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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党委项目入选校党建研究课题重点项目

根据《关于做好 2023 年校党建研究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经自主申报、

院系级党组织推荐、党委组织部初审、专家通讯评审、会议审定等环节，共确定

了 50 项立项课题，其中 6项重点立项课题，25 项一般立项课题，19 项参评课题。

历史学系党委的《高校院系党组织以一流党建引领一流学科高质量发展工作路径

研究》入选重点项目。

 李磊项目入选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重点项目

根据《关于开展 2023 年度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报的通知》精神，

经教师自主申请、所在单位推荐、专家评审等程序，本年度共立项 14 项课程思政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李磊老师的《融德性教育于知识教育——传统文化类通

识课的课程思政模式探究》入选重点项目。

 沐涛入选教育部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选

5 月 25 日，教育部人事司发布《关于新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推荐人选的公

示》，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新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选拔工

作的通知》，经各直属高校（单位）组织个人申报、专家评议、单位公示，推荐

396 人为新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选，我系沐涛老师入选。

 章义和获聘第十三届民盟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主任

近日，我系章义和教授获聘为第十三届民盟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主任。

 瞿骏当选新一届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

近日，上海市历史学会召开第十七届会员代表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学会

第十六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监事报告和新的章程等内容，选举产生了

学会第十七届理事和监事。在随后召开的第十七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产



生了新一届学会领导班子，我系瞿骏教授当选新一届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

 董佳贝和系友顾博凯、方华同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日前，2023 年上海市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举行。会上表彰了 180 个上海市五

一劳动奖状、493 个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481 个上海市工人先锋号。我系教师董

佳贝和系友顾博凯、方华同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董佳贝获 2023 年校本科教学优秀奖

根据《关于评选 2023 年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教学优秀奖的通知》，学校组织开

展了 2023 年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教学优秀奖的评选工作。经教师申请，学部、院系

推荐，学校评审和校园网公示，授予 15 位教师 2023 年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教学优

秀奖，我系董佳贝老师获奖。

 我系学子在首届“励耘”全国历史学研究生论文竞赛获奖

近日，首届“励耘”全国历史学研究生论文竞赛获奖论文公布，我系两位研

究生获奖：2021 级博士研究生钱一平获一等奖，2020 级博士研究生获二等奖。

 系友卢挚飞获评 2022 年上海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

日前，“2022 上海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2022 上海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提

名奖”及“2022 上海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入围奖”名单揭晓。我系 2005 级硕士

研究生、现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辅导员卢挚飞，获评 2022 年上海高校辅导员年

度人物。

 人事信息

5 月 31 日，宣布瞿骏任历史学系党委书记；朱明、王进锋、李晔梦任历史学

系副系主任。

 “教育筑梦” | 共话黄河文化

2022 年，根据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筑梦”计划部署，历史学系党委与宁夏吴

忠市第三中学进行结对，根据“谱写黄河青春曲，传承文化强国梦”主题，围绕

特色团课开发等方面，开展交流合作。2023 年 5 月 17 日，宁夏吴忠市第三中学

举行黄河文化特色团课开班仪式，历史学系系主任梁志教授线上出席并致辞，对



本次特色团课开班活动表示祝贺，期待活动取得丰硕成果。

 硕士党支部联合举办“传帮带”升学就业经验分享活动

为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破难

题、办实事，5月 27 日，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党支部联合举办“传帮带”升学就

业经验分享活动。硕士研究生第一党支部的党员通过分享升学、就业等经验，希

望帮助低年级同学尽早明确升学或就业方向、完善生涯规划。

 2021 级硕士研究生党支部召开“未来起航”系友就业经验分享活动

5月 22 日，2021 级硕士研究生党支部“未来起航”系友就业经验分享活动在

历史系楼 1230 室举办。活动旨在帮助同学们尽早明确就业方向，获取求职经验，

做好生涯规划，完成就业准备。此次活动邀请到我系曾经硕士研究生第一党支部

党员、现就职于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紫竹校区）的刘华宇老师，分享自

己的求职经历和工作经验。

 研究生科研发表情况专项调研座谈会召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重要部署，推进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

难题，2023 年 5 月 26 日下午，我系研究生科研发表情况专项调研座谈会于历史

学系 1230 室举行。系副主任瞿骏教授聚焦研究生学习状况开展调研。崔丕、谢国

荣、王进锋、王锐、肖琦、范丁梁等老师以及我系硕博士代表共同参与。

 “上善世界历史研究基金”学术委员会聘任仪式暨世界史学科发展研讨会

举行

5 月 7 日，“上善世界历史研究基金”学术委员会聘任仪式暨世界史学科发

展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 3102 举行。会议正式聘任华东师范大学

“上善世界历史研究基金”学术委员会委员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同时以“中国世

界史学科发展的过去、当下与未来”为主题进行学术研讨。来自复旦大学、南开

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郑州大学、云南大学、东北师

范大学的 10 余位专家和 20 余位本系教师及学生参会。

 第三届“诚之杯”长三角历史学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获奖名单公布



本届“诚之杯”长三角历史学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共收到来自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台州学院、湖州师范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大学、扬州大学、南通大学、淮阴师范学院、

安徽师范大学、安庆师范大学、淮北师范大学 15 所学校 100 余份作品。本次大赛

由教学设计、微课视频两部分构成，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

师范大学等高校教师，共计 25 位专家参加了分组匿名评审，最终评出个人，奖

70 个(其中一等奖 15 个，二等奖 24 个，三等奖 31 个)、优秀指导教师 44 名。

 2023 年度本科生科创培育项目立项答辩举行

5月 10 日下午，历史学系 2023 年度本科生创新训练培育项目立项答辩会和

创业训练培育项目初审汇报会在人文楼 1306 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会议由黄阿明

老师、谷继坤老师和刘亚娟老师担任答辩专家，由范丁梁老师主持。

 海外学术交流：德国工作站恢复线下学术活动

奥格斯堡大学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海外工作站之一，与我校在国际历史教育

比较研究、暑期学校等项目中有着长期深入的合作。5 月 9 日，我系 2019 级博士

研究生任小奇受邀在奥格斯堡大学作报告，题目是《历史、空间、网络：两次世

界大战之间的乌发电影公司》。这是疫情以来工作站首次恢复线下的学术活动，

由米夏埃尔·沃布林博士（Dr. Michael Wobring）主持，奥格斯堡的历史教育专

业的师生共同参加。

 2019 级、2022 级思勉班赴苏州考察学习

2023 年 5 月 13 日至 14 日，华东师范大学 2022 级和 2019 级“思勉班”师生

前往江苏省苏州市，开展为期两天的考察学习。本次考察由 22 级“思勉班”导师

组组长刘伟才老师、导师杨光老师和王悦老师带领，22 级思勉班 16 位同学、19

级思勉班 10 位同学参加。师生先后参观访问了苏州碑刻博物馆、沧浪亭、韩世忠

墓、寒山寺、枫桥景区、玄妙观、拙政园、苏州博物馆（西馆）、平江路历史文

化街区，在实地考察中感受了唐宋以来江南地区的历史文化脉络。

 2020 级历史学师范生教育实习准备工作完成

下学期伊始，我系 2020 级师范生即将踏进全国各地的实习基地学校大门，进

行为期三个月的教育实习。为做好实习准备，在教务处、教师教育学院的集中部



署下，教师教育学院徐继玲老师和历史学系黄爱梅老师为我系 20 级同学设计了教

育实习动员会和指导讲座为内容的“一动四讲”活动。

继 5月 10 日教育实习动员会之后，2020 级历史学师范生走进上海市闵行区

实验高级中学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教育实习观摩会，邀请闵行实验中学校长林

唯老师向同学们讲授教育实习注意事项，观摩在校实习的刘春昊老师的一堂高一

年级公开课，并进行了讲评交流。

 “志业读书会”第四次活动举行

5月 27 日上午，“志业读书会”第四次活动在历史学系 1130 古代史教研室

开展。本次活动由我系王进锋、张凯悦和中文系朱学斌三位老师主持。

 校园“经典阅读季”暨“科技对话历史”系列活动之“格尔森·S. 谢尔

《美苏科技交流史》师生共读会暨总结会”

5月 31 日下午，校园“经典阅读季”暨“科技对话历史”系列活动第二场

“格尔森·S. 谢尔《美苏科技交流史》师生共读会暨总结会”在历史学系世界史

1330 教研室举行。

 系列讲座

戴卫红：三至九世纪东亚律令的严密与大写数字的使用

5月 6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 2023 年第 29 场百场校级学术讲座、历史学系

“大夏中国史论坛”第 17 场前沿讲座，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魏晋

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戴

卫红开讲。本场讲座在历史学系 1130 室举行，由章义和教授主持，王进锋教授以

及本校十余位硕、博士参与了此次活动。

张杨：全球冷战背景下美国区域研究的知识生产与跨国传播

5月 10 日下午，“当代中国与世界”系列讲座第 39 场，邀请到浙江大学历

史学院的张杨教授，带来了“全球冷战背景下美国区域研究的知识生产与跨国传

播”讲座。这也是“共生的文明”翻译＋历史双学位系列讲座的首场，吸引来自

全国历史、外语和国际关系等专业的师生三百余人线上参与。陈波教授主持了此

次学术活动。



黄克武：从思想史与政治史的结合谈史学传记的写作

5月 10 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 2023 年第 10 场百场校级学术讲座邀请到中国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黄克武先生，进行了题为《从思想史与政治史

的结合谈史学传记的写作》的主题报告。本场讲座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大

夏中国史论坛”前沿讲座第 16 场、思勉班“历史+”跨学科对话第 13 期，由我系

教授、“思勉班”导师唐小兵主持。

陈波：冷战时期美苏科技关系史

5月 11 日下午，校园“经典阅读季”暨“科技对话历史”系列活动首场“冷

战时期美苏科技关系史”主题讲座在历史系楼 1410 教室举办，本、硕、博学生共

同参与。

顾卫民：17-19 世纪欧洲艺术史上的风景画

5月 17 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思勉班“历史+”跨学科对话第十四

期在人文楼 5303 会议室举行，我系教授顾卫民老师进行了题为《17-19 世纪欧洲

艺术史上的风景画》的讲座。历史学系副教授、“思勉班”导师肖琦主持本次活

动，唐小兵教授、朱明教授、Timothy Baycroft 教授、刘敏博士、张锐博士以及

美术学院陈妤姝博士与会，另有校内外 60 余位同学聆听了报告。

孟庆波：十三世纪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5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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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场在闵行校区人文楼 5403 举办。此次讲座的主题为《十三世纪以来的中国与世

界》，由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孟庆波副教授主讲，王燕老师主持，陈波教授担

任评论人，近二十多位师生参与了此次讲座活动。

张帆：《元典章》与元代社会

5月 19 日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张帆教授于华东师

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 5303 报告厅进行了题为“《元典章》与元代社会”的专题

讲座。本次讲座由李文杰教授主持，包诗卿、杨光、张凯悦三位老师与校内外数

十名学生到场参会。



陈峰：宋朝以文驭武规则与制度的生成及影响

5月 15 日上午，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宋

史研究会副会长陈峰教授应邀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带来题为“宋朝以文

驭武规则与制度的生成及影响”的精彩讲座。本场讲座是华东师范大学 2023 年

“知名学者学术讲座”第 19 场、历史系“吕思勉中国史系列讲座”第 8场，由黄

纯艳教授主持，杨光老师及本校各院系的众多学生在人文楼 1306 室参与活动。

王子今：秦汉文化中的“海洋”元素

5月 18 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 2023 年第 18 场“知名学者学术讲座”、历史

系第 9场“吕思勉中国史系列讲座”在人文楼成功举办。讲座主题为“秦汉文化

中的‘海洋’元素”，主讲人为西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休一级教授

王子今，主持人为黄纯艳教授，张凯悦老师及数十位学生共同参与本次讲座。

李剑鸣：史学写作的问题意识、理论应用及史料使用

5月 22 日上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剑鸣先生应唐小兵教授之邀，为华

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本科生的史学论文写作课程做了有关史学写作的问题意识、

理论应用、史料使用等方面的分享讲座，并对一些同学们在论文写作中遇见的常

见问题做了回答与解读。李剑鸣教授是著名美国史研究专家，曾在湘潭大学、南

开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著有《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等。此次讲座由李剑鸣教授在线上讲授，一百余位华师大历史学系

学子在一教 113 教室线下参与。

吕一民：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殖民扩张及其史学研究管窥

5月 25 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 2023 年知名学者学术讲座第 22 场暨历史学系

“大夏世界史论坛”高端讲座第 25 场在人文楼 1130 室举行。浙江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法国海外科学院通讯院士吕一民老师带来了题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殖

民扩张及其史学研究管窥”的讲座。朱明老师主持此次学术活动，肖琦、高嘉懿、

范丁梁、钱盛华等老师，以及来自华东师大各院系和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师生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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