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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D_92_E6_B5_B7_E5_c73_173288.htm 郭洪纪教授 郭洪纪，

男，1948年5月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1981年毕业于青海师范

大学历史系，1997年晋升为教授，现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主

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郭洪纪教授的研究领域

主要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区域文化研究

，承担或参与的主要课题有：省社科规划办项目“儒家伦理

与东亚晚工业化的关系研究”；省社科规划办项目“传统文

化与现代化研究”、“儒家伦理与中国文化转型”。在国内

外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八部。其中多篇论文获

省级以上奖励。近20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

转载，1997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刘同

德教授 刘同德，男，1964年12月28日出生于山东省莱西市

，1986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政治系，1989年获陕西师范大

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破格晋升为经济学副教授。2000

年晋升为经济学教授。现任青海师范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研

究生毕业14年来共出版专著14部，主持、参与国家级、省级

课题10余项，发表论文60多篇。获政协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

奖1项，青海省人民政府颁发的“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二等奖3项，三等奖5项，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2项，厅局级奖励10多项。 李晓教授 李

晓，男，汉族，1965年7月8日出生于陕西省丹凤县。1983年就

读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1987年毕业，获得历史学学士学

位，同年考取四川大学哲学系研究生，1990年6月毕业，获得



哲学硕士学位。1990年7月研究生毕业即来青海师范大学工作

。1999年被评为青海省高等学校青年学术骨干教师，2004年

晋升为教授。1现任青海师范大学法商学院副院长。工作以来

，共出版专著3部，主持参与省级、校级课题6项，发表论

文20余篇。 赵宗福教授 赵宗福，男，1955年1月生，民俗学

博士、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为青海师范

大学副校长，人文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民俗

学会理事、青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青海社科联常委等职

。长期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以及古典诗歌的研究与教学

，在中国古典神话、民间文学、西部诗歌史、青海文化史等

方面均有建树。在《文艺研究》、《民间文学论坛》、《民

俗研究》、《文献》、《民俗与曲艺》等海内外学术期刊发

表论文近百篇，先后出版《花儿通论》、《江河源头的民俗

与旅游》、《青海民俗志》以及《历代咏青诗选》、《历代

咏藏诗选》、《青海历史人物传》、《西北文学文献丛书》

等著作，论著先后13次（全部独著）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扎布教授 扎布，藏族，青海省海南州人，1963年5月生。1987

年青海民族学院少语系藏语文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

，后留学日本。2002年1月晋升为教授，目前正在攻读博士学

位。现为青海师范大学青藏高原文化研究所所长、民族师范

学院教授，青海省省级优秀人才。长期从事藏族文学史和藏

语文的教学与研究，在藏族文学史研究方面取得诸多成果，

在藏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先后出版《藏族文学史》等著作，

《藏族文学史》（第一作者）获2003年青海省第六届哲学社

会科学三等奖，在《中国藏学》等刊物上发表《〈僵尸鬼故

事二十五则〉研究》、《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



“brlav-brdungs”的含义》、《藏族伏藏概论》等论文10余篇

，翻译出版藏语版《标准日本语》。研究成果曾获得国家教

委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等多次奖励。专著《藏族古典文学的

种类与体裁》获全国高校人文科学三等奖。 何波教授 何波，

男，1957年生于陕西乾县，1985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教育

系，1996年破格晋升副教授，同年获青海省优秀专业技术人

才称号，1998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1999年破格晋升教授，2001年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现为

青海师范大学副校长。 何波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民族教育

基本理论，承担或参与的课题有：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

划教育部重点项目“藏族古代教育史研究”，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西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

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全额资助项目：

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农科教综合改革研究，全国教育科学“九

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民族预科和民族班教育”，青

海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课题“青海民族地区农科教综合改

革研究”，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中国少数民族

教育的多元文化理论与实践研究”。共出版专著3部，发表论

文3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

文转载，论文论著获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

，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甘

肃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项，青海省高校首届

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

项。 陈仁军教授 陈仁军，男，现为青海师范大学校办主任，

教师教育学院心理学教授，硕士生导师，青海省高等学校省

内访问学者导师，青海省首届省级骨干教师，中国心理学会



理事，青海省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省高教学会副秘

书长。 陈仁军教授主要研究民族心理学、高原环境心理学等

，主持完成国家级科研课题2项，省级科研课题4项，参加组

织省级重点学科“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建设工作。其科

研成果获青海省第四次、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三等

奖2次，青海省科协优秀论文二等奖1次，华中地区科技推广

优秀论文二等奖1次，获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 李美华教

授 李美华，女，现为青海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心

理学教授，青海省高等学校省内访问学者导师，青海省第二

届省级骨干教师，青海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副秘书长、常务理

事，2001年获“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园丁”荣誉称号。 李美华

副教授的研究方向是发展心理学，参与国家级科研课题5项，

其中主持承担国家级科研课题1项；省级科研课题4项，参加

省级重点学科“教育学、心理学”项目的建设工作。主持省

级重点课程《教师教育学》建设项目。获青海省第五次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项，获青海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三等奖1项，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 李晓华

教授 李晓华，男，生于1964年，1985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系，2003年获得硕士学位。现为青海师范大学教务处副

处长，教师教育学院教育学教授，青海省省级骨干教师。在

《教育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有关课程与教学原理方面的论

文20余篇，主持和参与完成国家级科研课题3项，国际发展项

目4项；尤其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理论、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

原理、课堂教学理论等方面，相继取得了诸多成果，在国内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其著作《西部地区基础教育课程

资源开发研究》，为在新课程实验过程中充分利用当地课程



资源作了重要的理论探讨，填补了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

的理论空白。 董家平教授 董家平，男，1952年4月生，浙江

省宁波市人，现为青海师范大学校长，中国古代文学教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自1981年研究生毕业以来，

一直从事高校的教学工作，主讲多门主干课程。在完成教学

任务的同时，关心和培养年轻教师，形成了以他为带头人的

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教师的合理梯队，建立了硕士学位授予点

。汉语言文学学科还被确定为省级重点学科。在科研方面，

潜心于建安文学、古代文论名著《文心雕龙》的研究，兼及

青海历史文化和中小学职业教育等研究。先后出版《建安七

子诗译注》、《古代诗文译释》、《文心雕龙名篇探赜》、

《西海沧桑》等专著4部，《指西海以为期》、《古代散文译

解》等合著2部，参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写作

学大辞典》等2部，发表论文数10篇。多次获得省级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1993年被青海省人民政府授予省级优秀专

业技术人才称号。 赖振寅教授 赖振寅，男，1964年生。现为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教授。青海师

范大学校级骨干教师。社会兼职：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青

海省作家协会会员。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

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一直从事文艺理论及古典文学的教学

、科研工作。自1999年以来，在中文专业国家级核心期刊《

红楼梦学刊》连续发表论文六篇，这些文章均具有很高的学

术水准，其中对于“钗黛合一”、“秦可卿之死”等问题的

研究成果属当代红学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文章发表后在

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因在红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绩，

在1999年中国红学会理事扩大会上，被破格增补为“中国红



学会理事”。目前，所从事的红学研究已具有较为明晰的学

术方向，并已基本具备了系统性和可持续性，呈现出良好的

发展态势。近五年来，共发表文艺学、红学方面的论文约15

篇，20余万字。曾先后获得过“青海省第四届文艺创作评奖

优秀作品奖”、“青海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鼓励

奖”、“青海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及校

级科研成果奖等多项奖励。 张得祖教授 张得祖，教授，男

，1948年生，现为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党总支书记，历史

学系主任、教授，青海省优秀专家。兼任青海省地方志研究

会理事，青海省江河源文化研究会理事，青海省社会工作者

协会理事。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地方史的教学与研究，发

表学术论文20多篇，主编《青海历史》、《历代开拓西部人

物选传》、《青海通史》3部著作，其中《青海通史》获第十

二届中国图书奖和青海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

奖，青海省“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提名奖，《青海历史》

获国家教委全国优秀乡土教材二等奖。 白文固教授 白文固，

男，教授，1943年11生，现为青海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系

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宗教社会史

及中国古代政制度史、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及教学。在中

国寺院经济史、僧官制度史及僧尼名籍制度史的研究领域，

前后发表论文50多篇，《中国僧官制度史》、《中国古代僧

尼名籍制度》等专著，三次获得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二等奖。 魏道明教授 魏道明，教授，男，1963年2月生，

现为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教授

，中国明史学会理事，《青海社会科学》特邀编辑。主要研

究方向为中国法制史、隋唐史，在《历史研究》、《中国经



济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曾获得青海省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奖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