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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义和荣获第十三届“华东师范大学师德标兵”称号

8 月 1 日，我校师德标兵评选办公室公布了第十三届“华东师范大学师德标

兵”评选结果，章义和老师荣获第十三届“华东师范大学师德标兵”称号。

 蔡慧贤、张园荣获 2022 年华东师范大学学生工作优秀服务奖

8 月 5 日，我校党委学生（研究生）工作部公布 2022 年华东师范大学学生工

作优秀服务奖（分为集体与个人），我系蔡慧贤老师、张园老师荣获 2022 年华东

师范大学学生工作优秀服务奖（个人）。

 张兴康等 11 位本科生入围 2022 年历史学系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暨第十四届

全国历史学本科生论坛

华东师范大学 2022 年历史学系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暨第十四届全国历史学本科

生论坛，本次共收到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在内

的全国 70 余所大学的 278 篇投稿。经历史学系组织专家三轮评审，综合考虑提交

论文的学术质量及学科方向，共有 62 位营员入围。其中我系本科生张兴康、夏敬

淳、徐婧、王思蕊、赵子月、颜雪纯、周铮、潘越、吴钟渠、张祎、王维祎入围。

 硕士生杨猛受邀参加第 24 届欧洲汉学学会双年会

我系 2020 级世界史专业硕士生杨猛（导师：沈志华教授）日前接到邀请，参

加欧洲汉学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EACS）第 24 届

双年会。杨猛目前以公派留学生的身份，在波兰华沙大学访问学习。会议将于 8

月 24 日至 8 月 27 日在捷克奥洛穆茨（Olomouc）举行。欧洲汉学学会是欧洲极具

影响力的汉学学术研究组织，旨在联合全世界汉学研究者，搭建交流与合作的平

台，提升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水平。



 权威期刊发表

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徐显芬:《中日邦交正常化决策研究述要》，《中共党史研究》2022 年 04 期。

葛君：《“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何以可能?——以东德史研究为视角的思

考》，《史林》2022 年第 4期。

裘陈江：《章太炎与孙至诚交往论学始末——以新见章氏佚信的考释为核

心》，《史林》2022 年第 4期。

 著作出版

唐小兵著：《北美学踪：从温哥华到波士顿》，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 年 7

月。

 第一届中国德国史研究青年论坛“德国史研究的新视野”顺利举办

7 月 16 日至 19 日，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

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承办的第一届中国德国史研究青

年论坛在线上顺利召开。本届论坛以“德国史研究的新视野”为主题，旨在促进

中国德国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建设和后备力量培育，为有志于从事德国史研究的青

年学人打造一个提升自我、交流互鉴的平台。来自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

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在内的二十多所高校

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与青年学子，以及《德国研究》和《探索与争鸣》的编辑

共约六十人参与了此次论坛。有近三百位学人在线旁听了活动，参与了讨论。

 华东师大历史学系“思勉班” 拔尖学生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启动会暨师

生共同研究项目总结会顺利举办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思勉班”拔尖学生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启动会暨

师生共同研究项目总结会于 7 月 27 日在线上如期举行，并通过拔尖计划 2.0 全国

线上书院同步直播。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华东师范大学卓越学院、华东

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主办，校教务处处长孟钟捷教授、副处长彭超副教授和处

长助理吴平颐老师莅临指导，历史学系“思勉班”导师组和全体学生出席会议。

校教务处处长助理吴平颐老师认为此次汇报的项目多体现出跨学科的特点，有助



于提升学生们的研究能力。

 第十四届全国历史学本科生论坛暨华东师范大学 2022 年优秀大学生夏令营

线上举行

8 月 6 日至 8 月 7 日，第十四届全国历史学本科生论坛暨华东师范大学 2022

年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如期举行。论坛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办，华东师范大

学青年史学社承办，共有来自全国 29 所高校的 60 名本科生参与。由于疫情原因，

今年的论坛继续采取线上形式。与会营员与老师们积极互动、深入探讨，在思想

碰撞中增进了对史学研究的理解。

 “诚之课堂”第二期“研课工作坊”圆满结束

“研课工作坊”是历史学系“诚之课堂”教师教育活动的创新形式，每次

“研课工作坊”都会邀请大学专业教师与中学老师一起给同学们的教学设计进行

会诊，共同磨课。本期工作坊分享交流的教学设计来自上学期系“诚之杯”微课

比赛的获奖作品，内容包括高中《中外历史纲要》和选必一、三的篇目。通过研

课活动，分享设计的同学得到了锻炼、收获了修改意见，旁听者得到备课的启发

和灵感，中学教师扩充了专业知识背景，大学老师了解了中学教学的学情，可谓

一举多得。

 我系“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下的世界史教学”论坛顺利召开

21 世纪以来，国内外的世界史研究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如何将最新的研究

成果和趋势体现在世界史的教学中，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鉴于此，我系召

集国内高校的青年学者召开教学论坛，以探讨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下如何更好地

推进世界史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将新的理念贯彻到教学中去，以科研促教学。

 我系首届“诚之·青师论坛”顺利召开

8 月 27 日上午，首届“诚之·青师论坛”准时在云端开幕。本次论坛面向

2011 年以来在基础教育领域从教的本系毕业生，主题为“（1）历史学科核心素

养的培养与统编新教材的施教；（2）基于史料的作业设计”。论坛征稿得到了毕

业生的广泛支持，经专家评审，最终有 16 篇优秀论文入选交流。本次论坛采取论

文发表、同侪互评的方式，并邀请了《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主编冯丽珍，上海外

国语大学附属大境中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历史特级教师邵清，新疆教育科学



研究院课程教材教学研究中心主任、特级教师刘新宇等三位中学教学界的专家担

任点评嘉宾。

 第一届吕思勉中国史博士生高端史学论坛成功举办

8 月 27 日至 28 日，第一届吕思勉中国史博士生高端史学论坛于线上成功举

办。此次论坛由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和历史学系主办，来自全国 20 多所高校

48 名博士研究生受邀参与本论坛。

 系列讲座

马建标：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军阀政治的兴起

7月 11 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 2022 年百场校级学术讲座暨历史学系“大夏

世界史论坛”前沿讲座第 1讲通过腾讯会议在线举行。上海市历史学会副秘书长、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马建标老师进行了题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军阀政治

的兴起》的讲座。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唐小兵教授主持此次活动。本场讲座吸

引了校内外三百余位师生在线收听，听众参与积极以至线上会议直播室“座无虚

席”。

哈全安：中东五千年的解读视角

7月 20 日 19 时，华东师范大学 2022 年知名学者学术讲座暨历史学系“大夏

世界史论坛”高端讲座第 21 场通过腾讯会议成功举办。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

究院的哈全安教授作了题为“中东五千年的解读视角”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华东

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李海峰教授主持，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

等高校及社会史学爱好者三百人参与讲座。

魏雪刚：科学史——不同学科知识的理解与融合

7月 7日至 7月 22 日，华东师范大学“史海新舟”跨学科讲堂第三季邀请中

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讲师魏雪刚

老师，进行了“科学史四讲”专题课程。本系列课程秉承历史学系拔尖计划 2.0

培养方案中“历史+”跨学科交流精神，提升“思勉班”学生对不同学科知识的理

解与融合；同时此次活动通过腾讯会议直播的形式，向校内外全体师生开放，旨

在加强学术交流与对话。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思勉班”导师赵四方老师主持

此次活动。本系列讲座受到了校内外广泛的关注，每次课程都有数百位师生在线



收听。

刘子奎：防扩散与卡特政府禁止核试验会谈

8月 5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 2022 年百场校级学术讲座暨历史学系“大夏世

界史论坛”前沿讲座第 2讲在腾讯会议举行。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刘子奎老师为百余名师生带来了题为《防扩散与卡特

政府禁止核试验会谈》的讲座。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陈波副教授主持此次学术

活动。

张杨：美国知识霸权论争——兼议冷战与社会科学跨国传播的源起与路径

8月 13 日，华东师范大学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第 33 场暨历史学系“大夏世界

史论坛”前沿讲座第 3场通过腾讯会议成功举办。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筹）的张

杨教授带来了题为“美国知识霸权论争：兼议冷战与社会科学跨国传播的源起与

路径”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梁志教授主持，来自国内

各高校与科研院所的逾四百人在线参与讲座。

翟韬：文化冷战研究——回望与前瞻

8月 15 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大夏世界史论坛”前沿讲座第 4场通过

腾讯会议成功举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翟韬副教授带来了题为“文化冷战研

究：回望与前瞻”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

究院、历史学系赵继珂副教授主持，来自国内各高校与科研院所的逾四百人在线

参与讲座。

郭子林：文明交流互鉴理论视阈中的古埃及与周围世界兴衰

8月 20 日，华东师范大学知名学者学术讲座第 20 场暨历史学系“大夏世界

史论坛”高端讲座第 22 场通过腾讯会议顺利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郭子林

教授为来自全国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两百余名师生带来了题为《文明交流互鉴理

论视阈中的古埃及与周围世界兴衰》的学术讲座。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李海

峰教授为本次学术活动的主持人。

国洪更：古代西亚的通用语言

8月 27 日晚，华东师范大学 2022 年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第 37 场暨历史学系



“大夏世界史论坛”前沿讲座第 5场，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

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洪更教授，进行了题为“古代西亚的通用语言”的

专题讲座。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海峰教授主持此次活动，校内外百余位师生

通过腾讯会议在线收听了此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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