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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钟捷教授参与完成教学成果获 2022 年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一等奖（排名第 4）和二等奖（排名第 3）

近日，我系孟钟捷教授参与完成的教学成果《全面而个性发展——华东师范

大学卓越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智能时代未来卓越教师培养及评价的探索

与实践》，分获 2022 年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二等奖。

 瞿骏教授参与完成教学成果获 2022 年高等教育（研究生）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二等奖（排名第 5）

近日，我系瞿骏教授参与完成的教学成果《价值引领卓越，卓越彰显价值—

—华东师范大学本研贯通的课程思政实践与创新》获 2022 年高等教育（研究生）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Tim Baycroft 教授在英文顶级期刊《战争与社会》发文

我系 Tim Baycroft 教授在 SSCI 和 A&HCI 来源期刊《战争与社会》（War &

Society）2023 年第 3期上发表了题为《1870–1871 年巴黎围城期间的气球哨所》

的论文。该文也是我系欧洲史团队和战争史团队的重要成果。

 权威期刊发表

李里：《中国共产党地下机关设置的调适（1927——1937）》，《历史研究》

2023 年第 2期。

朱明：《意大利史书写中的“记忆转向”与“全球史转向”》，《史学理论

研究》2023 年第 1期。



李孝迁：《“忘掉祖国”：伪满国史教科书研究》，《学术月刊》2023 年

第 2期。

 首届“中学历史教师研修班”暨第二届“诚之·青师论坛”举办

由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大中小历史教育研究与实践基地主办，历史学系

承办的第一期中学历史教学研修班暨第二期“诚之·青师论坛”于8月9日正式

启幕。研修班暨论坛采取了投稿选拔的方式，在来自 16 个省区直辖市、100 多

篇投稿中遴选出 30 篇优秀作品。30 位正式学员及 17 位观摩学员在 8月 9日到

12 日进行教研论文、教学设计和作业设计的专题研修，聆听专家讲座，举行教

研沙龙，并参观考察。

 第十五届全国历史学本科生论坛暨 2023 年优秀大学生夏令营举办

7月 29 日上午，第十五届全国历史学本科生论坛暨华东师范大学 2023 年

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拉开帷幕，黄纯艳教授带来首场专题讲座“如何认识宋代的‘边

疆’”。29 日下午，营员们分组进行论文汇报，专家加以点评。29 日晚，论坛

举行了《漫谈历史学的研究与写作》夜沙龙，董佳贝、范丁梁老师与谈。7月 30

日上午，营员们继续进行分组汇报。7月 30 日下午，谢国荣教授带来了“种族

问题与冷战初期美国的对外宣传”专题讲座。随后本届论坛举行了闭幕式及颁奖

仪式。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史料整理与研究”

第三次工作坊举行

7月 9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史料整

理与研究”第三次工作坊在西北大学举行，会议由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华东师

范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主办。与会学者围绕世界教科书新动态和外国历史教材书中

的中国形象开展学术交流探讨。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历史学系教授、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史料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

孟钟捷进行了题为《外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理论与方法反思》的主

题报告。历史学系教授杨彪就日本最新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展开报告。系副



系主任李晔梦就“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分析”问题展开议论。与会学者

还围绕中亚、非洲和大洋洲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开展了学术交流探讨。

 “书写东亚：近代列强官文书的书写、互联与互通”青年跨学科论坛举办

7月 27 日上午，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与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联合

主办，由华东师范大学“晚清以来的边疆治理与中外纷争青年跨学科团队”承办

的“书写东亚：近代列强官文书的书写、互联与互通”青年跨学科论坛在闵行校

区教师之家会议厅召开。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

范大学、苏州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和四川大学的二十

余名青年学者及学生出席会议。

 青年教师发展调研会召开

8月 10 日下午，历史学系青年教师发展调研会在大夏书院 313 会议室召

开。与会老师就学科发展、职称评定、教学工作等问题充分交流了想法。

 2021 级“思勉班”赴陕西师范大学参加拔尖人才培养经验分享座谈

7月 10 日上午，2021 级“思勉班”在荣誉课程“田野考察与历史研究”

考察部分行至陕西西安，与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进行拔尖人才培养经验

分享座谈会。

 地理科学专业、历史学专业拔尖班赴新疆开展野外实习

8月 4日，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历史学专业拔尖 2.0 基地师生共 42

人陆续抵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依托地理科学学院“一带一路”北天

山野外实习基地开展本年度史地拔尖基地联合野外实习。

 2022 级“行走历史”课程选课学生赴洛阳西安考察学习

7月 2日至 8日，我系 2022-2023 学年“行走历史”暑期实践课程的 40 名

选课学生以“西行古都：走在历史的延长线上”为主题，前往洛阳、西安开展考



察学习。本次考察由刘伟才、杨光两位老师带队，夏敬淳、王维祎两位助教全程

协助，参观考察范围包括洛阳的白马寺、偃师二里头遗址、龙门石窟和西安的半

坡遗址、阿房宫遗址、秦始皇帝陵博物馆、阳陵、乾陵、大明宫遗址、华清宫、

西安城墙、碑林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时间科学馆等。

系列讲座

闫建飞：宋初“制其钱谷”之背景及措施

6月 26 日下午，“大夏中国史论坛”青年学者讲座第 4场在系 1206 室举行。

本次讲座的主题为《宋初“制其钱谷”之背景及措施》，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闫

建飞副教授主讲，杨光老师主持，黄纯艳教授与谈。

 魏楚雄 ：战后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政治化

6月 29 日，华东师范大学 2023 年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第 50 场暨华东师范大

学历史学系“大夏世界史论坛”前沿讲座第 12 场在人文楼 5303 会议室举行。澳

门大学荣休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魏楚雄教授做了题

为“战后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政治化”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历史学系朱明老师主

持，杨彪、姚昱、赵继珂等老师与谈。

李国彤：性别、家庭及全球视野下的海洋泉州，1360-1640

7 月 5 日上午，加州州立长滩分校历史系教授李国彤通过腾讯会议为我系师

生进行了一场题为“性别、家庭及全球视野下的海洋泉州，1360-1640”的讲座。

本次讲座由李国彤教授主讲，历史学系朱明教授主持。

樊超：外交技术与外交史研究

8月 11 日至 12 日，华东师范大学“史海新舟”跨学科讲堂第五季邀请到外

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樊超老师，进行“外交技术与外交史研究”专

题课程的讲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思勉班”导师游览老师主持此

次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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