出国（出 ）

攻读博士学位或做 期 问学者。

作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首任所长，

李 宝教授带领全所师生 创业、

前行，探 不同于西方教育研究、也不

同于师 院校的教育研究之 。在建所之

就 提出清华教育研究所的 旨：要

坚持以 克思主义为 导，着力研究我国

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改革过程中的理论

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探 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教育 律，努力为建立和完善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科学体

系作出贡献。

经过长期的努力，清华大学的教育研

究机构走过了 创和发展的进程，从教育

研究室到教育研究所， 到教育研究院的

成立。2009年11月6日教育研究院举行成

立大会时， 所长李 宝教授在大会上

做了重要发言。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的成

立，表 了学校对教育学科的高度重视，

开启了清华大学教育学科发展的新 。

2019年10月，清华大学 开了“教育研究

院成立四十 年 祝大会”。李 宝教授

通过视频，表示热烈的祝贺。

如今，教育研究院经过多年的 ，

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

队 、国际交流和服务学校等方面取得了

突出的成 ，为学校和国家做出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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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春华 实，继 开来。如今的教育研

究院在学校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

结一心， 志成 ，面向 观教育政策，

面向学校改革，面向教育学科前沿，继承

李 宝教授的 愿，努力推进具有中国特

色、清华 格的世界一流教育学科建设，

为清华大学 日 身世界一流大学前 和

加快实现国家教育现代化做出更大努力。

爱的 所长李 宝教授，永远活在

我们心中！

2020年4月4日 清明节

识 会长，在17年前。 时，我刚

到 工作，从校友总会网站上发现当地

有校友组织，就 了贵 校友去

会长。 会长在他市政协的办公室接待了

我们，他已经从领导 位上 下来多年

了。 然他已过 ， 是精神 满、声

亮，见到年 校友格外欢喜， 我们

了 多 的情况。这次见面，让我和

会长、 校友会结下了不解之缘。此

后， 校友活动， 会长就会打电话

我参加，我也因此多次给校友们介绍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逐 和校友们 络

起来，结识了热情的 学长、干

的 师 和直 的 文师 。

“ 会长”是我们对王 校友的

称。他热心校友工作，从1991年发起创建

清华校友会，就长期担任会长，坚守

校友会 地长达24年之久。由于 会长的

远见和争取，校友会成立之 就 行了

记手续，成为一个正 的社 组织。

年，校友们 的 ， 的 ，年 校友本

来就 、 在 业工作，不是人不 就

是事 不 ，校友工作一时进入青 不接

的 地。 会长最 记的一件事就是校友

会年检， 有人手他就自己 ， 上

忆王尚真老会长
○马利国（1993 级 ）

自行 去民政部门 办事人员 三沟通。

在他的努力下， 靠单位 变更过，

校友会几次面临 改 有 无 。正是

得 于他多年的坚持，在最 的时 校

友会也能 通过年检 续下来。2015年

届，他把会长的接力 给我， 专门给

当时的业务主管单位市政协领导写了一

长 ，接 会长变更事 ， 在为校友会

接续 心 。 好到 工作的校友越

来越多，我们制定章程，成立理事会，

开设了 行 户，年检的事 也 有让

他 人家操心过。2017年校友总会给王

校友颁发了“校友工作 奖章”，他

在年会上动情地 ：“这不是我个人的

王尚真老会长（右）与马利国促膝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