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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部

教育学系、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9 月 22 日（周三）14：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文科大楼 1113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杜明峰 学校的“治理”建构及其正当性分析

（沙龙主持人：程亮 教授 点评专家：范国睿 教授）

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4：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文科大楼 913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卜玉华 未来学校可预测、可塑吗？如何把握未来以实现理想愿景？

周 彬 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教师素养及培养体系研究

李家成 社区教育研究的教育学贡献及教育学视域下的社区教育研究之改进

王保星 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历史性回眸

李 栋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实践中的知识生产与基本理论创新研究

第 3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7 日（周日）9：00

地 点：田家炳会议厅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侯怀银：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刘铁芳：直面当代中国人的生命诉求：教育的中国自觉与中国教育学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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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枬：成己成人：“生命•实践”教育学教师发展的价值追求

金生竑：教育的技术化与人的处境

第 4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4：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文科大楼 1113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董轩 重构常识：教育民族志的方法与文本

课程与教学系、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5：3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文科大楼 1613

报告形式：线上线下结合

报告人、报告题目：

邓宗怡、崔允漷 课程对话：学科知识与学科实践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3：3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文科楼 1513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郑太年 课程改革进程中课堂教学的变与不变——基于课堂视频的分析

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5：3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文科楼 1513 室

报告形式：线上

报告人、报告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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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凯 学校课程群：概念梳理与设计模式

第 3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5 日（周五）9：3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文科楼 1513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刘德恩 新疆喀什地区学前教育的师资政策与发展：调查报告

学前教育系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3：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田家炳楼 116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姜 勇 园长，请努力成为老师们心中的精神“领袖”！——基于上海市提升中

小学（幼儿园）课程领导力项目研究的思考

张 莉 学习品质类型与儿童早期学业准备关系研究

刘 婷 “教养医”指导模式对婴幼儿家庭教养能力提升的评估研究

钱 雨 面向未来的抗挫力家庭教育

祝 贺 “完整儿童”观念在美国的早期演变

古秀蓉 化教为交——儿童哲学教学法的在场叙事

李召存 迈向高质量教育时代的幼小衔接

高等教育研究所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3：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文科大楼 1413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阎光才 科学的社会运行与大学组织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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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映雄 大类招生的实施时空与功过

姚 荣 学术自治的法律属性及其规制研究

李琳琳 在线教学人际互动的混合研究——上海高校教师的视角

马爱民 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实践性问题研究

娄岙菲 《大夏周报》中的大夏大学图史

李 梅 “双一流”高校的国际学生招生：如何保障生源的质量标准？

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3：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文科大楼 1413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张东海 大时代中的小人物：辛亥革命前后的吴宓

徐国兴 博士生论文发表的几点思考

郭 娇 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在线自我调节学习

岳 英 自我与他我：女博士生群体形象的素描

童 康 教育评价的感性之眼：来自艾斯纳的启示

赵 丽 上海引进和发起高水平国际科技组织的策略研究

曹 妍 项目制背景下财政激励机制对 SSCI 科研产出的影响研究——基于

2014-2018 年 36 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面板数据分析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3：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文科大楼 613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徐国庆 什么是职业教育？

石伟平 职业本科的发展背景、基本内涵与建设路径

匡 瑛 稳步适度审慎发展职业本科——基于企业人力资源需求调研的结果



5

陆素菊 日本的“技术精英”培育是如何保障的——基于学校个案的制度分析

付雪凌 新时代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制度体系化创新路径与策略

李 政 项目制下的高职院校同质化：作用机制、问题表征与改革路径

周瑛仪 何以致远：中职学校“空”、“小”、“散”、“弱”现象透析

郑 杰 & Jie Xiong (Government of Alberta, Canada) 加拿大社区学院发展

路径对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启示：课程与师资

蔡金芳 产业人才需求与职业本科人才培养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

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3：3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文科大楼 613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李家成 论社区学校（院）在社区教育体系中的专业领导力

马丽华 上海老年学员数字化生活适应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朱 敏 国内学分银行发展态势及其关键问题分析

孙玫璐 明清戏曲教化的理想和真实

张 永 工人诗歌中的“技能”叙事：以《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为例

黄 健 我国社区教育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的路径思考

特殊教育学系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3：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田家炳楼 116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昝 飞 改革开放以来特殊教育发展成就、经验与挑战

陈莲俊 特殊中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困境与出路

于素红 日本特殊需要教育的发展

曾凡林 体感互动技术在特殊儿童认知功能评估中的应用

颜廷睿 应对差异性：融合教育课程与教学实践范式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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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11 月 3 日（周三）13：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田家炳楼教室待定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周 丽 高功能孤独症幼儿粘滞性注意的发生：来自眼动追踪的证据

涂梦璐 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与注意缺陷多动症状的元分析：抑制控制和工作记

忆的作用

王 玥 自闭症谱系障碍人士犬辅助干预的研究进展

教育信息技术学系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3：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文科楼 813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吴永和 教育数字化转型新基建——数字基座技术与标准

李 锋 国家信息技术课程标准设计与研制

江 波 大规模个性化学习与数字教材

白雪梅 数据驱动精准教学实践路径及成效

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3：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文科楼 813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徐显龙 中小学生信息素养测评工具开发与实践

冷 静 数值仿真实验中学习者在线行为时序模式研究

孙江山 基于新技术的中学生空间能力提升

郝祥军 何以理性预见未来教育：未来研究方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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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科学系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1 日（周一）9：5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办公楼小礼堂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章依文 儿童语言发育迟缓：早期识别、诊断与干预

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8 日（周一）15：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田家炳教育书院 612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王勇丽 言语运动的神经心理学过程

教育管理系/教育经济研究所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3：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文科楼 1214 室

报告形式：线下线上混合

报告人、报告题目：

李伟胜 区域教育治理中的项目管理

刘胜男 县级教师发展机构的专业能力建设

陈纯槿 社会情感支持与学生学习素养

刘竑波 “五育融合大美育”的学理脉络与实践挑战

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7 日（周三）13：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文科楼 1214 室

报告形式：线下线上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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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报告题目：

董 辉 在“个体”和“社会”之间

刘 皛 学者的经世之道

张文国 公立高校党政交叉任职对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双向扩展

金 津 政策网络与全球教育治理空间变革

艺术教育部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3：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田家炳楼 105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汪 洋 高师美术师范专业人才培养政策与本科培养方案的现状调研

董 放 高师音乐师范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现状调研——以全国 12 所师范

院校音乐学（师范）专业为例

刘 冉 知觉经验：梅洛-庞蒂的舞蹈现象学

教育心理学系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5 日（周五） 14：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田家炳教育书院 206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郑蝉金 赋能核心素养教与学的人工智能——中文写作自动评估与辅导系统研

究

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2 日（周五） 14：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田家炳教育书院 206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顾 昕 变量相对重要性的贝叶斯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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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9 日（周五） 14：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田家炳教育书院 206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杨向东 空间能力测验项目的算法化生成

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3：3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文科大楼 707 会议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李家成 加强参与者的能力建设：上海社区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开展的思考

孙枚璐 社区游学项目模式探究

王 芳 新形势下终身教育工作者素养提升的实践探索

李 珺 台湾地区终身学习法修订前后比较及启示

宋其辉 新时代中国老年教育的使命

卢玉娟 社区教育专职教师职业发展的困境及解决路径

庞晓芳 可持续发展教育视角下在岗人员学力的提升—以闵行区为例

刘丽静 激发社区教育活力，助力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学习型城市建设

教育高等研究院

第 1 场

时 间：2021年 10月 22日（周五）9：3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文科大楼 1711室

报告形式：线上线下混合

报告人、报告题目：

吴 刚 什么是教育理论？

第 2 场

时 间：2021年 10月 22日（周五）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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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文科大楼 1711室

报告形式：线上线下混合

报告人、报告题目：

周 勇 大变局、民族复兴与新课程——大历史视野中的二十年课程改革

李 梅 全球化变局与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挑战与转型

庄 瑜 馆校合作中的教师专业发展

唐晓菁 重审“再生产”——法国教育社会学研究从学校到家庭的视角转变及其

启示

第 3 场

时 间：2021年 10月 29日（周五）13：3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文科大楼 1711室

报告形式：线上线下混合

报告人、报告题目：

段俊吉 论教育叙事的对话空间：基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

司凯航 微证书及数字徽章热趋势下的冷思考——基于高等教育场域知识生产

与赋权

丁依文 设计教育的视角：以创造力培养为中心的创意叙事教学

黄滢诺 校园 Vlog中大学生的自我呈现：大学生文化身份的媒介化

李晴晴 “学习直播”文化现象透视：表演化学习与互动仪式构建

上海教师发展学院（开放教育学院）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9 日（周二）9：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图书馆二楼报告厅

报告形式：线上线下混合

报告人、报告题目：

祝智庭 教育人工智能，人本 AI 的新范式

冯大鸣 指向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学校领导变革

闫寒冰 能力本位的规模化精准研训

李宝敏 引领教师成长的多模态课堂教学视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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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9 日（周二）13：3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开放教育学院（上海教师发展学院）105 报告厅

报告形式：线上线下混合

报告人、报告题目：

魏 非 教师能力情景化测评的方法与案例

李树培 Educational Storyliving：未来教师沉浸式学习的可能方向

彭红超 多模态数据支持的教师个性化学习系统设计

赵健、赵娜 赋能师范生教学实践能力培养的学习空间研究

姜昌华 中小学教师的人工智能教育国际案例研究

宋雪莲 数据驱动的在线教育诊断与干预探索

刘 齐 学习资源的在线学习行为画像研究——以华东师大“淘知学堂”为例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

第 1 场

时 间：2021年 10月 13日（周三）14：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物理楼 445室

报告形式：线上线下混合

报告人、报告题目：

柯 政 暂时待定

夏 彧 集团化与学区房：谁是城市教育公平政策的受益者？

周 蕾 研究型大学助力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路径和机制探析——以纽约

康奈尔理工学院为例

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

时 间：2021 年 10 月 8 日（周五）14：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学术交流中心 201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沈玉顺 基础教育治理的四重逻辑与实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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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业国 “双减”背景下学校发展目标与战略的重新选择

刘莉莉 新法新政背景下民办学校的发展

郅庭瑾 从学术研究到决策咨询—差异、转化与融通

熊万曦 美国高中跨学科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教师教育学院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3：3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逸夫楼报告厅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2021-2022 学年教师教育学院“博雅”读书会启动仪式

2020-2021 学年教师教育学院研究生科研资助项目中期汇报会

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3：3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逸夫楼报告厅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张心科 经典文本的自然阅读与教学解读——以散文四篇为例

高惠蓉 三孩政策下的大学女青椒：“学术母亲”生育型学术中断及应对机制研

究

叶丽新 情境化试题开发进展——语文学科为例

杨 洁 应用机器学习算法实现物理课程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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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部

经济学院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3：00-17：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 A1716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殷德生：中国式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的规律性成果及理论体系

何 超：再论信用与货币

金培振：城市异质性、制度供给与创新质量

李 蔚：Managing China’s Stock Markets: The Economics of the National

Team

第 2 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3：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 A1714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沈国兵:互联网化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

杨连星:反倾销贸易壁垒与企业创新

第 3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 13：3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 A1514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钟粤俊：空间、结构与增长——人口和土地再配置效应的空间均衡分析

龙翠红：The effect of fertility on parental financial assets diversity:

another disparity led by hukou system



14

姚羽欣：The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of Parental Early Life Hunger

Experience on Children Outcomes: Evidence from China

郭白滢：基金家族共同持股行为及其影响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3：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 A1716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龚冰琳：Can adjusted reputation score improve market efficiency?-Theory

and Experiment

连燕玲：改制型家族企业更愿意进行长期投资吗？—基于心理所有权视角的分析

丁珈：生产计划到生产调度转换过程有效管理的多案例研究

贾利军：东方科研范式解读—基于易文化的思考

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5 日（周五）13：00-17：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 A302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冯学钢：城市微更新与文旅新空间

杨 勇：数字经济下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和机制

吴文智：民宿主人角色呈现对消费者情感认同生成的影响—来自莫干山地区网红

民宿的质性分析

孙晓东：Shore excursions of cruise destinations: Product categories,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罗佳琦：失范旅游活动中的仪式过程和阈限体验

王 媛：Developing and Validating a Scale of Host Territoriality in P2P

Accommodation

姜 晨：商业品牌策展的符号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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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三） 13：00-15：3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电化教学楼 320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赵 星：面向复杂问题分析与决策的“数智人”理论框架

楼 雯：图书情报学科研究方法的四十年演变

王仁武：重大民生关注挖掘的智能化方法探索

张昫频：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Game Changer for Marketing Research

贺国秀：互联网内容审核的智能化研究

第 4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三） 13：00-16：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电化教学楼 320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金武刚：技术时代公共图书馆“场所”价值的社会公众认知

侯经川：关于南水北调工程的综合数据分析与最优方案建议

袁 毅：基于区块链的自组织协作模式

段宇锋：公共图书馆阅读空间建设的思考

阮光册：自然语言处理之主题识别

蔚海燕：大科学装置的科学数据共享模式与案例

第 5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7 日（周三）14：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 A1514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张 程：Strategic Insider Selling When Selling by Plan is Mandatory

朱 松：评级机构声誉、评级监管与评级意见购买---基于实验研究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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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7 日（周三）13：3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 A302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黄忠华：产业用地配置优化与高质量发展

刘 鹏：Neighborhood Top Trading Cycles

王 盛：Are home buyers in Chinese cities concerned about air quality?

Using panel data for 70 large and medium‑ sized cities from 2006

to 2016 as an example

易 虹：积极老龄化视角下我国养老地产供求模式研究

关 涛：楼层对于多层住宅价格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孙斌艺：房价变动的利率和限购政策混合效应研究

谢福泉：上海市城市更新中的住房保障政策研究

杨 木 旺 ： Green Housing Premium Produces Golden Ripples: Spa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and Heterogeneit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龙胜平：全球城市碳中和路径对上海有什么启示

胡金星：双循环新格局下房价波动影响制造业集聚的传导路径及对策研究

——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证据

公共管理学院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9 月 22 日（周三）13：3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 A302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石 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基本内涵、实现方式、时代价值

雷 妮 HR 部门顾客关系管理对国企可持续经营绩效的影响

李 悦 数字化背景下工作压力对公务员行为的影响研究

柴化敏 Does Unpaid Caregiving Erode Working Hours among Middle-aged

Chinese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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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微波 认知症友好社区建设和发展分析

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9 月 29 日（周三）13：3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 A302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张 冉 中国社区社会组织如何演化与发展？基于组织生态理论的视角

曹艳春 兴边富民政策对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修正的 PSM-DID 模型

分析

李 晶 上海长护险的给付方式及其效果的比较

张继元 深度老龄化社会的成年监护服务：日本的经验

叶怡君 基于 CiteSpace 分析的国内多维贫困研究现状与前沿分析

第 3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9 日（周六）13：3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 A302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路锦非 中央调剂金制度是否造成了地方政府征缴的负向激励?

余飞跃 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福利污名吗？

林 琳 Geographical Allocation of Medical Resource: do the Size and Types

of Health Insurance Enrollment Matter? Evidence from ACA insurance

expansion

王乐然 Fertility, Imperfect Labor Market, and No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 Pension

徐 婷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社会救助对象三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CSS 数据的

实证分析

第 4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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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 A1414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曲如杰 差错管理氛围对基层干部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研究

李 莉 Rural Internet Penetration and Household Online Consumption

陈力闻 The Employee Voice Gap and the Associated Outcomes: A Study from

the Employee Perspective

楼鑫鑫 区域社会组织发展路径的探索性研究—基于共生理论的组态分析

杨攀续 两险合并实施对生育保险覆盖面的影响——基于合肥市的合成控制研究

第 5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3：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 A302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孟 溦 数字赋能视角下科技治理体系结构变迁与能力提升

郝宇青 人工智能进入基层社会治理的限度

聂 磊 数据要素市场化背景下的隐私计算应用研究

翁士洪 虚拟社区意识、使用行为与移动政务平台持续使用

张家平 数字时代下的收入不平等感知研究

赵继娣 Disease Burden Attributable to the First Wave of COVID-19 in China

and the Effect of Timing on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Movement Restriction

Policies

周 俊 Informal Personal Resources and Governments ’ Relational

Mobilization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China

第 6 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3：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 A302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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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恩新 行政统筹与利益统筹：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条块关系演化逻辑：以上海外

高桥保税区为例

谢 炜 对口支援“项目制”：控制权的限度

王法硕 中国地方政府如何执行模糊性政策？——基于 A 市“厕所革命”政策执

行过程的个案研究

王 芳 贸易冲击与区域合作：以地方政府为视角

叶志鹏 园区尺度重构与平台型地方政府发展模式的形成——基于江苏昆山经济

逆袭过程的案例研究

宋锦洲 碳达峰和碳中和背景下西部光伏发电潜能、困境与可能的解决方案——

对甘肃青海新疆的考察报告

邱 婕 校去楼空行踪匿，长使家长泪满襟——教培行业监管问题研究

王英伟 异质群体抗争对政府决策的差异化作用逻辑——基于阶层视角的多案例

比较分析

中国语言文学系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9 月 30 日（周四）13:30—15:00

地 点：闵行校区文史哲楼 4405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刘志基 殷商至西周汉字构型精简化演变再研究

评议人 徐时仪

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2 日（周二）13:30—15:00

地 点：闵行校区文史哲楼 4108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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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俪成 汉魏六朝诗赋创作尚敏之风及其文学影响

评议人 汤志波

第 3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4:00—15:30

地 点：闵行校区文史哲楼 4108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任莉莉 《近思录集朱》稿本考论

评议人 李慧玲

第 4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4 日（周四）15:50—17:20

地 点：一教 H101 课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潘玉坤 试说古汉语“多”作代词

评议人 董莲池

第 5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4 日（周四）19:00-20:30

地 点：闵行校区文史哲楼 4349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丁小明 写本文献中的“大夏光华”

评议人 罗争鸣

第 6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5 日（周三）13:00-14：30

地 点：闵行校区文史哲楼 4108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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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韩 蕾 最小流水句的主语指认

评议人 徐默凡

第 7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5 日（周五）15:00—16:30

地 点：闵行校区图书馆报告厅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黄人二 《楚辞·九歌》中所谓“人神恋爱”与“君臣遇合”的关系

评议人 赵厚均

第 8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3:00-14：30

地 点：闵行校区文史哲楼 4108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倪春军 晚清民国的词学教育

评议人 刘宏辉

第 9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3:00-14：30

地 点：闵行校区文史哲楼 4430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汤拥华 重构具身性

评议人 王峰

第 10 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4:00-16:00

地 点：闵行校区文史哲楼 4110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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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黄玉雄 钦廉片粤语遇摄一等和三等字韵母的合流

评议人 郑伟

第 11 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5:00—16:30

地 点：闵行校区文史哲楼 4330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顾文艳 《流亡记忆：上海德语犹太难民纪录片叙事（1938-1949）》

评议人 范劲

第 12 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5:00—16:30

地 点：闵行校区文史哲楼 4430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王 峰 消相的“真实”：电影的光媒结构与自动机制

评议人 汤拥华

第 13 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2 日（周五）13:30—15:00

地 点：文科楼 4405 会议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董莲池 从经的载体和瓒的古文字构形看瓒的形制——兼议瓒的玉柄形器等新说

评议人 汤志彪

第 14 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6 日（周二）13:00-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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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点：闵行校区文史哲楼 4108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项 静 作家论作为方法

评议人 黄平

第 15 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9 日（周五）13:00-14:30

地 点：闵行校区文史哲楼 4430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凤 媛 异域体验与“世界人”老舍的塑成

评议人 孙尧天

历史学系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3：00

地 点：闵行校区人文沙龙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裘陈江 民国元年孔教会上海发起史事钩沉

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4：00

地 点：闵行校区人文沙龙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张凯悦 总材山再议——兼论突厥第二汗国兴起的地缘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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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场

时 间：2021 年 11 月 4 日（周三）14：00

地 点：闵行校区人文沙龙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黄 薇 （上海大学文学院）《创世记》先祖叙事中的文化记忆

哲学系

第 1场

时 间：待定

地 点：闵行校区人文楼冯契学术成就陈列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黄裕生（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未来理论还是古代思维？——对“天下体系”

的一个考察

第 2场

时 间：待定

地 点：闵行校区冯契学术成就陈列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黄华新（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主任）认知科学视域中的表达与理解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6 日（周二）14:30

地 点：闵行校区哲学系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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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洪澄（哲学系） 惩戒的正当性——以教育惩戒为例的现代政治哲学透析

主持人：朱 承教授（华东师范大学）

评议人：颜青山教授（华东师范大学）

应 奇教授（华东师范大学）

陈 海博士（上海大学）

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11 月 9 日（周二）19:00

地 点：会议 ID：889 282 224（备用 ID：364 566 749）

报告形式：线上

报告人、报告题目：

林志猛（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古典的

抑或现代的理性主义——尼采的苏格拉底批判

评论人：余明锋副教授（同济大学）

主持人：陈 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9 月 29 日（周三）13：30

地 点：闵行校区法商北楼 325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周林刚 现代国家概念诞生的三个节点：马基雅维利、博丹和霍布斯

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3：30

地 点：闵行校区法商北楼 32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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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刘亚娟 新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从解释到叙事

第 3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5：30

地 点：闵行校区法商北楼 325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戴宇辰 “当福柯玩起智能手机”：社交媒体中的权力形态、自我追踪技术与液

态监视的兴起

第 4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3：30

地 点：闵行校区法商北楼 325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田锡全 民国时期米粮贸易捐税征收中的多方博弈（1912—1937）

第 5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5：30

地 点：闵行校区法商北楼 325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邰浴日 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制度设计与政治博弈——以匈牙利选举法圆桌谈判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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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3：00

地 点：闵行校区法商南楼 516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曹景文 吕炳奎与外冈游击队

安 俭 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最强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吴原元 域外中国文明起源说在民国知识界的回响及启示

杨丽萍 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经验

张仰亮 一九二七年中共对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应对策略

法学院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1 日（周一）18：30

地 点：闵行校区法学院楼 104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冯德淦、雷槟硕 如何进入法律的世界：法学阅读、研究和写作

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3:30

地 点：闵行校区法学院楼 104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王欢欢 如何进行法经济学的思考?——基于两项最新研究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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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场

时间：2021 年 10 月 27 日（周三）13:30

地点：闵行校区法学院楼 104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柏浪涛 违法性认识的教义学分析

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学系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7 日（周三）13：00

地 点：闵行校区法商楼 425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吴越菲 数字时代社会工作的技术转向及其混合式服务传递

黄 超 差序责任：社会分层与流动视野下的行动伦理

曹思旸 在时间中栖居：一个古镇中的归属感体验与多元叙事

社会工作系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0 日（周日）9：00

地 点：闵行校区 5楼 525 室（拟）

报告形式：线上/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熊 琼 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失独家庭抗逆力探究

安秋玲 社会工作实践场域研究

何姗姗 医务社会工作介入婴幼儿家庭的实践与思考

林 茂 新时代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与面临的挑战 ——以上海学校社会工作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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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威 从集中供养到“供养集中”：农村敬老院的经营历程与启示

—— 基于对 4家农村敬老院的 5年追踪观察研究

人口研究所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30 日（周六）9：00

地 点：闵行校区

报告形式：（线上或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吴连霞 长江经济带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朱宝树：胡焕庸线视野下的我国人口与经济增长空间格局变化

高向东 ：中国民族人口分布变动与民族互嵌研究

民俗学研究所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3：00

地 点：闵行校区法商北楼 401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唐忠毛 “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从现象学到民俗学

中村贵 上海都市语境中的“日式”生活方式研究——以居酒屋为例

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11 月 3 日（周三）13：00

地 点：闵行校区法商北楼 401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田兆元 民俗学的谱系理论：建构与研究实践

李明洁 近现代汉学研究中的中国“纸神”——兼评海外集藏中国“纸神”原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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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场

时 间：2021 年 11 月 17 日（周三）13：00

地 点：闵行校区法商北楼 401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范长风 “骂社火”的反身性：宗族社会弊端的反思与改变

第 4场

时 间：2021 年 11 月 24 日（周三）13：00

地 点：闵行校区法商北楼 401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王均霞 女性如何讲述神话：刺绣、蜡染与黔东南地区苗族女性的神话叙事实践

徐赣丽 手工艺在今天意味着什么？

人类学研究所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9 月 15 日（周三）18：00

地 点：闵行校区法商北楼 411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马郁靖 嵌入式警务——中国基层公安的民族志研究

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9 月 29 日（周三）18：00

地 点：闵行校区法商北楼 411 室

报告形式：（线上和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姚雨萌 “计划生育”之后——女性的疼痛、苦痛与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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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8：00

地 点：闵行校区法商北楼 411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Lydie Bonnet 中国精神健康护理中身体和情感的概念

第 4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7 日（周三）18：00

地 点：闵行校区法商北楼 411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苏 婉 房屋之外——嘉绒藏区房名制度背后的政治逻辑与社会生活

外语学院

英语系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3：00

地 点：闵行校区外语楼 319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何 刚 Context and Language Understanding

陈晓晨 从七十年外语专业发展史看国别与区域研究

窦卫霖 从可接受性看中国当代特色话语对外翻译传播策略

施 琳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integrating language awareness into the

second language curriculum

罗 峰 西方古典学与我们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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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系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3：00-15：00

地 点：闵行校区外语楼 221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乔 颖 日语主题省略导致的翻译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

尹 松 吴红哲 尤海燕 唐权 陈凌虹 陈文佳 金晶日语系课程思政示范专业建

设实践与成效

德语系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4：00

地 点：闵行校区外语楼 333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姜 锋 “漫谈德意志“特殊道路”

俄语系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4：00

地 点：闵行校区外语楼 319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郑体武（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普希金的文学成

就及其文学史地位

大学英语教学部

时 间：2021 年 11 月 3 日（周三）13：00

地 点：闵行校区外语楼 333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戴朝晖 外语教学研究工具软件使用和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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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系

时 间：2021 年 11 月 17 日（周三）13：00

地 点：闵行校区外语学院楼 319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何敬业（华东师范大学退休教师、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 细节决定成败- 翻译

的甘苦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第 1场

时 间：9月 22 日 （星期三） 15:00

地 点：中北校区物理楼301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胡范铸 特大疫情防控中信息治理的观念重构与行动选择

（主持人：张虹倩）

第 2场

时 间：10 月 13 日（星期三）13:00

地 点：中北校区物理楼 301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毛尖 七十年共和国银幕怎么说爱你

（主持人：朱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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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9 日（周五）09：00

地 点：中山北路（闵行）校区俊秀楼 223 室小剧场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尹大志 神经灵活性脑图谱及其可塑性研究

高晓雪 Distinguishing neural correlates of context-dependent

advantageous- and disadvantageous-inequity aversion

梁一鸣 儿童创伤性失眠对创伤后应激症状的预测

黄楚中 人类海马系统皮层结构连通性研究

周晗昱 Audiovisual temporal integrat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early-onset schizophrenia and autism

胡 杨 情境依赖的道德决策及其认知神经基础

王一集 Executive function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children: 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studies

陈中廷 动作控制受到艾宾浩斯错觉的影响吗？ No and Yes

体育与健康学院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9 月 29 日（周三）8：30—9:30

地 点：体育与健康学院二楼报告厅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黄汉升 我国体育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杨 桦 新时代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王家宏 中国特色体育学科体系建构的分析研究

周爱光 新时代我国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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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万刚 体育产业发展

传播学院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3：00

地 点：腾讯会议（会议号；549 982 488； 无入会密码）

报告形式：线上

报告人、报告题目：

吴畅畅 精神机器中的麦克卢汉

甘莅豪 维基百科全书中的命名治理研究

陈红梅 现代性语境中的媒体社会责任

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3：00

地 点：闵行校区传播学院 212 报告厅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沈嘉熠 从体验到沉浸：表演的叙事性转变

第 3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3：00

地 点：腾讯会议

报告形式：（线上）

报告人、报告题目：

吴 明 脑地图：理解电影化表意机制的一种路径



36

第 4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3：00

地 点：闵行校区传播学院 212 报告厅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秦雪冰 从非人格性到媒介性：电商直播背景下广告观念的更新

第 5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4：00

地 点：闵行校区传播学院 212 报告厅

报告形式：线下

张驰 双循环背景下老字号品牌国际传播的困境与突围

第 6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5：00

地 点：闵行校区传播学院 212 报告厅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吕新雨 现代性、（新）革命史与“物质化”转向：传播传播学研究的“范式”

辨析

第 7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7 日（周三）13：00

地 点：闵行校区传播学院 212 报告厅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肖洋 知识与关系:图书社群知识服务的场域逻辑

第 8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7 日（周三）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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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点：闵行校区传播学院 212 报告厅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邓香莲 计量传播：社交媒体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以上海老

年人的微信和抖音使用为例

美术学院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2 日（周二）14：00-16：00

地 点：闵行校区美术学院 220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何志国 西南地区汉魏摇钱树

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3：00

地 点：闵行校区 220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李储会（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雕塑专业负责人，雕塑教研室主任） 以雕塑为

载体的创造力探究

第 3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3：00-14:30

地 点：闵行校区美术学院 220 室（暂定）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凌利中（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研究馆员） 中国古代书画的欣赏与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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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7 日（周三）13：00（暂定）

地 点：闵行校区美术学院 220 室（暂定）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黄彬（上海新闻出版学校党委书记、校长） 艺术与当代印刷技术的融合与发展

音乐学院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3：00

地 点：闵行校区音乐学院 350 教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谢承峯 在涅贵不淄，暧暧内含光—— 舒伯特钢琴作品解析与诠释

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13：00

地 点：闵行校区音乐学院 350 教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岳冰 迪士尼公主之歌

第 3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8 日（周四）10：00

地 点：闵行校区第二教学楼 H401 教室

报告形式：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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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刊 当代德国历史音乐学学术走向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5：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 A416 室

报告形式：线上+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余南平 大国博弈视角下的国家经济安全

汪诗明 人文交流与澳日关系发展

刘 军 关于区域与国别研究学科建设的思考

贝文力 中国在白俄罗斯的形象扫描

曲文轶 中俄在中亚市场的出口竞争研究——基于动态促进效应的实证分析

阎德学 美国亚太联盟管理困境评估

王海燕 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的形势与成效比较

臧术美 “地区一体化研究的跨学科方法尝试——以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实践探索

为例”

万青松 欧亚互联互通的实践、困难与前景

王 玏 欧洲央行数字货币能否强化欧元？--数字时代的欧洲一体化

门 镜 中欧关系的现状和前瞻

巴 思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BRICS countries

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9 月 24 日（周五）15：00。

地 点：闵行校区人文楼 5403 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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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李里（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如何“潜伏”：白区环境与中共地

下党的组织调适

主持人 满永

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4 日（周四）18：30。

地 点：闵行校区人文楼 5303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瞿骏 20 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在江南的传播

主持、评论人 沈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第 3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5 日（周五）15：00。

地 点：闵行校区人文楼 5403 会议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何志明（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国家干部”的诞生：工作队与 1950

年代初期新区基层干部的生成

主持人 满永

上海国际首席技术官学院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9 月 22 日（周三）09:00 至 10:00

地 点：紫竹国际教育园区 A2 楼 117 会议室；腾讯会议，ID：163 596 046

报告形式：线上线下相结合

报告人、报告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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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惟能（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Whitewater 分校助理教授） 社会比较效应、财富不

平等与资产杠杆——基于实验金融的发现

主持人 王剑榕

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09:00 至 10:00

地 点：紫竹国际教育园区 A2 楼 117 会议室；Zoom 会议，ID：85085437944，

密码：123456

报告形式：线上线下相结合

报告人、报告题目：

屠彦彬（美国宾州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学终身教授） 新冠疫情下

美国消费者行为的演变及其影响

主持人 马雪静

第 3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0:00 至 11:00

地 点：紫竹国际教育园区 A2 楼 117 会议室；Zoom 会议，ID：85085437944，

密码：123456

报告形式：线上线下相结合

报告人、报告题目：

Haizhi WANG（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斯图尔特商学院终身教授） 创新与创业：

理论与实践

主持人 王剑榕

第 4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9 日（周二）13:30 至 14:30

地 点：紫竹国际教育园区 A2 楼 117 会议室；腾讯会议，ID：931 143 638

报告形式：线上线下相结合

报告人、报告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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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怡夏（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研究员）The Effectiveness of Visual Metaphors in

Advertising 视觉比喻在广告中对传递产品属性的效果研究

主持人 王雪华

第 5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7 日（周三）13:30 至 14:30

地 点：紫竹国际教育园区 A2 楼 117 会议室；腾讯会议，ID：641 209 926

报告形式：线上线下相结合

报告人、报告题目：

唐贵瑶（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从初探、深入到前沿

主持人 王振源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城市发展研究院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地理馆 301 室

报告形式：线下与腾讯会议室线上同步直播

报告人、报告题目：

陆大道 中国城市群发展的过去、现状与未来

第 2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4 日（周四）9：00

地 点：中山北路校区地理馆 301 室

报告形式：线下与腾讯会议室线上同步直播

报告人、报告题目：

殷德生 “一带一路”倡议与包容性增长

孙斌栋 空间的力量：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绩效

王列辉 南海周边枢纽港功能演化与网络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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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直庆 政府经济预期目标管理与绿色技术创新：城市证据与中国经验

汪明峰 淘宝村增长的时空演变与可持续发展

滕堂伟 内外部合作创新网络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曹贤忠 跨界创新合作政策对区域创新网络构建的影响——以长三角 G60 科创走

廊为例

高向东 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变动及影响因素研究

叶 超 跨界治理的理论重构

何金廖 中国饮食的地理学解读——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

易臻真 劳动制度对社会协同创新能力的影响——以法国劳动法体系的嬗变为例

石庆玲 The Impact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rogram on Air Pollution:

Evidence from Shanghai

朱贻文 临时性集聚能否促进企业创新？来自中国汽车配件制造和酒店用品设计

展会的实证证据

宋艳姣 Does Climate Matter on the Settlement Choice? Evidence from

Elderly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罗 峰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路径研究——基于上海市公共卫生事件的社区应

对经验

朱妮娜 Optimum Spatial Scale of Regional Tourism Cooperation Based on

Spillover Effects in Tourism Flows

特约评议人 曾 刚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第 1场

时 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周三）13：00

地 点：闵行校区资环楼 539 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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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璨 人才争夺战背景下的高校毕业生流动

郭 琪 中国如何走向产品多样化和市场多元化？——演化视角的解读

胡 德 城市-区域化背景下中心城市与外围县（市）空间关系研究——以苏州

为例

申 悦 医疗资源可达性与居民就医行为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

杨浩然 Examining non-linear associations between built environments

around workplace and adults’ walking behavior in Shanghai, China

赵 欣 世界渔业中的我国南海渔业资源治理现状

图书馆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周三）8：30

地 点：闵行校区图书馆主楼五楼会议室

报告形式：线下

报告人、报告题目：

张静波 迈向优质知识服务时代——图书馆“十四五”发展趋势

陈枝清 “丽娃名师库”数字人文微探

陈 丹 疫情阶段高校图书馆空间开放政策研究

彭 霞 高校图书馆员科研合作意向影响因素研究

张 毅 数字特藏：资源同质化时代图书馆的发展趋势

成志强 馆际互借图书到馆预约机制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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