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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简介

 

   徐敏，女，江苏苏州人，1974年5月生，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学批评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99年毕业于华中师

范学院文艺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200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文艺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2002年5月进入文学院文艺学教研

室，从事文学批评学、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2004年7月晋升副教授。

研究方向：

　　文学批评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二、主要学术成果

（一）论文：

《网络空间与女性亚文化》，收入《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

《日常生活视野下女性真实生命体验的缺失》，收入《“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

《国家精品课程〈文学批评〉的网络建设探索》（第二作者），《中国大学教学》，2009年3期

《那棵神奇的梅子》，《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第3期

《为大众文艺减负增能》，《文艺报》2003、1.23

《日本文化对周作人女性思想的影响（下）》《日本学学刊》2002 年第1期

《创造性回应的中介——魏晋玄学和佛学对〈文心雕龙〉思维方式的影响》，《株洲教院学报》2001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2001

年第8期转载

《论日本文化对周作人女性思想的影响》，《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

《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的中国语境论文》，《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

《从对话理论看周作人女性思想》，《华中师大学报》2001年第3期

《转折与升级：迈向创作和评论的新境界》，《文艺报》2001.4.14

《在宏大叙事的裂隙间：一种特殊的女性写作》《长江文艺》2001 年第2期

《转折与生机：迈向创作和评论的新境界》《文艺报》2001．4．14

《走不出的“废园”——王静怡创作论》《文艺报》1999．2．6

《挖掘生命的源流——访石油作家余述平》《文艺报》1998．10．17

《花非花：传媒广告中的女性形象设计》《通俗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收入《二十世纪欧美文论名著博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月

（二）著作：

 参与编写《自由的境界——素质教育课堂教学艺术》、《当代高科技扫描》、《21世纪名师之路》，中国少儿出版社2001年8月出

版；

 参与编写教育部“十五”规划教材，全国百部精品教材“文艺学系列教材”之《文本解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独立撰写《女性主义的中国道路——五四女性思潮中的周作人女性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预计2006年1月出版

（三）主要科研项目：

1、参与高教社 “研究型教学与文艺学精品课程建设的拓展与深化”项目

2、参与国家社会科学项目“西方文论关键词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3、参与高教社“文学理论”自适应学习与评测系统项目

4、参与高教社“中国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网”项目

5、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詹姆逊批判”

6、参与省重点项目“湖北长篇小说创作追踪及发展方略研究”

7、参与教育部项目“高校学生文学素养培养模式的改革研究与实践”，已结项

三、获奖情况：

2008年获校教学成果一等奖（集体，为主要参加者）；

2004年获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集体，为主要参加者）

2004年获湖北省普通高校教学成果一等奖（集体，为主要参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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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条：吴振国 下一条：王济民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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