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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李孝迁与朱明入选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第三届理事会名单

近日，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第三届理事会名单公布，我系有三位老师入

选——王东老师担任副会长，李孝迁老师担任常务理事，朱明老师担任理事。

 王应宪、赵晋与王燕的项目入选 202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名单

202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名单进行了公示。历史学类立项共 449 项。

其中我系王应宪老师的《中国近代大学史学系的形成与嬗变研究》、赵晋老师的

《火柴业视角下新中国轻工业体制的形成和确立研究（1949—1957）》和王燕老

师的《中国妇女“劳动”观研究（1880-1949）》入选中国历史·一般项目。

 李晔梦的课程入选 2022 年度华东师范大学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与建设项目

9月 6 日，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发布 2022 年度华东师范大学课程思政教学研

究与建设项目公示，本年度共立项 5 项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1 项课

程思政师资培训资源建设项目，14 项课程思政示范课培育项目。我系李晔梦老师

的课程《犹太文明史》入选课程思政示范课培育项目。

 我系党委被推荐申报“党建标杆院系”

近日，根据前期培育情况和党建工作基础，经审议后上报的上海市第二轮新

时代高校党组织“攀登”计划推荐名单中，我系党委被推荐申报“党建标杆院

系”。

 李聪慧入选上海高校“百名学生党员标兵”推荐名单

9月 15 日，我校党委组织部对我校报的上海高校 “百个学生样板党支部”

和“百名学生党员标兵”推荐名单作了公示。我系研究生李聪慧入选上海高校

“百名学生党员标兵”推荐名单。

 我系本科生李昊洋、潘越与王清雅的论文入选首届“全国历史学本科拔尖



学生学术论坛暨人才培养经验交流会”参会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卓越学院、历史学系拟于 2022 年 10 月 21—24 日在华东师范大

学闵行校区举办首届“全国历史学本科拔尖学生学术论坛暨人才培养经验交流

会”。经拔尖基地推荐、非基地学生自主报名，专家评议，共遴选出参会论文 37

篇。我系本科生李昊洋、潘越和王清雅的论文入选。

 博士生安娜荣获 2021 年度华东师大外国留学生杰出单项奖学金

我系博士生安娜（导师：杨彪教授）荣获 2021 年度华东师大外国留学生杰出

单项奖学金。

 权威期刊发表

黄阿明：《明代地方官考满制度》，《社会科学》2022 年第 9期。

 著作出版

朱明著：《狼与雏菊：在时空中阅读意大利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 9 月。

张锐著：《教廷特使多罗与中梵早期关系（1622-1742）》（La missione

del primo Legato pontificio Maillard de Tournon: All’origine delle

relazioni tra Santa Sede e Cina (1622-1742) ），乌尔班大学出版社，2022

年。

(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著，姜进译:《电影中的奴隶》，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2 年 9 月。

 2022 年度本科生科创项目结项答辩会线上举行

9 月 2 日，历史学系本科生科创项目提前批结项答辩会在线上举行。11 项国

创、市创和校创项目参加结项答辩，刘建平、葛君、赵崧杰三位老师作为专家组

成员对各项目成果进行了逐一点评，陈波老师主持答辩会。根据各项目组提交的

材料以及现场答辩情况，专家组推荐潘越和徐婧同学的项目结项成绩为优秀。

 新学期党员教育活动顺利开展

9月 11 日晚，上海市委讲师团党史宣讲专家、历史学系副主任、党委委员瞿

骏教授以“《决议》中的‘大历史’——在正确史观引领下铸就历史自信、永葆



历史自觉”为题，立足历史专业，讲解他对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学习体会。我系全体学生党员

参加了本次党性教育活动。

 历史学系新生教育周顺利展开

9月 5-6 日新生报到后，我系开展了一系列历史学系新生教育周活动：9月 6

日下午 2021 级硕士研究生胡朕与新生交流成长之路；9月 7 日系党委副书记王应

宪为新生作“规则纪律教育”专题讲座，副系主任黄爱梅解读历史学系培养方案，

副系主任瞿骏作优良学风建设报告；9月 8 日上午历史学系 2022 年开学典礼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来我系调研座谈

9 月 19 日上午，历史学系国际交流调研座谈会在人文学院 1306 室召开，国

际合作与交流处调研组成员与历史学系党政领导、相关学科负责人和老师参加会

议。会议由历史学系党委书记王东教授主持。我系参会教师准备充分，根据自身

的工作要求和特点，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疑惑一一列举，与国际处调研组展开

充分讨论。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 2022 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圆满召开

9月 17-18 日，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 2022 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召开。

本次会议由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共同承办，武汉大学中国

边界与海洋研究院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协办。本次研讨会有来自国内三十余

所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近 120 位学者出席。受到疫情影响，研讨会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分别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与武汉大学

设立分会场。

 在上海遇见巴黎——第 17 届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顺利举办

9月 21 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办，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协办的第十七

届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顺利举行。此次研讨班延续了去年的模式，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形式。中法双方学者围绕“旅行史研究的方法与实践”进行研习，分

享前沿学术动态，并分别就最新的学术成果做了报告，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 余名师生学者在云端相会，就研讨班主题展开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历史学系“思勉班”二外学习班第二期正式启动

作为对“思勉班”人才培养模式的补充，我系从 2021 年 9 月开设了第二外语

学习班，通过聘请我校外语学院的专业教师进行专业化、小班化教学，切实提升

我系学生第二外语学习的能力和水平。第二外语学习班同时向中文系和哲学系开

放部分名额。目前，第二期第二外语班已经正式开班，学员包括历史学系、中文

系、哲学系学生共 50 余人（含旁听），以 2021 级“思勉班”同学为主，任课教

师依然由外语学院孟令祎、尤岚岚、杨亦雨三位老师担任。

 “与青年教师面对面”师生午餐会顺利举行

9 月 27 日中午，华东师大历史学系青联会在人文楼 5303 会议室举办了第一

场“与青年教师面对面”师生午餐会活动。此次活动由历史学系李文杰老师主持，

历史学系梁志、黄爱梅、王应宪、唐小兵、王进锋、谷继坤、李晔梦、张锐等老

师和本系师范与非师范一至四年级本科生 20 多人参与了活动。本次午餐会活动氛

围轻松有趣，师生一堂，边吃边聊，畅谈师生各自的大学生活。同学们从老师分

享的点点滴滴中，收获颇丰。

 系党委与宁夏吴忠市第三中学“教育筑梦计划”举行工作交流会

9月 27 日上午，我系党委与宁夏吴忠市第三中学联合举办“谱写黄河青春曲，

传承文化强国梦”项目（“教育筑梦”计划）工作交流会，吴忠市第三中学课程

授课团队与历史学系的诸位老师与会交流。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党委副

书记王应宪老师主持。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系列讲座

杨光：宋代台谏官进言活动中的信息博弈

9月 21 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青联会主办本年新进教师的首场讲座，

讲座在闵行校区人文楼 5303 学术报告厅举行。新进教师、晨晖学者杨光带来了题

为《宋代台谏官进言活动中的信息博弈》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工会主席、历

史学系教授王进锋主持，唐小兵、刘啸、张凯悦等老师与数十名本科生、研究生

参与，黄纯艳教授担任评议人。



常建华：清乾嘉时期浙江杭嘉湖地区的社会经济与生活——以刑科题本为基

本资料

9月 21 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百场学术讲座第 39 场曁“吕思勉中国史系列

讲座”第一讲，邀请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常建华教授，进行题为“清

乾嘉时期浙江杭嘉湖地区的社会经济与生活——以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的讲座。

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黄阿明副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孙竞昊

教授、包诗卿副教授作为与谈人，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南

开大学等校内外百余位师生通过腾讯会议在线参与此次讲座，并进行了积极互动。

朱露川：史学遗产与理论自觉——谈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学习心得

9月 30 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大夏中国史论坛”青年学者讲座第

1场，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

人员朱露川老师，作了题为“史学遗产与理论自觉——谈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学习

心得”的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王乐鑫同学主持。朱露川老

师结合自身的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经历，主要从“创新由遗产中来”、“回

应亦为创新”和“三个‘有意识’”三个方面，就求通意识、创新求变、读书有

法等作了精彩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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