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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一．近年主要研究课题项目： 

1．主持200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龙河流域区域文化与族群关系研究”， 2008

年11月06日——2011年12月31日。 

2．主持2010年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武陵山区多元文化互动与族群关系研究”， 2010年—

2011年。 

3. 主持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农民工生计模式与身份认同研究——以乌

江流域四种规模城镇为例”， 2011年——2014年12月。  

4.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志•自贡灯会”，2010年——2012年。 

5.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志•春节（重庆卷）”， 2011年——2013年。 

6.主持共青团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规划研究课题，“进城务工青年群体生存模式与社会保障研究”， 

2008年——2010年。 

7. 主持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项目“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研究”，2009

年——2010年。 

8. 主持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音乐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教育互动研究”，2008

年——2010年。 

9. 主持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硕士研究生基础培训模式及其实现途径研

究”项目， 2010年——2012年。 

10. 主持云南大学“211工程”三期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2009年招标课题，“族群互动与文化生态的

建构（以重庆龙河流域为例）”，2009年——2011年。 

二．近三年学术论文： 

1、《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对策》，发表于《西南大学学报》，2008年9月第5期； 

2、《音乐人类学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表于《民族艺术》，2009年第1期，此文已被2009年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摘； 

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民间艺术及其传承》，发表于《民族艺术》，独撰，2011年第4期，此

文已被《新华文摘》2012年第3期全文转载； 

4、《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演化及其反思》，发表于《民族艺术》，第一作者，2011年第1

期，此文已被《新华文摘》2011年第11期论点摘编； 

5、《重庆苗族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发表于《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4期； 

6、《彭水土家族摆手舞探究》，发表于《四川戏剧》2010年第3期； 

7、《音乐人类学的文化视野》，发表于《艺术百家》,2009年6期； 

8、《返璞归真之美：论民间艺术的人文价值与社会意义》，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 2012年第6期； 

9、《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大学文化与艺术教育》发表于《民族教育研究》，2010年第1期； 

10、《城市化进程中的宗族变迁——以深圳龙西客家社区为例》，发表于《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2



期； 

11、《流动的家园：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1

期，第二作者； 

12、《城市民族事务部门”安全阀”定位研究》发表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2期 ,第一作者，

此文已被人大复印资料2010年第4期转载； 

13、《置身化外：清前期湘黔边界苗疆民众生活的人类学分析》，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2

期； 

14、《寻求“无讼”的社会生活：以渝东南的人民调解为个案》，发表于《华人应用人类学学刊》，2012

年6月，第一期第一卷。 

15、《基于互联网的人类学资源共享与学科发展——以”人类学在线”网站的建设为例》，发表于《中山

大学学报论丛》，2007年第2期； 

16、《基于Web2.0的学术传播与互动——以”人类学在线”网站个案》发表于 《电化教育研究》，2009

年12期； 

17、《基于网络的人类学田野实习支持平台设计研究》，发表于《电化教育研究》，2010年第12期。  

18、《基于项目的信息技术与人类学课程整合教学模式构建研究》；《电化教育研究》；2012年第7期。 

近期研究工作：
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农民工生计模式与身份认同研究——以乌江流域四种

规模城镇为例”， 田野调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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