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主持人姓名 郑贤章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2-06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毕业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现任党政
职务

研究生院院长、

中文一级学科带

头人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汉语言文字、国际中文

教育

是否为校领
导牵头成果 否

工作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

联系电话 073-88872504 移动电话 18900741170

电子信箱 18900741170@163.com

通讯地址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1.2019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

2.2016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3.2020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4.2022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排1）；

5.2019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排1）

何时何地受过何
种处分 无

主

要

贡

献

1. 提出本成果的改革设想，负责组建团队，主持教改方案的设计论

证、实施推广。

2.负责成果奖的申报。

3.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主

持多项省级教改项目，获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

4项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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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养

研

究

生

情

况

  本人于2010年担任文学院的副院长，2014年担任院长，2021年至

今担任研究生院院长。作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语言文

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带头人，本人高度重视研究生工作，推动研究生

教学改革，学科研究生培养质量显著提高。学院现已有3篇全国百优

博士论文，16篇省优博士论文，56篇省优硕士论文。本人有3项研究

生教学改革成果获省级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这次申报的成果是本

人2010年担任学院分管研究生的副院长时论证设计的。本人始终把

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研究生一入学，就对其进行入学

教育，重点对其进行形势政策与学术规范教育。同时，严格规范研

究生的培养过程，加大导师的培训，将立德树人、恪守学术规范的

教育贯穿整个培养过程。重视研究生培养中的传帮带作用，学习老

教师的培养经验，加大青年导师指导能力的培训。

  本人作为研究生导师，毕业的研究生有80名，其中博士5人。本人

指导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多篇被评为省优、校优学位论文。论文

抽检无不合格的情况。本人为研究生开设了《佛经语言概论》《近

代汉语词汇研究》《文字学》《训诂学》《文字与文献》《佛经文

献研究》等课程。授课中，十分重视研究生思想道德的培养，要求

他们坚定文化自信，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世界观、价值观，培养吃苦耐劳的钻研精神，培养求真务实的

创新精神。课外，主动关心学生，师生关系和谐，受到学生爱戴。

  本人积极探索新的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相关改革，先后主持了

研究生精品课程《训诂学》，主持了省级研究生教改项目。在研究

生培养中，本人十分重视研究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不断提高他们的

创新能力与科学精神，不断提高他们“读”“说”“写”“研”的

能力。每学期主办4次研究生学术沙龙，学生皆需参加，并宣读、评

说论文，通过沙龙，学生科研意识与演说能力显著提高，大部分研

究生在读期间发表了论文，不少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和一等学业

奖学金。本人积极支持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扩大自身的学术视

野，了解最新学术动态。不少研究生还参与了本人主持的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从中发现了研究的选题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

科研能力有较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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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不超过15人）

第二完成人姓名 曾绍皇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8-12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毕业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现任党政
职务 中文系系主任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献

工作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联系电话 073-88872504 移动电话 13637480280

电子信箱 717377105@qq.com

通讯地址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1.2022湖南省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2021获湖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3.2016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

4.2020湖南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优秀指导教师

何时何地受过何
种处分 无

主

要

贡

献

1. 参与成果策划、推广、申报；

2.参与中文研究生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

3.参与国家一流课程《中国女性文化》《唐宋诗词与传统文化》；

4. 承担《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杜诗研读》等研究生课程，

主持多项教改课题；

5.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加强研究生核心素养“研”的培

育，实践“项目育人”的理念。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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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养

研

究

生

情

况

  近年来，本人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学习教育部《研究生导师

指导行为准则》《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

意见》，砥砺品格，精进学术，不断提高政治素养，完善自我能

力。坚持正确思想引领，切实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强

化“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的自觉意识，既当“经

师”，更为“人师”，努力做到立德修身、严谨治学、潜心育人。

近十年来，共培养各类研究生34人，其中已毕业研究生22人，在读

研究生12人。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本人积极履行导师职责，根据学生的个性

差异和学术兴趣分类指导，因材施教；敬畏学术，恪守学术规范，

严格把关研究生学术论文质量，尤其注重强化研究生专业核心素养

的培育，以“读”“说”“写”“研”四种能力为中心，全面提升

研究生核心竞争力。一是课程内容由单一的知识传授向专业核心素

养的提升转变。将“读”“说”“写”“研”纳入研究生核心课程

培养体系，尤其重视研究能力、逻辑思辨维和探索精神的培育，本

人开设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杜诗研究》，或强调研究

方法的培育与提升，或重视文学经典的阅读与解析，均着意在提高

研究生的综合素养与核心能力。二是培养方式由单一的学业指导向

“多渠道”育人的转变。鼓励学生参加各类竞赛，以赛促学，有效

提升了学生综合素养，本人指导的硕士生邓卓扬获全国秘书知识技

能大赛一等奖、湖南省“我心中的改革”征文比赛一等奖；彭鼎文

获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2021届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引导学生参加

“麓山论坛”“智慧之光”等学术活动，拓展学生视野，每月定期

举办“杜甫读书会”，每期一位学生主讲，分享读书心得，锻炼学

生能力。积极吸纳研究生参与本人科研项目，所带硕士毕业生的论

文选题有7人与本人科研课题相关；2022年8月，本人主持、硕士生

张驰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优秀”等级结项，实践了“项目

育人”理念。

  研究生核心素养的强化，有效提升了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竞争

力。毕业研究生中，多人在省属高校、省重点中学或国企中就业，

凭借优秀的综合素质，获得了用人单位的高度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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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不超过15人）

第三完成人姓名 杨云萍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7-01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毕业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现任党政
职务 教研室主任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语文课程论、学科语文

工作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联系电话 0731-88872504 移动电话 13054198871

电子信箱 1006150842@qq.com

通讯地址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2022湖南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022湖南省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2020、2021“田家炳杯”全国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优秀

指导老师；

2020、2021湖南省高等学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优秀指

导老师。

何时何地受过何
种处分 无

主

要

贡

献

1.参与成果的设计、论证、实施、推广；

2.承担《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等3门研究生课程，推动专业的教学

改革；

3主持《文化自信下的国学经典阅读类课程设计研究》等多项省部级

教改课题，出版教育教学著作2部，主编全国十二五规划教材1部，

发表多篇与核心素养相关的论文。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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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养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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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况

1.坚持培养卓越语文教师的育人方向。本人认真贯彻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立足学生核心素养，充分发挥专业教育的育人功能。培养

了一大批有志于做“四有”语文教师的研究生。

2.全面培养学生的专业核心素养。为培养研究型的卓越教师，本人

以“中文专业有效知识体系构建”为核心理念，以“读—说—写—

研”四种核心素养能力为实践抓手，以“学科竞赛—学生社团—学

术活动—科研项目”等为多维驱动，重点培养研究生的专业核心素

养。研究生的读、说、写、研能力比较突出。2018年指导周芝在第

三届全国师范技能大赛获二等奖，2022年指导齐晓庆、周雯在全国

“田家炳杯”专业学位研究生学科教学（语文）专业教学技能大赛

中分获二、三等奖。2020年沈洁获得“素兰文学奖”二等奖，

2019彭思发表学术论文2篇，获得国家奖学金。2022年王籽伊的硕士

论文推荐为省优秀论文。2021年指导5名研究生参加学校第33届“未

来教育家”竞赛，包揽特等奖和一等奖，其中李珍获得特等奖，马

思睿、谢晓梅、周雯获一等奖；李珍、周雯还分获即兴演讲、普通

话、软笔字单项奖。

3.严把毕业论文和就业质量关。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严格把关研究

生的学位论文质量。近5年来，所带的研究生论文送审一次性通过率

100%，盲审双优率较高。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100%,且绝大多数是以

考编或人才引进形式入职，实现了高质量就业。如吴娟、刘芳、林

茹茵等人考编入职深圳，谢梦兰、王金秀、王彩霞等人考编入职上

海、北京，吴萧萧、耿楚寒、傅玲琼、王春燕等人考编入职武汉、

成都、重庆等地，彭思思、陈思婷、乔晓雨、梁云、杨诚霞等考编

入职长沙或各地州市，服务基础教育。

4．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以生为本，关爱学生，师生关系融

洽和谐。与在校研究生每天线上交流，分享学术论文和讲座、招

聘、就业等信息，每年定期举办读书报告会，指导研究生的专业学

习。与已毕业的学生也经常联系，指导学生职后专业发展。2021届

硕士毕业生沈洁在《中国研究生》杂志主编的全国学位毕业论文

“致谢”征文大赛中获奖，并以《别离如歌》为题发表“致谢”。

文章高度赞扬了本人兢兢业业的教书育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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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不超过15人）

第四完成人姓名 徐朝红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5-12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毕业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现任党政
职务

分管研究生的副

院长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汉语言文字、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对外汉语

工作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

联系电话 0731-88872504 移动电话 13787413518

电子信箱 xuzhaohongcs@163.com

通讯地址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1.2010年湖南省优秀博士论文奖；

2. 2020年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3.  2021年湖南省高校教工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标

兵”；

4. 2022年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何时何地受过何
种处分 无

主

要

贡

献

1.协助主持人郑贤章教授设计、论证、推广本成果；

2.主持湖南省研究生优质课程“近代汉语概论”；

3.指导培养65名研究生，其中硕士生56人、博士生9人，十分注重学

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4.主持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践行科研

育人。

5.入选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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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养

研

究

生

情

况

  本人作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负责人，注重研究生核心素养的培

养，强调读、说、写、研能力的训练，将前沿学科知识、科研经

验、科研方法融入教育教学活动中，引导学生在科研环境中参与研

究性学习，激发学生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1.思想政治教育与学术规范意识并举。每年新学期入学的思想政

治教育，是开学的第一堂必修课，旨在培养学生的学术规范意识，

坚定学术理念。坚定文化自信，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创新精神。

积极邀请国内外学者讲学，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承担研究生课程

教学，注重学术精神传承、学术思维拓展。

  2.核心素养的培养与学术科研的训练并重。在研究生的培育过程

中，特别注重研究生的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强调研读包括古典文

献和学术论著在内的经典文献，在研读过程中训练研究生的学术思

维，鼓励学生把新发现的问题撰写成文，培养学生学术写作能力。

  3.定期召开学术沙龙，践行中文核心素养，促进学术论文质量提

升。定期召开学术沙龙，全面践行研究生核心素养。在学术沙龙

上，带领学生研读学术论文，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及科研能力，扩

大学生学术视野，了解最新学术动态。通过学术沙龙，学生的读、

说、写、研的能力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和提升，学生科研意识与能力

显著提高，不少研究生从中发现了自己的研究选题并发表了学术论

文，不少研究生拿到了国家奖学金和学校一二等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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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不超过15人）

第五完成人姓名 蒋冀骋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8-11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毕业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现任党政
职务

院学术委员会主

任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汉语言文字学、古典文献学

工作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联系电话 073-88872509 移动电话 13657408899

电子信箱 jiangjc009@sina.com

通讯地址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2005、2008、2011年3次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

教师；

2020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家；

2012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2010湖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7湖南省社科成果一等奖。

何时何地受过何
种处分 无

主

要

贡

献

1.主持多项教改课题，参与成果的设计、论证；

2.发表了《研究生读书指导说略》等13篇关于研究生教育培养的学

术论文，为成果提供了理论支持。

3.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博士，3位获全国百优博士论文，5位获省优博

士论文，一人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二人入选青年长江学者，一

个入选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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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养

研

究

生

情

况

  本人培养了16名硕士研究生，27名博士研究生，其中3名博士生的

论文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5名博士的论文获湖南省优秀博士论文，

一人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二人入选青年长江学者，一个入选万

人计划领军人才，这得益于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中文研究生核心素养

的培养模式。

  本人坚定研究生教育的理念应该是追求崇高,追求卓越，即做人追

求崇高,做事追求卓越。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专门人才的

教育，高层次的教育需要崇高的教育理念作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和

工作，只有在崇高的理念指导下，才能做出卓越的事业。追求崇

高,追求卓越的研究生教育理念,实质上是要培养研究生的三种精

神,即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同时，追求崇高,追求卓

越,必须注意以下四个方面:克制私欲，坚持正义，敢于创新，持之

以恒。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本人特别注意学生的“读”，首先，入学的

第一课就是背诵《论文》《道德经》等上古文献，这既有利于培养

研究生的研读古典文献的能力，同时有益于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

同时，强调研读经典文献，在研读过程中，形成学术上是怀疑意识

和追问意识，从而培养研究生的创新精神。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创造性成果的具体体现，是衡量研究

生质量高低最为重要的依据。研究生论文的写作，本人一直强调把

好两个关：一是选题的把关,主张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阅读对

象，由学生自己选题，所选题目与学生的兴趣结合，导师的重要责

任就是将学生带进学术前沿。二是研究生论文写作过程的把关，从

论文资料的搜集到论文的修改，导师须全过程参与并善于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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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不超过15人）

第六完成人姓名 陈晖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1-01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毕业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现任党政
职务

系主任、国际中

文学科负责人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汉语言文字学、国际中文教育

工作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联系电话 0731-88872504 移动电话 13875913491

电子信箱 1023886599@qq.com

通讯地址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2007湖南省“12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

2011湖南省“121”人才工程第二层次；

2009湖南省社科优成果奖三等奖；

2020湖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022湖南省教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何时何地受过何
种处分 无

主

要

贡

献

1.参与课程建设、教研教改工作；

2.参与导师队伍建设工作，用科研反哺教学；

3.参加语言文字规范化、汉语方言保护、汉语国际传播研究，推广

语言专业建设成果；

4.参加成果的实践转化研究，着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诵读能力、语言

教学能力以及语言服务于社会的能力；

5.参加成果的推广应用工作。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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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养

研

究

生

情

况

  2004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13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共计培

养硕士博士研究生100多名。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特别注意坚持正确思想引领，注意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主要举措如：（1）以承担的专业课程为主

体，发掘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政教育功能，把德育

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理想信念教

育。（2）有效利用各种资源开展实践育人，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

心，引导学生在教育实习、中外文化交流、暑期社会实践等活动中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3）结

合导师言传身教、师生交流研讨等多种方式、方法，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荣辱观。取得的成效如：本人被评为湖南师范大学“十佳”

青年教工、“三育人”优秀个人。同时，育人成果喜人。所带研究

生彭凡思评为2021年湖南省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个人事迹和被央

视新闻、新华社、湖南卫视、光明网、湖南日报等媒体报道。

  正确履行指导职责，分层次分阶段培养学生的“读”“说”

“写”“研”四大素养，尤其注重“研”的培养。所培养的硕士研

究生中，有10多位相继在中国社科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语言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知名院校获得博士学位，其中余金枝2021年获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刘玮娜获湖南省高校教师教学竞赛第

一名、“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学能手”荣誉称号，刘梦芬获第九届湖

南省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本科组第一名。多位同学获国家语合

中心颁发的 “优秀汉语教师志愿者”荣誉称号，其中方琳2017 年

获 Global Village Academy 颁发的汉语教学“特别贡献奖”。

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定期召开学术沙龙，开拓学生专业视野，在研

讨中开展学术道德、学术规范教育。严把论文质量关。指导的毕业

论文多篇获省、校优秀硕士博士论文。

有规律地开展入学教育、促膝交谈会、择业思享会，培养学生积极

的心理品质、乐观向上的品格以及勇于奉献的精神，关心关爱学

生，帮助学生拓展就业渠道，构建和谐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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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不超过15人）

第七完成人姓名 肖百容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0-07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毕业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现任党政
职务 院长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工作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联系电话 0731-88872509 移动电话 15873199539

电子信箱 hhlwx3654@163.com

通讯地址 湖南长沙岳麓区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2022湖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排1）；

2019湖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排5）；

2012广西壮族自治区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2017湖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何时何地受过何
种处分 无

主

要

贡

献

1.在《中国社会科学》先后发表2篇论文，重视科研育人；

2.多次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为了成果提供了教学改革理念与实践

经验；

3.重视青年学术力量的培养，积极参与社会公益讲座，宣传推广成

果；

4.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主持省部级项目5项，出版专著3部。

参编教材1部；5.作为现任院长，为成果的实践推广提供全方位的支

持。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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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养

研

究

生

情

况

  本人热爱教育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立德树人的教学理念。认真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求真务实，勇于探索，

以品格和学识引领学生。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肖老师深谙教育的

真谛，那就是以人为本，尊重学生，关心学生。富有创新精神，不

断改进教学和工作方法，深受学生欢迎，做一个有温度的老师。

  本人正确履行导师指导职责，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严格经费使用

管理。悉心指导研究生，严把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在教学工作

中，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教学方法的探索。关注学术动态，在教

学中注意将学术信息融入施教内容之中，进行拓展延伸，引导学生

进行创新思维，培养学生敢于质疑的发问态度。根据前沿科研信

息，结合自己的研究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如给研究生讲授中国现代

作家研究时，每一次所讲作家都有不同，注意根据学术动态及时增

减。注重课程的思政内涵教学，教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现代文学产

生的背景、性质、特点及其发展过程，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

华民族向现代演变过程中的精神文化内核，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

现代公民意识以及坚定的理想信念。经常举办学术沙龙，介绍学术

界的新情况，和学生进行学术交流，让学生自由讨论，培养学生创

新意识、学术规范意识。让学生参与本人的课题研究中来，学生在

课题研究中逐步学会查找资料的方法，培养了学生积极创新的科研

能力，体会到了科研的求实精神。

  本人积极参与学生培养教育工作。指导学生王雨佳的论文获省优

秀硕士论文。所指导的研究生欧阳群英、高家鹏等先后获得湖南省

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王雨佳、王宇萱等荣获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优秀毕业生称号。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中已有多人考取南京大学、

武汉大学、湖南大学等双一流大学的博士研究生。2021年本人所在

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培养导师团体获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

优秀导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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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不超过15人）

第八完成人姓名 易瑛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2-07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毕业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现任党政
职务 教研室主任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中国现当代文学

工作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联系电话 0731-88872509 移动电话 13507466819

电子信箱 yiying716@163.com

通讯地址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2022湖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2006湖南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007全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

2021湖南省师德师风建设年“身边的好老师”征文活动

一等奖

何时何地受过何
种处分 无

主

要

贡

献

1. 参与了成果的设计、论证、推广；

2.担任导师，重视通过主题研讨、实践指导等方式，培养学生的科

学思维和创新能力；

3.主持多项教改课题，发表教改论文，重视培养研究生的专业核心

素养和实践能力,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4.承担《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教学，将“研讨式教学法”引入

课堂中，教学效果突出；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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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养

研

究

生

情

况

担任研究生导师15年以来，重视立德树人，坚持以正确思想引领学

生成长，认真履行指导职责，重视研究生“读-说-写-研”四种核心

素养能力的培养，取得了较突出的成绩。2021年被评为湖南师范大

学“尚石育人先锋奖”优秀班导师奖，2022年被评为湖南师范大学

第八届“十佳师德标兵”。

  1.发挥导师的引领作用，通过召开读书会、学术讲座、课堂研讨

会等方式，引导研究生阅读经典，重视学术积累，提升文本解读能

力，建构跨学科的知识体系；

  2.引导研究生在“经典阅读”和“学术阅读”中发现问题，在对

问题的自主探究中，提升写作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指导2020级研

究生廖小蝉同学撰写的影评《记忆与责任——<长津湖>宏大历史叙

事下的记忆书写》获得了2021年度湖南省“湘观影”“光影铸魂”

“光影育人”影评征文大赛一等奖；廖小蝉同学撰写的学术论文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观念对古典主义的继承与超越》获得了第三届

新青年文化艺术创作奖文艺评论类二等奖。

  3.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导师主持的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课题，提

升研究生的核心素养，成效显著。2014级研究生王体辉、谭霁与导

师合作撰写的教学改革论文《研讨式教学法在文学批评类课程中的

应用》、《试论研讨式教学在研究生教学中的运用——以“中国当

代文学”教学为例》在省级刊物上发表；2020级研究生朱慧珍的书

法作品《沁园春雪（毛泽东）》获得了2021年湖南省中华经典诵写

讲大赛“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大学硬笔组一等奖；2019级研究

生杨一梦同学在导师指导下，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获得了2020年

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被评为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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