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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阳教授荣获 2018 年度宝钢全国优秀教师奖

近日，2018 年度宝钢教育奖评审结果揭晓，我校共有 4位教授荣获该奖项。

其中，我系刘阳教授荣获 2018 年度宝钢全国优秀教师奖。

 杜心源副教授获华东师范大学 2018 年度本科教学年度贡献奖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 2018 年度本科教学年度贡献奖获奖名单公布，全校共

有 27 位教师获此荣誉，我系杜心源老师名列其中。

 我系接受教育部师范类专业第三级认证

11 月 27 日至 29 日，受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委托，以华中师范大

学原副校长李向农教授为组长的专家组进驻我校，对我系开展为期三天的师范类

专业第三级认证进校考查工作。至此，我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成为全国首家接受教

育部“师范类专业第三级认证”的专业。

11 月 27 日，认证考查专家组见面会在办公楼 403 会议室举行。教育部高等

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主任范唯、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专业处处长盛敏，认

证考查专家组全体成员，校党委书记童世骏、副校长戴立益，以及教务处等相关

职能部门负责人、中文系党政班子成员及专业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等七

十余人参会。见面会后，专家通过听课看课，查阅学校和专业管理文件、教学档

案、支撑材料，访谈专业负责人、院系领导、学生、教师，走访实习学校，开展

与用人单位及毕业生的座谈，查阅试卷、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实习报告等方式，

逐一进行现场查证和询证。11 月 29 日，专家反馈会在办公楼 403 会议室举行。

专家组组长李向农对我系的办学成绩予以高度评价。我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中文系全体教职工也出席会议并在会后召开认证工作校内总结会，对三天的考查

工作充分分析和总结。

 我系成功举办“18 世纪研究高峰论坛”

11 月 3 日，我系主办的“18 世纪研究高峰论坛”在人文楼举行。会议由金

雯教授发起，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 20 余名学者围绕 18 世纪研究的

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跨学科交流。论坛旨在以 18 世纪为经线，以跨学科对话

为纬线，创建一个有机生长的学术交流网络，并开展与国际学界相关领域的学术

交流活动。

 我系主办出土文献与中国经学、史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11 月 3 日-5 日，由我系主办的“出土文献与中国经学、史学研究国际学术

研讨会”在人文楼举行，来自日本、美国及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等多所知名院校

的六十余位学者受邀参加。该会议由黄人二教授发起并主持，中文系党委书记王

庆华致开幕词。

 我系承办古籍整理四十年回顾与展望暨首届版本目录学论坛

11 月 10 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中

文系、中华书局、籍合网共同举承办的“古籍整理四十年回顾与展望暨首届版本

目录学论坛”在沪华国际大酒店（吴泾店）举行。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顾红亮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

任张志清、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在开幕式上分别发表演讲。该会议由我系吴平研

究馆员发起，吸引了多位来自全国古籍整理界知名专家学者参与，专家围绕古籍

保护与数字人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两个主题展开讨论。

 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举办第七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11 月 9 日至 12 日，由我系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举办的“现代诸子学发展与创

新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七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来自海内外的

120 余名专家学者，就“新子学”发展、诸子学研究转型、子学的当代价值等话



题展开深入讨论。在研讨会之前，先秦诸子研究中心还举行了《子藏》第四批成

果发布会。此次出版的《子藏·老子卷》受到与会各方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赞扬。

 “丁玲与上海”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丁玲研究青年论坛成功举办

11 月 11 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华东师范大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心、《现

代中文学刊》杂志社、左翼会址纪念馆、中国丁玲研究会共同举办的“丁玲与上

海”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丁玲研究青年论坛在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 A207 会议

室开幕，开幕式由罗岗教授主持。本次研讨会共分四场，两岸优秀的专家学者均

在研讨会上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代表了当下丁玲研究的完整面貌，为今后的研究

打开了思路。

 我系承办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七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11 月 16 日至 19 日，由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主办、我系承办的全国大学语

文研究会第十七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闵行校区举行。来自全国 100 余所高校的

160 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研讨当前大学语文教学与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我系代表团赴巴黎第七大学参加第六届国际郭沫若学会国际研讨会

11月 8日至 11日，第六届国际郭沫若学会学术研讨会在巴黎第七大学召开。

我系受邀参会，副系主任文贵良教授、郑伟教授、王冉冉副教授、汤志波副教授

一行四人在会上做主题发言。

 我系代表团受邀赴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参加“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年会”

11 月 21 日至 24 日，受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人文学院东亚研究系的邀请，

胡晓明教授带队，与刘晓丽教授、田全金副教授、曹洁副教授等一行四人参加“捷

克——斯洛伐克汉学年会”，并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我系受邀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参加世界文学专业启动仪式并洽谈本科双学位

合作项目

11 月 16 日至 19 日，受德国哥廷根大学人文学院之邀，范劲教授及外事秘

书张潇萌参加“哥廷根大学世界文学学士学位点成立仪式暨（美国）亚利桑那大



学、（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和（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立大学、（德国）哥廷根大学

四校共建：比较文学专业本科生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工作坊”。会上，范劲教授

代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致贺词、和与会者深入交流双学位合作项目细节，并拟

定培养方案草案。

 系列讲座和学术沙龙信息

11 月 2 日，以“论汉语的一种情感隐喻构式”为主题的学术报告在人文楼

4330 会议室举行，现代汉语教研室韩蕾副教授主讲，柏晓鹏博士任主持人和点

评人。

11 月 2 日，学术讲座“中国抗战诗歌中的韩国因素”在第二教学楼 404 教

室举办。本次讲座由韩国外国语大学朴宰雨教授主讲，刘晓丽教授主持并评议。

11 月 2 日，清华大学历史系廖名春教授来访并在人文楼 4108 会议室作了题

为《<荀子>所引<诗>本义考》的讲座，黄人二教授主持。

11 月 2 日至 8 日，胡晓明教授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主讲系列讲座：中国美

感：古典资源的再发现。

11 月 3 日，清华大学中国经学院院长、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彭林教授在人文

楼 4108 会议室作题为《<仪礼>复原研究新探》的讲座，黄人二教授主持。

11 月 3 日，美国杨百翰大学文学院韩大伟教授来访并在人文楼 4108 会议室

作了题为《管窥蠡测：<中国经学史>三册内容简介》的讲座，黄人二教授主持。

11 月 3 日，日本御茶之水女子大学基干研究院佐佐木满实研究员在人文楼

4108 会议室作了题为《秦汉的家庭关系及其建立》的讲座，黄人二教授主持。

11 月 7 日，朱志荣教授以“论意象创构中的象外之象”为主题在人文楼 4330

会议室举行讲座，汤拥华教授进行评议。

11 月 8 日，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贺桂梅教授应邀在人文

楼 5303 报告厅开展题为“毛泽东诗词与当代文学的古今之辨”的讲座，罗岗教

授主持。

11 月 9 日，胡晓明教授在苏州科技大学主讲“水乡的诗学”主题讲座。

11 月 14 日，澳门大学中文系施议对教授在人文楼 5301 会议室举办以“澳

门地区诗学的源流与现状”为题的讲座，朱惠国教授主持。



11 月 17 日，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文学院张福贵教授的讲座

“‘小鲁迅’还是‘大鲁迅’”在人文学术沙龙举办，文贵良教授主持。

11 月 20 日，江苏师范大学教授、江苏瞿秋白研究副会长王强老师到访我系

并主讲“关于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的若干思考”主题讲座，刘旭教授主持。

11 月 24 日，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教授在人文楼 4330 会议室开展讲座，主

题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彭国忠教授主持。

11 月 26 日，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张梦翰博士后前来我系举办丽娃学术沙

龙讲座，主题是“语言进化：当语言学遇到人类学和群体遗传学”，郑伟教授主

持。

11 月 26 日，丽娃学术沙龙讲座“事件量化与现代汉语动词后缀‘-满/尽/

光/完’的形式语义”在人文楼 4333 室举行。主讲人是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与当

代语言学系薛博博士，韩蕾副教授主持。

11 月 27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沙垚老师受邀作了

题为“1949 年以来的民间戏曲与农民文化主体性”的讲座。讲座在人文楼 5301

会议室举办，主持人为罗岗教授。

11 月 27 日，学术讲座“汉语动词重复类省略句的新视角”在人文楼 4430

报告厅举行。主讲人是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与当代语言学系系主任潘海华教授，

韩蕾副教授主持。

11 月 29 日，《文学评论》编审吴子林研究员受邀前来举办题为“‘走出语

言’：从‘论证’到‘证悟’——创构‘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内在机制”的讲座，

朱志荣教授主持。

 人事变动信息

近日，系主任助理、办公室主任徐燕婷副教授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挂职，

任历史系党委副书记一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