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兵，男，安徽歙县⼈，⻩⼭学院⻢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市政协委员。1991年
本科毕业于华东政法⼤学法律系，2007年获安徽⼤学法律硕⼠学位，⻓期从事法学类课程
和思政课的教学研究⼯作，现为安徽省法学会理事，安徽省法学法律专家库成员，安徽省
仲裁专家库成员，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中⼼维权援助专家库专家，⻩⼭市法学会⾸席法律
咨询专家，⻩⼭市宪法与⾏政法学研究会副会⻓，⻩⼭市⺠商法学研究会副会⻓，⻩⼭市
⼈⺠政府法律顾问，⻩⼭学院法律顾问，⻩⼭市政府⾏政⽴法和重⼤决策咨询论证专家库
专家，⻩⼭市重⼤决策社会稳定⻛险评估专家库成员，⻩⼭市⾏政复议咨询委员会委员，
⻩⼭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教科研项⽬】
1、.安徽省⾼校⼈⽂社科重点项⽬：徽州传统⼿⼯技艺类⾮物质⽂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

研究（SK2018A0373）；主持，已结项；
2、.安徽省⾼校科学研究重点项⽬（哲学社会科学）（2022AH051930）；参与，在研；
3、教育部⾼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23JDSZK047）；参与，在研；
4、安徽省教育厅教育教学研究项⽬：⾼校教学管理中的法律问题研究（2013jyxm219）；

主持，已结项；
5、安徽省教育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项⽬：⺠法典时代⼤学⽣法治思维能⼒提升

研究 ——基于地⽅应⽤型本科⾼校思政课实践教学视⻆（2021szjyxm102）；主持，在研。
【主要论著】
1、《舆论监督与名誉权保护》（《中国律师》2005.7期）；
2、《舆论监督权与公务员名誉权的冲突与协调》（《中国律师》2006.10期）；
3、《⾏政处罚⾃由裁量权的⾏使与控制》 （《佳⽊斯⼤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6期）；
4、《有限公司归⼊权⾏使实务探讨 》（《云南社会科学》，2012.1期）；
5、《校纪“亮剑”遇上法律 尴尬怎么破》 （《中国教育报-⾼等教育周刊》2016.11.28）；
6、《徽州传统⼿⼯技艺类⾮物质⽂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路径》 （《⾩阳师范⼤学学

报》2022.1期）；
7、《践⾏习近平法治思想 充分彰显⺠法典在⾼校思政育⼈中的功效》 （《⻩⼭学院

学报》2023.4期）；
8、《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建设》（《安徽⽇报理论版》2023.8.29）；
9、《在全社会⼤⼒弘扬创造精神》（《光明⽇报》，2023.9.1）。
【主要获奖情况】
先后获第四届中国律师论坛优秀论⽂奖、⻩⼭学院第三、第五届教学优秀奖、⻩⼭仲

裁委员会“第五届优秀仲裁员”、2021年度“⻩⼭市⼗⼤法治⼈物”、⻩⼭学院先进个⼈等荣
誉。



冯剑辉，男，1971年 1⽉出⽣，教授，⼭东⼤学历史学博⼠。
【学习经历】
1989年 9⽉～1993年 6⽉徐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本科。
1993年 9⽉～1996年 6⽉陕⻄师范⼤学政治经济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研究⽣。
2005年 9⽉～2008年 6⽉⼭东⼤学历史⽂化学院中国近代史专业博⼠研究⽣
2010年 3⽉～2013年 3⽉复旦⼤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学博⼠后。
【研究⽅向】中国近代史、徽学。
【讲授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教科研项⽬】
1.安徽省社科规划项⽬（AHSKY2016D143）：徽州稀⻅村落⽂献整理与研究。
2.国家社科基⾦⼀般项⽬（17BZS03）：稀⻅徽州宗族⽂献整理与研究。
3.安徽省⾼等教育振兴计划思想政治教育综合改⾰计划⽴项建设项⽬（项⽬编号 Sz

zgjh1-1-2017-19）：冯剑辉名师⼯作室。
【主要论著】
1.《曾国藩“纵兵⼤掠”徽州考辨——兼论徽州咸同兵燹》（《安徽⼤学学报》2007年

第 2期）
2.《徽州宗族历史的建构与冲突——以⻩墩叙事为中⼼》（《安徽史学》2007年第 4

期）
3.《⼆程家族与徽州关系考》（《史学⽉刊》2011年第 3期）
4.《宋代以来徽州⽂化象征的塑造——以程朱阙⾥的建构为中⼼》（《安徽史学》201

2年第 2期）
5.《明代中期徽州盐商个案研究——《尚贤公分书》剖析》（《中国史研究》2012年

第 3期）
6.《明代徽州家谱中的嫡庶之争——《珰溪⾦⽒家谱补戚篇》解读》（《安徽史学》2

013年第 5期）
7.《清⾼宗⽣⺟改姓考》（《清史研究》2013年第 4期）
8.《明代徽州“义男”新探——以嘉靖祁⻔主仆互控案为中⼼》，（《安徽⼤学学报》2

014年第 4期）
9.《明代京师富户之役考论——以徽州⽂献为中⼼》《史学⽉刊》2015年第 1期
10.《<新安⽂献志续编>考》（《⽂献》2016年第 5期）
11.《宋代户帖的个案研究》（《安徽史学》2018年第 3期）
【主要获奖情况】⻩⼭学院 2010-2011年度师德标兵，时间：2011年 12⽉



孙海霞，安徽⻩⼭市⼈，中共党员，教授，哲学博⼠，研究⽅向美德伦理学、传统
伦理与公⺠道德建设。
【学习经历】
1993.9-1997.7安庆师范学院政教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2000.9-2003.7华东师

范⼤学哲学系伦理学专业硕⼠研究⽣；
2009.9-2014.7南京师范⼤学哲学系伦理学专业博⼠研究⽣；2018.9-2019.6武汉⼤

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国内访问学者。
【⼯作经历】
1997.9-1998.7歙县⻓陔中学“⽀教”；1998.9-2000.7⻩⼭市屯溪五中任教；2003.8-

⾄今 ⻩⼭学院任教；2022.1-2022.12 在安徽省歙县中学挂职副校⻓⼀年
【讲授课程】《⻢克思主义伦理学》《思想道德与法治》《⻢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主持教科研项⽬】
1.安徽省社科规划⼀般项⽬（AHSK11-12D300）：雷锋精神阐释视域中的道德⽂化变

迁；
2.安徽省振兴计划社会主义核⼼价值观名师⼯作室项⽬（Szzgjh1-1-2016-21）：⼤

学⽣公⺠品格培育⼯作室；
3.安徽省⾼校优秀⻘年⼈才⽀持计划重点项⽬：道德⼈格的现代转型——唐君毅成

德思想研究；
4.教育部⾼校思政课教师研究专项⼀般项⽬（23JDSZK047）：⾼校思政课劳动价值

观教育整体性教学建构研究。
【代表性论著】
1.《传统诚信的现代转型》[J]，《江淮论坛》2003（6）.
2.《休谟“旁观者”的同情理论探微》[J]，《中南⼤学学报（社科版）》2011（3）.
3.《⾃由存在者：⿊格尔⼈格思想探究》[J]，《道德与⽂明》2011（2）.
4.《从道德勇⽓看道德冷漠现象》[J]，《河北学刊》2015（1）.
5.《改⾰开放以来雷锋精神的道德价值阐释》[J]，《思想理论教育》2017(5).
6.《唐君毅道德⼈格思想研究》[M]，安徽师范⼤学出版社，2019年 1⽉版.
7.《“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物案例精选集》[M],安徽师范⼤学出版社，2019

年 9⽉版.
【主要获奖情况】
2009年，⻩⼭学院第⼆届⻘年教师基本功⼤赛⼀等奖；2010年，获评“省级教坛新

秀”；2018年，⻩⼭学院第⼗届教学优秀奖⼀等奖；2019年，安徽省第三届“超星杯”智
慧教学⼤赛⼆等奖；2020年，安徽省 “停课不停学”在线教学优秀案例⼆等奖；2014、
2021年，获评“安徽省教育系统师德先进个⼈”；2018年，荣获⻩⼭学院⾸届“⼤学⽣⼼
⽬中最美教师”称号；2020年，⼊选安徽省⾼校卓越教学新秀⻛采展示活动。



吴云峰，男，1981年出⽣，安徽歙县⼈，中共党员，⻩⼭学院⻢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担任安徽省党史学会理事、省⾼校思政课教指委委员、盐城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安徽⼯

程⼤学硕导等职务。博⼠毕业于南京师范⼤学，曾以访问学者身份赴南开⼤学从事合作

研究。讲授《中共党史》、《⽑泽东思想和中国特⾊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等课程。主持教育部⼈⽂社科项⽬、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安徽省

学科（专业）拔尖⼈才项⽬等省部级课题 6项。在《党的⽂献》、《⼈⺠⾳乐》、《安徽史

学》、《福建论坛》、《中国农史》、《军事历史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等有影响⼒

期刊发表学术论⽂ 70篇，多篇论⽂被《新华⽂摘》（论点摘编）栏⽬转载。出版《华中

⾰命根据地婚姻习俗变迁》等专著 2部。⼊选⻩⼭学院学术⻣⼲、学术和技术带头⼈（后

备）。获安徽省第⼗七届社科学术年会论⽂⼆等奖、安徽省社科联“三项课题”研究活动

获奖成果三等奖等奖项。获评⻩⼭学院优秀共产党员和⻩⼭学院第四届“⼤学⽣⼼⽬中

最美教师”等荣誉称号。



⻢勇⻁，男，1962年出⽣，回族。⻩⼭学院⻢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兼

任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物质遗产研究中

⼼主任等职。

【讲授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等。

【主要论著】

1.《近代徽州布商研究》等学术专著⼆部

2.《中共党史》等⾼校教材 2部（主编和副主编）。

3.在《近代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华东师范⼤学学报》（教育版）、《中国

社会经济史研究》等国内知名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近 20篇，研究成果相继被《中国

社会科学⽂摘》、⼈⼤复印资料《经济史》、《历史学》等转载。

【教科研项⽬】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项⽬、教育部⼈⽂社会科学规划项⽬、安徽省⾼校拔尖⼈才

重点项⽬、安徽省社科规划项⽬和安徽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等研究。主持《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精品课程建设。

【主要获奖情况】

先后获得 2009—2010年安徽省社会科学⽂学艺术出版奖社科类论⽂⼆等奖、安徽

省学术和学科带头⼈、安徽省⾼校教学名师、安徽省⾼校思政课教师 2017年度影响⼒⼈

物候选⼈，以及⻩⼭学院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个⼈、教学优秀奖等荣誉和称号。



韩宁平，⼥，1963年 1⽉出⽣，⽆党派， 教授，1984年毕业于武汉⼤学历史系中
国史专业，学⼠。
【学习经历】
1980.9-1984.6武汉⼤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本科
1991.9-1992.6复旦⼤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助教班

2005.9- 2006.6北京⼤学历史系访问学者
【研究⽅向】中国历史与⽂化，徽学
【讲授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国⽂化史》、《中国历史与⽂化》、《中国史》、

《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与选读》、《史学概论》、《明清史专题》、《中国史专题》、《徽州⽂化
⼗⼆讲等》
【教科研项⽬】
1.省教育厅重点项⽬：⼆⼗世纪前期徽州妇⼥⼝述史，2007sk310zd。
2.校教研项⽬：⽥野调查与《中国⽂化史》教学与研究。
【著作】
1.《中国徽州⽂书⺠国编》第⼀辑第三卷，清华⼤学出版社
2.《中国徽州⽂书⺠国编》第⼆辑第三卷，合肥⼯业⼤学出版社
【论⽂】
1.《20世纪徽州农村的妇⼥调查》（⽇本早稻⽥⼤学《⼈⽂社会科学研究》第 47

号）
2.《清代徽州的拟⾎亲承继――以《星源甲道张⽒宗谱》为中⼼》（《⻩⼭学院学报》

2007年第 4期）
3.《农⺠的妻⼦：20世纪前期徽州妇⼥⼝述史之⼀》（《⻩⼭学院学报》2008年第

2期）
4.《道德缺失与世⻛拯救：以⽺祜为视点》（《⻩⼭学院学报》，2009年第 6期）
5.《⼥裁缝：世纪前期徽州妇⼥⼝述史之四》（《⻩⼭学院学报》，2010年第 1期）
【获奖经历】⻩⼭学院第⼆届中、⻘年教师课堂教学⼤奖赛⼀等奖。



曾⼩保，⽣于 1963年 7⽉，本科学历、硕⼠学位、中共党员，1986年 7⽉参加⼯

作，教授。

【教科研项⽬】

1.主持省重⼤教学改⾰研究项⽬：“⾏知课堂”：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育⼈”有效路径

探索（在研）

2.参与省重⼤教学改⾰研究项⽬：弘扬⻩⼭精神，探索⼤学⽣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

新——以⻩⼭学院为例（主要参与者，以优秀结题）

3.主持省⾼等教育振兴计划思想政治教育综合改⾰计划建设项⽬：⻩⼭学院⼤学⽣

⽹络思政教育平台

4.主持省社科规划项⽬《移⺠与徽州社会变迁》（已结题）

5.参与省领导圈定课题“徽⽂化成因及其现代意义”并已结题

6.副主编省规划教材《徽州⽂化⼗⼆讲》

7.参编《徽州学概论》

8.参编《天上⼈间——徽州⼗⼤流派》

!主要论著"

1.《秦汉时期中原⽂明在徽州的渗透》（《蚌埠学院学报》）

2.《“四显三化”: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有效路径选择》（《⾩阳师范学院学

报》）

3.《弘扬⻩⼭精神,创新⼤学⽣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以⻩⼭学院为例》（《⻩⼭学院

学报》）

4.《⽂化创新与传统⽂化》（《⻩⼭学院学报》）

5.《切实加强⼤学⽣思想政治教育—由朱熹书院理念说起》（《⻩⼭学院学报》)；

6.《新安理学的当代价值》（《徽州学研究》第⼀卷）；

7.《徽州⽂化在⻩⼭学院校园⽂化建设中的应⽤之我⻅》（《徽州学研究》第四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