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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

在职教师

汉江学者

兼职教师

梁中效，男，汉族，陕西武功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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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巧宁，女，陕西眉县人。先后在西北大学和南京大学取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10年取得教

授职称。

面向本科生和硕士生开设“中国当代史”“中国近现代乡村史”“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20世纪中国文

化名人解读”“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历史课程与教材分析”等课程。

主要研究兴趣为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史、现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西北联大史、口述史等。已主持完成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得解放’语境下的陕西农村妇女（1949-1965）”，教育厅项目“建国初期陕南土改

研究”，校级项目“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反思”、“1950年代中国社会研究”等。正在主持教育部社会科学规划

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变迁与陕西农村妇女生育口述史”，以及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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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以来生育政策与陕南农村社会变迁”等。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两部：《陕西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1949-1965》（合著，2014）、

《新中国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2007）。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近50篇。

曾获陕西理工学院“十佳教学能手”“十佳科技工作者”，陕西省教育工会“陕西省高校巾帼建功先进个

人”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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谯伟，男，回族，陕西汉中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历史学硕士。

现任陕西理工大学党委委员、党委统战部部长。

多年从事世界史专业教学科研工作，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史和文化史领域。近年出版学术专著一

部，主编教材三部，发表学术论文15篇；主持或参与完成省部级科研项目三项，厅局级项目十余项。

获奖：陕西省基础教育研究教学成果二等奖，陕西理工大学十佳教学能手，陕西理工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

等奖、二等奖；陕西理工大学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处级干部。

政协汉中市五届委员，汉中市二届青联副主席，陕西省十届青联委员，汉中市就业指导委员会委员，汉中

市工商管理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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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赤，男，陕西洋县人，1989年9月至1993年7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我校历史系

工作。1999年11月晋升讲师，2008年12月晋升副教授。2004年9月至2012年10月任历史文化系中国古代史教研

室副主任。2006年9月至2009年6月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习，获得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2012年10月至

2016年12月任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现任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参加工作以来，先后讲

授过《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经济史》及公选课

《中国人文旅游概论》、《西部文化地理》等课程，并曾获学校“十佳教学能手”称号。先后公开发表论文二

十多篇，主要有：《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能征服亚欧大陆的原因探析》、《论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牡

丹与汉中》、《略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先进性》、《试论汉中在西部大开发中的特殊地位及应对措施》、《试

析陕南中草药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其开发利用》、《试论陕南中草药的发展前景》、《三国鼎立与汉中争夺再认

识》、《三国时期中国经济格局的变化》、《浅析刘邦的性格特点》、《张骞精神解析》、《论诸葛亮识人用

人之失》、《诸葛亮与蜀汉政权的关系及其忠臣与权臣的思考》等，主持、参与校级、厅局级、省级科研项目

多项。

Page 6 of 18历史学专业师资队伍-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2020/10/19https://wlxy.snut.edu.cn/info/1057/2191.htm



雷 震，男，副教授， 历史学学科教育方向硕士生导师。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士。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地理学教学与研究，开设有“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地理学”、“秦

汉史专题”等课程。先后参加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主持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项、重

点研究基地计划项目1项，主持陕西理工学院教学改革项目2项。著有《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变迁研究》（第一主

编）。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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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恒军，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副教授，长期从事世界历史、西方文化史、西方思想史、西方文明史

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已出版《自然法在近代西方的复兴》等学术著作4部，主编、参编《西方文化史》等教材

2部，主持省社科基金项目、省教育厅项目3项，学校科研项目多项，在核心期刊发表研究论文8篇，在普通期刊

发表研究论文数十篇。在3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承担各种课程教学数十门，主要精品课程有《世界近代史》、

《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史学史》、《西方文化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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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小安，男，生于1969年，陕西汉中市勉县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91年获该校历史学学士学

位，1994年获该校历史学硕士学位。1994年，任陕西汉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2001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留

学，主要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2006年获伯明翰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陕西理工大学历史系副教

授、武汉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国学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教学和传播工

作。社会兼职有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陕西国学研究会理事等。个人研究方向有中

国思想史、中西文化比较等。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主要发表论文有《21世纪基督教与中国

文化的融合》、《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化建设》《全球化对佛耶对话的影响》、《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文化

比较》。出版专著有：《西方文化概论》、《超越之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现代新儒家贺

麟》、《道教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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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远，男，安徽省滁州市人。2014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

明清社会经济史、历史地理及地方文献研究，撰有《琅琊山石刻》《史说长安·明清卷》等论著，参与国家社

科基金重点项目《明代武职选簿档案的整理与研究》（编号16AZS007），主持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陕南明清

方志研究》（立项号2017N002），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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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翔，男，汉族，陕西宝鸡人，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区域社会史。主讲课程《中国史

学史》、《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经典选读选讲》、《中国人文旅游》、《三国文化》。发表代表性论文

《道俗共治:清代勉县武侯祠的经管模式》、《村社神庙与日常秩序—以明清关中为例的考察》、《尊经以明

伦：明代儒学尊经阁的隐喻》、《南山老林：清代秦岭南麓的林区治理与生态环境》、《清中期秦巴山区的玉

米种植及其影响》等。主持科研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青年基金项目“明清渭河平原

的寺庙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陕西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秦岭南麓的人口与山地治理研究”；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对第61批面上资助项目“清代汉江上游的水环境与区域治理研究”。先后获得陕西理工大学优秀科

技成果一等奖，陕西理工大学教学实习优秀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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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华，男，汉族，陕西西安人，上海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主持陕西省社科

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川陕老区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研究”（2018Z035），参与陕西省教育厅高校哲

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陕南中草药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其资源开发研究”，参与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

“六十年来的港台人文思潮研究”（11JJD770008）子课题“港台新儒家思潮与人文学术”之撰写工作，参与教

育部项目“钱穆20世纪中国史学”（12YJA770008）。发表学术论文《简论徐复观思想史诠释方法》、《徐复观

与<民主评论>》、《徐复观的考据观及考据方法述论》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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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鹏，男，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人，陕西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2002年7月在陕西理工大学任教

至今，讲师。自2007年1月至今，获奖共计21项，其中省级教学奖3项，厅级科研奖3项，各类校级奖15项。奖项

涉及各个方面，包括教学、科研、工会、书法、摄影、指导教师等。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任务。建设了陕

西理工大学第一门慕课（MOOC）——“西方文化概论”；获得学校赛教特等奖、陕西省赛教二等奖、陕西省

微课比赛三等奖、“荣氏国际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等12项教学类奖励。主持参与科研项目共计31项，其中省

级2项，厅级6项，校级22项，横向1项；主持18项，参与13项。发表论文共计80篇，其中核心11篇，高校学报5

篇，英文2篇，论文集1篇；有14篇论文共被引用2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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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力波，女，黑龙江省大庆人，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陕西理工大学经法学院思政部、马克思主义学院

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同时担任陕南红色文化研究中心汉中革命人物研究所所长；2018年4月，调至

陕西理工大学文旅学院工作。现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近年来，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3篇，其中核心期

刊论文5篇，被cssci收录3篇，论文内容集中在宋明理学、近代学术思想、钱穆思想方面；出版学术专著两部，

分别为《钱穆的朱子学研究》和《日新月异》，后者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读本丛

书”之一种；主持参与纵向课题3个；参加大型学术会议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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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向莉，女，历史学博士，毕业于西北大学中东所，研究方向为南亚研究、文化比较研究。最近五年主持

陕西省社科联项目1项，主持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1项，发表论文10余篇，参与教育厅项目、教育厅基地项目、

省级教改项目等5项，团体教学奖获奖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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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龙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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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曦，女，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人，1978年12月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2004年7

月在陕西理工大学任教至今，讲师。

教学方面，承担本科生《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化史》等课程的教学任务。获得过优秀毕业论文指

导教师等荣誉称号。

科研方面，主持陕西省教育厅项目一项，校级项目一项。参与其他厅级项目、校级项目多项，横向项

目一项。并发表多篇论文。

其他方面，多次担任本科生班主任，积极参与院系各项活动。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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