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大首页 | 加入收藏 |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师资队伍

教授

兼职教授

副教授

讲师

机关

当前位置： 首页» 师资队伍» 副教授 【副教授】

王亚莉

2022-01-13

研究方向

1. 中共党史党建

2.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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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领域

1. 革命根据地史

2. 八路军抗战史

3. 中国女性婚姻史

4.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

电子邮箱

wyl0205170@163.com

通讯地址

030006 太原小店区坞城路92号 山西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

王亚莉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简介

王亚莉，1982年1月生，陕西蓝田县人，山西大学历史学博士、副教授、马克思主义

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教研室主任、教师第四支部书记。曾任中北大学信息商务

学院思政课教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与革命根据地史，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

金项目1项、省级项目2项，发表学术论文17篇。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女性群体为研究对

象，以女性经验、经历与两性关系发展变化为研究主线，对根据地婚姻新政下女性的具体

生活实践进行了考察，研究内容关涉婚姻习俗调适、两性关系冲突、新婚姻家庭形态、妇

女组织机构、军婚保障机制、婚姻案件司法审理、女性英模建构、抗属形象塑造、女性社

会日常、妇女生育卫生、妇婴身心保健、婚姻关系中的女性财产权等诸多层面，并注重女

性自身对婚姻的切实体会和内在感受。

教育背景

2012.9—2016.7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专业博士生

2005.9—2008.6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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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9—2005.7 咸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历史学专业本科生

最高学位
2016.7 山西大学历史学博士

工作简历

2020.10—现在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

2020.9—现在 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副教授、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

2016.9—2020.8 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讲师、硕士生导师

2008.7—2012.8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思政课教师

部分学术兼职

山西省妇女研究会副会长

教授过的部分思政课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硕士生公共必修思政课）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硕士生公共必修思政课）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本科生公共必修思政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本科生公共必修思政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本科生公共必修思政课）

形势与政策（本科生公共必修政治理论课）

部分出版物

1.中共革命根据地女性婚姻问题研究
[1]《延安<解放日报>的女性意识传播及其形象塑造》，《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0年

第2期，第37-44页。
[2]《旧习俗与新观念：陕甘宁边区的婚俗“革命”》，《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19年

第4期，第76-85页。
[3]《抗战前后陕北的灾荒救济与人口变动》，《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

64-71页。
[4]《陕甘宁边区新女性的婚恋生活》，《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第205-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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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陕甘宁边区的抗属形象及其模范塑造》，《山西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47-56
页。

[6]《陕甘宁边区的妇女生育与妇婴保健问题》，《福建论坛》2016年第1期，第54-60
页。

[7]《1980年以来革命根据地女性婚姻研究述评》，《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
126-129页。

[8]《女性、婚姻与革命：陕甘宁及华北根据地女性婚姻问题研究》（合著），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2.中国历史文献研究
[9]《黑水城出土<至正二十四年整点站赤文卷>之职官探略》，《国学》第八集，巴蜀

书社2020年版，第264-277页。
[10]《北宋时期宋夏缘边弓箭手招置问题探析》，《西夏学》2018年第2期（总第17

辑），第296-309页。
[11]《黑水城出土元末<签补站户文卷>之“急递铺户”考证》,《西夏学》2015年第11

辑，第290-295页。
[12]《黑水城出土元代站赤文书中的若干问题》，《黑水城文献论集》，学苑出版社

2014年版，第76-92页。
[13]《元代亦集乃路“蒙古八站”考释》，《西夏学》2009年第4辑，第133-138页。
[14]《黑城出土元代签补站户文书F116：W543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3

期，第98-101页。
[15]《黑城文书所见元代两份整点站赤文书考释》，《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

1期，第27-32页。

[16]《党项西夏文献研究 词目索引 注释与异名对照》（编辑组主要成员），中华书局

2011年版。

课题研究
1.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山西沦陷区城镇居民生活研

究”（编号19YJC770049），2019年3月至2022年3月，在研。
2.主持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陕甘宁边区妇女婚姻生活研究”（编号

2018D005），2018年12月至2021年12月，在研。
3.主持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科研究一般项目“山西革命根据地女性婚姻问题研究”

（编号2017209），2017年12月至2019年12月，已结项。
4.参与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华北及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女性婚姻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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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坞城路92号山西大学

邮编：030006 电话：0351-7011244 Email：mkszyxy@sxu.edu.cn

（编号12AZS010），课题组第二参与人，2012年6月至2017年6月，已结项。
5.参与2016年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太行山与吕梁山抗战文献整理与研究”（编号：

16JZD035），课题组主要参与人，2016年11月至2019年11月，已结项。

奖励和荣誉

1.获2015年、2016年山西大学学业一等奖学金。

2.博士论文《陕甘宁边区妇女婚姻生活研究——从女性、婚姻与革命关系的视角考察》

获山西大学校级优秀博士论文。

3.博士论文《陕甘宁边区妇女婚姻生活研究——从女性、婚姻与革命关系的视角考察》

获中国妇女研究会第七届妇女/性别研究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二等奖。

Page 5 of 5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4/17http://marxism.sxu.edu.cn/szdw/fjs/66a8096f45ad4acd988672da7185c0c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