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来到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请输入关键字搜索 提交查询内容

网站首页 >> 学院概况 >> 师资队伍 >> 正文 

师资队伍

学院简介

学院领导

组织机构

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

蒋超 教授

作者： 时间：2018-09-02 点击数： 1952

网站首页 学院概况 规章制度 教学工作 科研工作 人才培养 学生组织 党建工作 下载中心

Page 1 of 8蒋超 教授-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2020/11/18https://lsx.hxu.edu.cn/info/1170/1188.htm



学院快讯

蒋超（1982-），男，汉族，甘肃临泽人，现任河西学院红西路军研究院副院长、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

授，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国史博士后。2020年入选甘肃省优秀青年文化人才。主讲《中国近代史（上）》

《历史学专业论文写作》《中国政治制度史》《民国史专题》《现代史专题》《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国际政治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课程。2020年获河西学院

教学优秀奖。主要从事红西路军史、红色旅游资源保护开发、河西走廊历史地理、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史的研究。

参与国家社科、教育部社科项目及教育部、财政部“质量工程”子项目各1项。主持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1项、甘

肃省社科联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和研究规划项目1项、甘肃省社科联和甘肃社会科学学术活动基金会项目1项、河

西学院自编教材项目1项、校长基金项目1项。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国家地名词典临泽县部分的审改撰写。

参撰著作1部。《论校园红色文化育人功能的实现》获甘肃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论文三等奖，《论红色文化

与大学生国防意识的培养》获甘肃省思想政治工作课题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延安精神与当代大学生的爱国情

怀社会责任》获“延安精神与党的群众路线”征文二等奖。在《当代中国史研究》《档案学研究》《高等教育研

究》《民族教育研究》《岭南学报》《东南亚研究》《澳门研究》《社会科学论坛》《基督宗教研究》等学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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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表中英文论文20多篇。在相关会议交流发表论文16篇。撰写申报的《传承红西路军精神，弘扬爱国主义旋

律，发挥红色文化的育人功能》获第七届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三等奖。2015年赴香港中文大学崇基

学院神学院当代基督宗教教学资源中心“暑期学术交流课程”交流学习。获得2015年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2016年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7年获评暨南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博士论文《华人校长与教会大学“中国

化”转型研究（1927-1952）》，被评为暨南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红西路军女战士研

究》。

一、相关成果（项目）

农业集体化背景下的女性社会记忆建构——评《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当代中国史

研究》2019年第1期，第一作者。

甘肃省档案馆馆藏红西路军宣传提纲补论，《档案学研究》2016年第3期，第一作者。

私立岭南大学蚕丝科发展史论，《岭南学报》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一作者。

民国时期甘南的藏族文化发展活动：以“拉卜楞藏民文化促进会”为中心的考察，《民族教育研究》2015

年第5期，第一作者。

民国学人的学术生态——以“新月派学人群”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为视角，《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10

期，第一作者。

传教士笔下的民国西北印象——评《大西北的呼唤：女传教士见闻录》，《基督宗教研究》总第21辑，宗

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一作者。

中西文化交流视角下的明清粤港澳基督教教会教育——《明清基督教教会教育与粤港澳社会》述评，《岭南

文史》2008年第1期，第一作者。

中西文化交流视角下的明清基督教教会教育与粤港澳社会，《澳门日报》2008年5月18日，第一作者。

浅谈研究型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暨南高教研究》2009年第2期，第一作者，该文获暨南大学研究型大学

征文比赛二等奖。

三任华人校长与岭南大学的“中国化”转型，《高等教育研究》2015年第4期，第二作者，导师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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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与“非基督教运动”（1922－1927）——以党派关系为中心的考察，《澳门研究》2009年第8

期，第二作者，导师第一作者。

探寻曹聚仁先生早年的活动足迹——以暨南大学为中心的考察，《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5期，第二作者，

导师第一作者。

传承华夏文明彰显走廊文化——“河西走廊人居环境与各民族和谐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河西学院学

报》2013年第6期，第二作者。

家乡饮水条件的变化，《张掖日报》2018年12月7日03版，第一作者。

西路军怎样挺进河西、血决祁连，《解放日报》2019年9月10日，第二作者。

主撰调研报告《张掖市红色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调查研究》，2020年全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重点调研课

题。

提交建言献策报告《红色旅游视角下西路军遗址遗存保护开发的对策建议》，甘肃省政协红色旅游产业深度

融合发展张掖调研组座谈会。

提交建言献策报告《西路军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甘肃省政协月协商会“做

大做强红色旅游产业”交流发言，2020年9月21日。

参与《忠信笃敬声教四海——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第一章、第二章的撰写及大事记的编撰和参考文献的整

理，该书为章开沅、余子侠主编大学校长书系第二辑，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于2012年4月出版，获国家教育部、财

政部“质量工程”子项目“国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之“港澳台侨生文化素质教育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

验区” 及浙江金华市政府课题资助。

完成《甘肃红色文化大学生读本》第五章“鏖战河西显英豪”的撰写。

参与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元代以来河西走廊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项目批准号：

14BZS024）。

参与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的水利与社会（明清——近代）》（项目批准号：

13YJA77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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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2018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特别委托项目《南太平洋岛国粤籍华人史研究》（项目

批准号：GD18TW18-08）。

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国家地名词典临泽县部分审改撰写，张掖市民政局横向经费项目，总经费56万。

主持完成《党的十九大以来甘肃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甘肃省社科联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和研究规划项目。

主持《红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研究》，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项目编

号：20XJAZH004。

主持《西路军革命文物保护与利用研究》，2019年度甘肃省社科联和甘肃社会科学学术活动基金会项目，

项目编号：19ZZ27。

主持《红西路军资料分布状况调查研究——关于建立数据库的初步实践》，暨南大学挑战杯课题，立项为一

等奖。

主持《河西走廊近代历史简编》，河西学院2016年自编教材项目，项目编号：HXXYJC-2016-07。

主持《红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发展沿革研究》，2017年度科研创新与应用校长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XZ2017014。

主持《红西路军精神传承弘扬与河西学院大思政育人体系构建研究》，2019年度河西学院校级教学研究项

目，项目编号：HXXYJY-2019-10。

指导完成《红西路军宝卷研究》，2019年河西学院第九批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社会科学类）。

指导《西路军革命文物调查研究》，2020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国家级），项目编号：

202010740003。

华人基督徒校长李应林与抗战时期的岭南大学，“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生活”学术研讨会，中国社科院近代

史研究所、上海大学主办，2015年1月10-11日。

抗战时期岭南大学的迁移，“华南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主办，2015年11月21

日。

河西走廊阎良信仰考论，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2018年年会暨“传统文化与丝路文明”学术研讨会，甘

肃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河西学院主办，2018年7月7-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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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河西走廊水利纠纷的解决——以山丹草四坝水案为中心，首届丝路·张掖河西走廊佛教文化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清华大学佛学文化研究中心、山丹县人民政府主办，2018年9

月15-17日。

民国旅行者的敦煌印象——以《旅行杂志》为中心的考察，“丝绸之路与敦煌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敦煌

市人民政府、酒泉市文物管理局、重庆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2018年11月3日-5

日。

20世纪30年代学界对河西走廊的开发主张——以《河西》为中心，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文史论

坛，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河西学院主办，2019年6月18日。

滴流口碑考论，西夏历史文化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方民族大

学民族学学院、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主办，2019年7月23日至24日。

民国旅行者游记中的河西走廊寺庙：以《旅行杂志》为中心的考察，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甘肃省文物局、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政府、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办，2019年8月10日至12日。

新中国成立70年河西走廊水利建设的成就与经验——以临泽县为中心的考察，“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与弘扬延安精神”理论研

讨会，甘肃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兰州大学主办，2019年9月11日。

红色旅游视角下的西路军遗址遗存开发利用，河西学院红西路军研究院揭牌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西路

军讲话精神研讨会，河西学院主办，2019年10月11日。

抗战时期河西走廊教育的发展，中国现代史学会2019年年会暨“近现代中国与西北社会变迁”学术研讨

会，中国现代史学会、西北师范大学主办，2019年10月19-20日。

民国旅行者的高台印象：以李芸生《河西走廊——高台行》等为中心，骆驼城与五凉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

中共高台县委、高台县人民政府、甘肃省敦煌学学会、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

院主办，2019年10月23-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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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校园红色文化育人功能的实现，作为优秀论文在甘肃省第二届“思政论坛”上交流，编入《思想政治工作

纵横》（2012年第1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获甘肃省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优秀论文三等奖。

论红色文化与大学生国防意识的培养，编入《思考·印记：甘肃省2012年思想政治工作优秀论文集》（甘肃

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获甘肃省思想政治工作课题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延安精神与当代大学生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延安精神与党的群众路线学术研讨会二等奖，2013年12月。

二、学位论文（出站报告）

硕士：岭南大学华人校长研究。

博士：华人校长与教会大学“中国化”转型研究（1927-1952）。

博士后：红西路军女战士研究。

三、表彰奖励

临泽县第一中学优秀工作者，2006.9。

暨南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2009.4。

河西学院优秀共产党员，2012.7。

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5.12。

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6.12。

暨南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2017.6。

暨南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18.4。

河西学院教学优秀奖，2020.3。

四、其它奖励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届运动会男子3000米第三名，2004.4。

河南科技大学第三届运动会男子5000米第二名，2005.4。

河南科技大学第三届运动会男子3000米第三名，2005.4。

暨南大学第三十四届运动会男子5000米第四名，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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