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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日程 
 

 线下参会： 

会议时间：2020年 11月 17-18日 

会议地点：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文科组团教育学院大楼 118室 

联系电话：胡昌翠 18206885306    水鑫怡 15962586028 

          谷  亚 15355716341    冯小雪 15268105568 

 

报到时间：2020年 11月 16日 12:00-22:00 

报到地点：紫金港国际饭店（杭州市西湖区申花路 796号） 

联系电话：0571-89710000 

 

 线上参会：ZOOM 软件 

会议链接：https://zoom.com.cn/j/7963130654 

会议 ID：7963130654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西区教育学院大楼路线指引 

 

https://zoom.com.cn/j/796313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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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方法的教科书：原理、话语及记忆”研讨会 

议   程   表  

2020 年 11月 17日   杭州·浙江大学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点评专家 
会场 

开幕式 
8:30~8:50 

1、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顾建民教授致欢迎辞 

2、日本亚洲教育史学会会长高田幸男教授致辞 

3、原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名誉理事长田正平教授致辞 

4、浙江大学社科院院长周江洪教授致辞 

主持人 

刘正伟 线下地址 

教育学院 

118报告厅 

 

 

线上地址 

会议 ID： 

7963130654 

8:50~9:00 合  影 

主论坛 9:00~10:30 

1、教育大变革中的一位乡村塾师——《刘绍宽日记》阅读札记 

田正平教授  浙江大学 

2、重庆国民政府的历史教科书 

土屋洋教授  日本名古屋大学 

3、海派教育家办学的文化审视 

黄书光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茶歇 10:30~10:45 茶  歇 

主论坛 10:45~12:00 

1、推士与中国科学教育 

刘正伟教授  浙江大学 

2、日本から照射する清末民初歴史教科書形成史 

向野正弘馆长  向野坚一纪念馆 

3、民国时期物理教科书研究 

楼世洲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 

主持人 

张文军 

午餐 12:00~13:30 浙大紫金港西区三楼留食餐厅 

分论坛

（一） 

 

现代教

科书文

化：中

国与世

界 

13:30~15:30 

1、日本近代历史教科书的中国表述——以明治初期官修中国史教

科书为素材 

黄东兰  日本爱知县立大学 

2、20世纪初期日本对中国乡土教育产生的影响——以江苏省南通

市乡土教科书为中心 

松婷  爱知教育大学 

3、“必远胜于科举制”：张之洞制定清末新学制时对旧学教育的

“苦心结构” 

王亚飞  华东师范大学 

4、戈鲲化《华质英文》编写理念及其对中华文化教材编写的启示 

黄建滨、朱黎慧  浙江科技学院 

5、时代变迁与国家话语建构：战后中小学课程改革 

翟瑜佳  浙江大学 

6、从“洋货”到“土货”：私立南开大学的教材本土化建设(1919-

1937)  

吴涛  辽宁师范大学 

主持人 

汪辉 

 

 

评议人 

陈文彬 

 

线下地址 

教育学院 

118报告厅 

 

 

线上地址 

会议 ID： 

796313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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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抗战时期边区学校课程想象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水鑫怡  浙江大学 

8、竺可桢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小学地理教学 

冯小雪  浙江大学 

15:30~15:45 休  息 

15:45~17:30 

1、教材、课本及教科书名称考 

李保田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2、1940年代“部定大学用书”之史学类采编及审查  

苏晓涵  华东师范大学 

3、革命根据地小学数学教科书的当代价值 

邱月亮  浙江海盐县教育研究中心  

4、教学视域中的教科书编辑方式创新 

李学  湖南科技大学 

5、三种理论视角下的教材使用研究 

和丽芬  浙江大学 

6、小学数学教科书插画的设计思路 

叶琦  哈尔滨师范大学  

7、鲁教版高中地理必修教科书中的单元活动：设计特点与使用建

议 

付瑞莹  曲阜师范大学 

8、清末《蒙学生理教科书》的述评 

乔新虹  上海杉达学院 

主持人 

叶映华 

 

 

评议人 

张肇丰 

 

分论坛

（二） 

 

现代教

科书的

教育空

间与文

化记忆 

13:30~15:30 

1、日本明治时期书法教科书版刻实物考察 

刘幸  北京师范大学 

2、经亨颐与日本——探讨清末留日学生回国后的地方教育改革 

小川唯  明海大学 

3、日本作文法教科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王荣辰  山东泰山学院 

4、清末民国时期地理教科书中韩国形象的变迁 

李彬彬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 

5、清末民国时期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美术课程研究 

余知辛  杭州高级中学 

6、国家认同的演变与重构：建国以来初中历史课本中少数民族形

象的演变 

闫斐  华南师范大学   

主持人 

王慧敏 

 

 

评议人 

丁贤勇 

线下地址 

教育学院 

107会议室 

 

 

线上地址 

会议 ID： 

7963130654 
15:30~15:45 休  息 

15:45~17:30 

1、教科书上的“非典”——科学课程中的防疫教育 

肖龙海、叶德伟 浙江大学 

2、国家性格、文化独立与语言教科书——诺亚·韦伯斯特论共和

国教育中的国家主义 

王慧敏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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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esiring Responsible Socialist Citizens: The 

Representations of Citizenship in the Official Textbooks of 

the Politics Curriculum in China 

蒋佳 华东师范大学 

4、文明与进化：民初历史教科书回应帝国主义扩张的努力 

王子聪  西北大学 

5 、民国小学国语教科书文本价值取向分析 ——少数民族学生国

家认同形塑的视角 

陈昱岿  红河学院  

6、藏区小学《汉语》教材生字字种字量与课程标准的一致性分析 

李金云  西北师范大学 

7、《纽伯特报告》与现代英语学科的形成 

刘密佳  浙江大学 

 

主持人 

刘幸 

 

 

评议人 

肖龙海 

 

 分论坛

（三） 

 

现代教

科书的

编制原

理、制

度及创

造 

13:30~15:30 

1、近代中国大学的制度、运作与构型——以年龄结构为例 

刘超  浙江大学 

2、国际联盟作为国际共识的载体是可能的吗——两次世界大战期

间教授国际联盟知识的全球化尝试 

李凯一  Georg Eckert国际教科书研究所  

3、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招生联考研究 

刘正伟、陈金慧  浙江大学 

4、晚近教材应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嬗变——以商业性知识为中心 

余龙  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 

5、想象异域与自我正名：留美中国学生及其游学指南手册中的留

学生活 

张睦楚  云南师范大学 

6、回到象牙塔：1930年代中央大学对大学精神的想象及建构——

以《国风》为中心的考察 

王林卉  浙江大学 

7、抗战时期国立大学研究生教育——以浙江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谷亚  浙江大学 

8、民国时期教科书助读系统的演变与启示 ——以中学国文（语）

科为例 

任睿  华东师范大学 

主持人 

何珊云 

 

 

评议人 

李卫民 
线下地址 

教育学院 

103会议室 

 

 

线上地址 

会议 ID： 

7963130654 

15:30~15:45 休  息 

15:45~17:30 

1、民国后期高中地理教科书的探索及启示——试析《新中国教科

书高级中学本国地理》 

张家辉  曲阜师范大学 

2、历史书写与民族认同：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中民族主义话语的

表达 

张绪忠  浙江工商大学 

3、地理位置认知思路及其在初中地理教科书中的体现研究 

安珍妮  浙江师范大学 

 

主持人 

刘超 

 

 

评议人 

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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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法式”到“法则”：1930年代中学国文教科书文章作法知

识的建构 

饶鼎新  杭州师范大学 

5、语文教科书视角下写作教学知识谱系与话语变迁 

祁小荣  浙江外国语学院 

6、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中国家形象的社会表征研究 

张悦  华东师范大学 

7、我国中小学德育教科书百年历史演进及价值嬗变 

陶芳铭  浙江树人大学 

晚餐 紫金港国际饭店 

 

2020 年 11月 18日   杭州·浙江大学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点评专家 
会场 

主论坛 8:30~10:00 

1、Historicizing Curricular Struggles: Global and Local 

Issues 

丹尼尔教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2、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Japan and the U.S.: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Reflections 

福留东土教授  日本东京大学 

3、道尔顿制的“中国之旅”——以柏克赫斯特 1925年在华活动为

中心 

谢长法教授  西南大学 

主持人 

屠莉娅 

线下地址 

教育学院 

118会议室 

 

 

线上地址 

会议 ID： 

7963130654 

茶歇 10:00~10:15 茶    歇 

主论坛 10:15~11:45 

1、民国中学外国地理教科书中的日本   

商丽浩教授  浙江大学 

2、朝鲜时代饥荒和传染病发生时学校和科举制的运营：以 17世纪

小冰期为中心 

李相武教授  韩国韩南大学 

3、教科书中民族精神的多重演绎——以民国时期公民教科书为例 

屠莉娅副教授  浙江大学 

主持人 

刘徽 

闭幕式 11:45~11:55 刘正伟教授致辞 
主持人 

刘徽 

午餐 浙大紫金港西区三楼留食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