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学院珠海校区博士后与赴珠海授课的老

师见面会顺利召开 
 

 

新学期伊始，在山清水秀、风景宜人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史学研究中心迎来 2019 年新入站的 6 位博士后。他们的到来给中心注

入了新鲜血液，增加了新的活力。同时本学期有四位历史学院北京校

区的老师前来珠海校区授课。为了给全体博士后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以及听取老教师指导的机会，9 月 1 日晚 7 点，在励教楼的史学研究

中心 E 区 303 会议室，史学研究中心召开了“历史学院珠海校区博士

后与赴珠海授课的老师见面会”。会议由中心主管博士后工作的任玲老

师主持，历史学院赴珠海授课的马卫东老师、张建华老师、侯树栋老

师、向燕南老师和 20 位博士后参加了见面会。 

 
（与会的四位专家老师） 

 

会上，任玲老师首先向博士后介绍了本学期历史学院赴珠海校区

授课的四位专家老师，对他们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他们来与博士后

面对面交流表示感谢。参加会议的 20 位博士后也一一作了自我介绍。 

 



 
 

紧接着，任玲老师介绍了史学研究中心在过去一年里工作情况

和历史学院珠海校区博士后的科研情况。该研究中心建立了严格请假

制度、报账制度、资产管理制度，严格履行博士后进站协议。去年入

站的博士后，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共 20 多篇，申请博士后

基金面上资助项目 10 项。18 位博士后全部顺利完成了博士后开题。 

会上，第 64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获得者葛小寒博士

分享了自己的学习和科研感悟。2019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获

得者刘莹博士分享了自己申请项目的经验。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

小林文治博士代表本学期新进站的博士后作了发言，他首先感谢学校

提供了优越的研究工作环境，其次希望各位老师和博士后同仁多多关

照，最后认为目前的有利条件能够促进学术的进步和成果的取得。 

 
 

 

见面会上，四位专家老师介绍了自己在珠海校区的开课情况，



并分享了工作和科研感悟。马卫东老师在会上勉励博士后做好科研，

将自身发展同珠海校区的发展衔接起来，鼓励博士后尝试电子文献的

使用。张建华老师在会上结合博士后的个人发展与珠海校区及历史学

院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三个“建议”，勉励大家刻苦钻研，同时要加

强交流和规划未来，并认为老教师应该帮助和支持博士后的个人发展。

侯树栋老师希望大家珍惜在珠海的难得时光，处理好“学术封闭期”

与“学术开放期”的关系。“学术封闭期”即是指扎根珠海，集中时间

做科研、写文章；“学术开放期”是指要走出珠海、主动参与各类学术

活动，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向燕南老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勉励大家

珍惜当下良好的学术环境和生活环境，规划好自己的学术道路，同时

要学会利用各类电子数据库来做科研，并参与珠海校区数据库的建言

献策工作。 

 
 

此后，李艳辉博士、单磊博士、邓涛博士、杨韶杰博士等分别

分享了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博士后发言） 

任玲老师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期待广大博士后继续以历史学

院、以史学研究中心为家，再接再厉，为历史学院争光、为出站打下

坚实基础。即兴写一首《采桑子》： 
 
一生一世读历史， 
爱上史学。 



爱上史学， 
北师历史分外绝。 

 
而今大家研史学， 
欲做英杰。 
欲做英杰， 
争创一流再上阶。 

 

 
（会议总结） 

 

最后，与会老师、博士后一起合影留念。 

 

 
此次见面会，大家畅所欲言，氛围融洽，既为新进站博士后结

识其他博士后同事创造了条件，也为全体博士后向来校区授课的学院



专家老师学习请教提供了机会，同时也勉励了诸位博士后在新的学期

为校区和学院发展贡献力量，为自身发展积累实力。 

 
（博士后与老师们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