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成果 

主讲教师论著： 

  陈华文： 

  专著： 

  1．《民俗文化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2.《文化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3．《文化学概论新编》，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9年。 

  论文： 

  1．《形式变化与观念守恒》，《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 

  2．《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广西民大学报》2007年第

1期。 

  3．《民国初期的社会变革与民俗文化的改造》，《浙江社会科学》

2007年第6期。 

  4．《细节变异与地方认同：年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文化遗

产》2007年第1期（创刊号）。 

  5．《论浙江民俗的演变轨迹及其特点》，《民俗研究》2008年第2

期。 

 

  王巨山：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辨析——对原真性原则和整体性原则

的再认识》，《社会科学辑刊》，2008.3。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及其保护再认识》，《社会科学辑

刊》，2006.5。 

  3.《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4.《 “物”与“非物”之辩——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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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文化艺术研究》，2008.3。 

  5.《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

报》，2009.1。 

 

  衣晓龙： 

  1.《浮世艳影——略论日本浮世绘美人画》，（日）《非文字资料

研究》，2007年12期。 

  2.《对震后北川羌族自治县禹羌文化保护开发的思考与对策》，

《西北民族研究》（中文核心期刊），2008年4期。 

  3.《民间信仰研究的现状及走向思考》，《西北民族研究》，2009

年2期。 

  4.《久被忽视的民间智慧——由谚语看民间智慧如何应对灾难》，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集刊》，学苑出版社，2009年6月。 

 

 

  林敏霞： 

  1．《1768年妖术大恐慌中的“他者”》，《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7.2。 

  2．《平话人素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著作，第

二作者） 

  3．《民族主义研究的话语转向——谈杜赞奇的民族主义研究》，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4．《在〈叫魂〉中找寻发辫的历史》，《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

第2期。 

  5．《对<雪球>“族群”理论运用的商榷》，《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

版）》，2005年第5期。 

 

同行评价： 

陈华文教授的课在学生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和良好的口碑。陈教授有

着深厚的学术功力，但又能用平白的话语将深奥的学术道理讲出，听者

如沐春风。这是相当不易的。因此，陈华文教授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的

课是精品中的精品。 

——陈勤建（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

授，博导） 

 

 

陈华文教授著述等身，学术成果斐然，广受国内外同行认可及好

评。陈教授言谈风趣，博闻强识，授课内容兼顾知识性、趣味性，逻辑

性强，深受学生喜爱。                           

——郑土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学生测评 



  文化民俗课深受学生喜爱，根据历年来教学系统评分上的学生打
分，平均分在95分，排在学院前列。 

浙江师范大学 民俗文化学 教研组 2009-2010 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