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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资料

渠长根

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浙江省“151人才工程”梯队成员，浙江省中青年学科

带头人，校级教学名师。

1982.09~1986.06     郑州大学政治系政治理论专业/本科

1991.09~1994.06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

2000.09~2003.06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

2004.08~至今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任教

其他学术、社会兼职：

     浙江省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

省中学历史与社会教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中共党

史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高师培训中心访问学者指导教师，浙江省图书馆客座教授等。

主讲课程

l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等

l        博士生：《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l        本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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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关系（中日韩）讲座》和《西湖文化漫谈》等

主要研究方向

l        方向1：思想政治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l        方向2：东亚关系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

获奖情况

1.成人高校课堂教学最佳化调控问题研究（项目），省优秀教学成果奖，第1，1999年。

2.自我教育论（专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第2，2002年。

3.功罪千秋——花园口事件研究（专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第1，2004

年。

4．潜在课程与农林院校人才成长问题研究（项目），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第2，2004

年。

5．省优秀青年教师，省教育厅、省总工会、团省委，2004年。

6．我心目中的好老师，浙江理工大学，2007年、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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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浙江理工大学校级教学名师，2009年。

8．大学生挑战杯省级二等奖，2009年。

9．日本侵华思想理论探源（专著），省高校科研成果奖三等奖，2009年。

10.浙江航空史志（专著），省高校科研成果奖三等奖，2010年。

科研项目

1．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传统人格思想与邓小平人格思想研究，0.5万，

1998.10~1999.10，排名1。

2.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 我 省 红 色 旅 游 资 源 开 发 战 略 研 究 ， 0.8 万 ，

2004.10~2006.10，排名1 。

3．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我省人才流动法制化管理问题研究，0.5万，2003.05~2004.05，

排名1。

4．省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抗日战争与日本侵华思想研究，2万，

2002.01~2004.01，排名1。

5．省社科普及项目，笕桥中央航校史话，0.4万，2006.05~2007.05，排名1。

6．省文化工程项目，浙江航空史，2万，2007.07~2009.07，排名1。

7．省级精品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5万，2009.10~2013.10，排名1。

8．国家精品课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10万，

2006.10~2011.10，排名1。

9.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精彩多媒体课件”，4万，2010.3~2012.2，排名1。

10.杭州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民国杭州研究专项），民国杭州航空史，1.5万，

2010~2011，排名1。

发表论文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德育为经济建设的历史回顾，思想·理论·教育1994.8。

2.唐代传统婚姻道德裂变溯源，社会科学1994.4。

3.大学生租房心态剖析，学校思想教育1995.3。

4.论“德主刑辅”及其影响，求是学刊1997.3。

5.论孟子的自我教育思想，教育探索1997.3。

6.贫困生扶助应立法，中国改革1998.2。

7.论自我教育与人的需要理论，中州学刊1997增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思想政治教育》

(1998.3)全文复印转载。

8.人格学说：心理学与人生哲学之比较研究，探索1999.6。

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研究的新视角：文本及其叙述模式研究，教学与研究2007.2，

人大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2007.5。

10.《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文本传播30年，思想理论教育2008.11。

11.思想政治教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

经验的另一视角，学习论坛2009.4。

12.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思想政治理论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思想理论教育2010.3。

人大复印资料《思想政治教育》2010.5全文复印转载。 

13.标语口号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实现形式，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1.3. 26．

1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文本类型及其传播策略，学习论坛2012.5.

（二）抗日战争与东亚关系研究

1．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心理路程，青海师专学报2002.3。 

2. 阻敌自卫，功过任评说——1938年花园口事件研究概览，军事历史研究2003.2。人大复

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3.10)全文复印转载。

3.谁最先公布了1938年花园口决堤的消息，民国档案2003.2。

4.1938年花园口决堤因素分析，中州学刊2003.3。

5.花园口事件真相披露经过，百年潮2003.5。《香港商报》2003-5-8～14连载。

6.筑堤阻敌，以黄制敌——论1938-1945年间中国在黄泛区的抗战策略，军事历史研究

2004.3。

7.1938年花园口决堤的决策过程述论，江海学刊2005.3。光明日报2005-6-14论点摘要。

8．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黄泛区的资源整合与国家调度——以豫东地区为例，军事历史研究

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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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教育系统与管理制度述略，军事历史研究2010.1。

10.南京政府时期浙江防空事业发展概要，军事历史研究2011.1。

11.近代天皇制：日本发动对外战争的罪魁，南都学坛2002.3。

12.战后日本政府战争史观右倾化及原因论析，郑州大学学报2002.3。 

13.冈村宁次的侵华思想述略，天中学刊 2002.3。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2.9）全文

复印转载。

14.清理日本侵华思想——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的另一重要内容，河南社会科学2005.4。

15.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原因透视，国际观察2001.4。

16.论19世纪后半叶日本对华政策渐变的思想根源，江海学刊2006.6。

17.东亚关系需坦诚，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7-29，第16版。

专著教材

1.司法道德教程，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教材，副主编。

2．形势与政策，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版，教材，主编。

3.自我教育论，气象出版社1998年版，专著。

4．功罪千秋——花园口事件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专著。

5．日本侵华思想理论探源，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专著。

6.笕桥中央航空史话，言实出版社2009年版，专著。

7.浙江航空史志，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专著。

8．伟大的历程，辉煌的成就——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文集，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若干问题研究，文集，主编，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

10．发现的魅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优秀成果撷英（2009），文集，主编，线装书局

2010年版。

联系方式

l        通讯地址：杭州市下沙高教西区2号大街5号（310018）
l        Email: zzgen998@sina.com
l        手机：0571-85511112（小灵通）

l        Tel:0571-86843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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