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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峰，男， 1956 年 12 月生，法学博士，民族学教授，藏学研究员，南开大学中

外政治制度专业博士生导师，青海民族大学中外政治制度专业硕士生首席导师，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出版《格萨尔与藏族部落》、《藏族生态文化》、《藏族部落制度

研究》等学术著作 4 部。在《政治学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藏学》

等刊物上发表《五世达赖喇嘛“十三法”探析》、《古代藏族军事理论研究》、《论吐

蕃法律的渊源、形式和立法原则》等学术论文 60 余篇。获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二

等奖一项，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一项，青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

等奖一项、二等奖三项，三等奖二项。许多成果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其中《古代藏族

军事理论研究》被誉为“藏族军事理论研究处女地上的拓荒者”，《十世班禅大师的爱

国思想》一文获 1995 年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中国藏族宗

教信仰与人权》一文被《中国对外新闻》、《欧洲时报》等十数家海内外报刊转载和评

论，并获得 1999 年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主持完成国家社科

基金研究项目二项，现在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教育部研究课题一项，国际合作

项目一项。 

      

    周忠瑜，1981年12月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政治系，1999年晋升为教授。2002年被

聘为青海民族学院准学科带头人，2006 年获得青海省优秀教师称号，同年成为享受国

务院政府津贴专家。 

    几十年来先后在《中共党史研究》、《甘肃社会科学》等全国十多个学术刊物上发表 

60 余篇论文，其中 8 篇论文被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等全文复印。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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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出版学术专著6部，它们是：《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西路军问题研究》、

《李大钊宪政思想与近代中国社会》、《 < 天坛宪草 > 始末》、《中国少数民族权利

保障研究》、《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影响》等。现在正在承担国

家级课题一项，教育部课题一项。三项成果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杨虎德，男，1962 年11月生人，青海大通县人，土族，中共党员。历史学

学士，民族史硕士，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青海省教学名师。民族理

论与政策国家级精品课建设主持人，国家资源共享课建设主持人。民族理论与

政策省级团队负责人。现为青海民族大学政治学院院长。兼任中国土族研究会

理事，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理论学会民族关系专业委员会

常务理事。多次评为青海省政治理论课优秀教师。在《科学社会主义》、《黑

龙江民族研究丛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等刊

物，发表《关于宗教与社会主义协调问题》、《前苏联民族政策的经验教训及

对我国的警示》、《清代民族政策及其历史作用》等学术论文 40 余篇。出版

了《西北世居民族伦理思想研究》、《青海藏区社会稳定研究》、《马克思主

义民族理论研究》、《中国民族理论十讲》、《青海民族工作的实践与讨

论》、《文化多样性与世界发展》、《中国政治思想大辞典》等著作7部。主

持完成《青海藏族自治地区社会稳定研究》、《国家认同与青海藏区社会稳定

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2项，国家民委规划研究课题《青海民族工作

的实践与理论研究》1项。主持民族理论教学研究国家项目3项。中央财政支

持地方高校科研项目3项。曾多次获青海省高校教师教学竞赛优秀奖，获青海

省高校小岛奖，全国民族理论教学观摩教学竞赛一等奖。获青海省高校教学优

秀成果一等奖2项。 

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政策、民族政治学。   

 

    

    星全成，男，土族，青海互助县人，1958年出生，1978年考入青海民族学院少语系

藏语文专业学习，1981年毕业，留校从事学术研究和编辑工作。2003年取得研究员职

称。现任《青海民族学院学报》主编，编辑部副主任。中外政治制度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社会兼职有：青海省第九、十届政协委员，民盟青海省委常委、教育委员会主任、

民盟青海民族学院支部主委、青海省土族研究会、青海省藏学会理事。先后在省内外学

术期刊发表《藏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关于藏族相地理论及其实践》）等论文近

100篇。出版专（合）著10余部。（《藏族社会制度研究》（合著）2000年由青海民

族出版社出版；《藏族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独著）2002年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

版；《藏族部落习惯法通论》（合著）2002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土族风情》

（独著）2001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藏族格言文化鉴赏》（合著）2002年由青

海民族出版社出版；《藏族绘画艺术概论》（合译）2002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与清朝治理蒙藏方略》（合著，2009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

版）；《藏族文化衍论》（独著，2009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主持并参与完成

国家级科研课题《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与清朝治理蒙藏方略》、《藏族生态文化论》、

《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藏传佛教文化圈与教育现代化》等4项，主持并

完成省级课题《藏族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等2项。多项成果获各种奖励。其中：《藏

族部落习惯法通论》（合著）获2003年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藏族

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独著）获2003年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藏

族社会制度研究》（合著）获2003年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藏族格

言文化鉴赏》（合著）获2006年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神秘的热贡

文化》（合著）获2006年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青海藏族部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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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集》（合著）获2000年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也谈土族是否有

神话的问题》（论文）获1995年青海省庆祝建国35周年文艺作品优秀成果奖。《藏族

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有效途径》等两篇论文分别获1996年和2000年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鼓励奖。在2009年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藏族生态文化》

（合作）获二等奖。 2007年获全国首届民族系统学报优秀主编称号。 2007年获全国

新闻出版业领军人才称号。 

 

 

    李加才旦，男，藏族， 1965年12月出生于青海省循化县道帏乡，中共党员。1986

年7月毕业于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藏语言文学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2004年6月毕业

于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为

青海民族大学政治学院教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方向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

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问题研究。承担硕士研究生的《经典著作选读》、《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专题研究》等课程的讲授。曾在《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

学战线》、《青海民族大学学报》、《青海民族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国民党对日政策

的两次转变》、《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宗教理论述要 》等学术论文20余篇。多篇论文

曾在各种学术研讨会上获奖。出版合著《 联共党的影响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曲折

发展》一部。曾参与国家级课题《青海藏族自治地区社会稳定研究》项目的研究工作，

主持校级课题《“两课”教学改革与实践》1项。 

 

    马存芳：女，回族，1970生，教育学教授，省级中青年骨干教师。1992 年陕西师范

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本科毕业，2002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课程论硕士学位。工

作以来，主要承担 公共必修课《教育学》、《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团体心

理辅导》等课程的教学，并在多次教学竞赛中获得奖项。2008 年主持完成国家民委下

达的《西宁市低收入群体身心症状及心理自助能力培养研究》课题；2009年度主持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文化和谐与青藏高原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研究》；2006

年完成一项校级课题，并获得小岛教师奖励金；近年来先后在《青年研究》等刊物发表

论文 10 余篇。 

 

    童成乾教授，心理学与教育学教研室主任。先后发表《班级讨论会导致学生的心理疼

痛》、《古人奇妙的心理治疗术》、《心理障碍：案例与干预》等10余篇论文，其中，

《素质教育要促进学生的个性和谐发展》，获青海省第5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主持

校级课题1项；参与青海省社科规划办课题1项。2002 年获得青海省小岛奖励金。  

 

    张军教授，硕士，省级教学骨干 。先后发表《高海拔地区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分

析》、《青海大学生创造性思维及其相关因素研究》、《藏族大学生自我意识初探》、

《关于新时期青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教育相结合》、

《大学生个性特征与心理健康相关分析》等 10 余篇论文。 主持国家社科项目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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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金霞教授 ，社会工作教研室主任，先后发表《我国城镇居民贫困状况分析》、

《西部开发中的民族问题》、《做好新形式下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西部少数

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探析》、《浅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西部地区教育与

发展探讨》、《对青海省农民增收问题的探讨》等多篇论文。1999 年被评为校级“优

秀班主任”；2000 年被评为校级“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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