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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艺术教研室

一、个人简介

张连伟，男，汉族，山东聊城人，北京林业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95

年至1999年在山东聊城师范学院政治系学习，获法学学士学位。1999年至

200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学习，先后获中国哲学硕

士、博士学位。2005年7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

作。2007年7月进入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工作，2017年10月至

2018年7月赴美国杜克大学访学。

 

二、研究领域

中国哲学、林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

三、教学工作

1.主讲课程：

http://marxism.bjfu.edu.cn/szdw/jsjj/wxyzjys/index.html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国哲学、东方哲学、环境与历史

2.教学成果：

（1）2011.6，北京市高教学会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课程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

（2）2011.9，第五届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基本功比赛二等

奖；

（3）2015.7，北京林业大学2014-2015年度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教

师；

（4）2017.3，2015-2016年度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优秀科研成果奖

论文类三等奖。

四、科研工作

1.科研项目

（1）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中国森林典籍志书资料整编”子课题

“中国森林资源与生态资料整编”（2014-2018） ；



（2）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以来永定河流域生态环境变迁研究

（2016-2019）；

（3）北京林业大学科技创新计划项目：中国森林生态史（2014-

2015）；

（4）北京林业大学青年中长期研究项目：中国林业史研究（2015-

2020）。

2.科研成果

（1）学术著作

专著《〈管子〉哲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12月。

主编《中华大典&middot;林业典&middot;森林资源与生态分典》，凤凰

出版社，2014年12月。

副主编《中华大典&middot;林业典&middot;林业思想与文化分典》，凤

凰出版社，2014年12月。

合著《中国古代林业文献选读》，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10月。

参编《中国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2017年12月。

（2）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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