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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教研室

古代文学教研室最早可追溯到 1971 年的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古代

文学组。2007 年学校升格为济宁学院，同年古代文学教研室成立。

现有成员 10 人，周晴、刘润涛、赵雷、田耕、吴宪贞、孔德凌、段

春杨、李艳、颜伟、黄洁颖，其中博士 6 人，硕士 2人；教授 4 人，

副教授 2 人，讲师 3 人。本教研室成员学历层次高，职称高，梯队合

理，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和敬业奉献精神。

本教研室成员科研成果丰硕，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郑玄《诗经》学研究”、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项目“严粲《诗缉》校

注”、“《凌稚隆<史记>评议辑注》”、山东省社科项目“先唐辞赋中的

齐鲁地域文化考察”、“严粲《诗经》学研究”、“《观我堂摘稿》校注”、

山东省人文社科项目“魏晋南北朝时期齐鲁士族的南迁与齐鲁地域文

化的传播”、“清代曲阜颜氏诗文研究”等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市厅

级、校级科研项目，发表论文 140 余篇，出版《济宁历代楹联选》、

《颜懋伦、颜懋价诗校注》、《思想文化转型视域下的潘岳文学接受史》、

《隋唐五代经学学术编年》、《冲虚至德真经四解》、《孔子集语集校》、

《郑玄〈诗经〉学研究》、《严粲〈诗经〉学研究》等学术专著近 20

部，四次获得山东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人文社科类)，多人次

获得济宁市社科优秀成果奖、校级优秀科研成果奖。本教研室凝练出

儒家文献研究、地域文化研究两个研究方向，推出了一批有影响、高

质量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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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研室成员教学成果突出。在课程设置上，开设 30多门课程，

组成了特色课程群，包括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拓展课程、专业拓展课

程，体现了通识教育与学科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理论课程与实践课

程的相得益彰、专业核心课程与专业拓展课程的相辅相成。在教学中

体现学生主体地位，探索教学规律，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以教改项目带动教学改革。主持有省教改项目 3 项、厅级项目 2 项，

校级教改项目 6 项，课程思政示范课 2门。王振星老师主持、赵雷、

吴宪贞、孔德凌等老师参与的山东省本科高校教改项目“《孔孟之乡

地域文化概论》人文素质课程建设研究”，获得 2014 年山东省省级教

学成果三等奖。段春杨老师主持有山东省本科高校教改项目“地域文

化经典深度精读的课程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李艳老师主持有山东

省本科高校教改重点项目“地方院校项目活动引导下的创新创业融入

中文师范专业基础课教学的实践与研究”，以各种项目为依托，带领

学生创新创业。注重把课程思政贯穿教学始终，推出了“上古神话：

黄河远古文明的开创记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盛宴之爱国为民篇”、

“《诗经》中的孝文化”等教学改革优秀案例。2011 年，本组被评为

校级教学团队，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被评为精品课程，“水浒文化研究

所”被评为“济宁学院优势学科研究所”。2014 年“中国古代文学”

被立项为“十三五”重点学科培育项目（人文社科类）；2017 年，“中

国古代文学”被立项为学校学科平台基础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中心子

项目，为学校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本教研室在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方面取得了好成绩，刘华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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梆子与豫剧的关系及其发展之比较》、马明明《一首和谐的田园牧歌

—〈七月〉价值新解读》被评为山东省优秀学士毕业论文。指导学生

获省级大学生研究型学习和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 2 项，校级 7 项，

在《传媒论坛》2023 年第 4 期发表学术论文（邵璐璐、杨玉霞《新

媒体视角下大学生公益辅导活动的价值和挑战——基于“济宁学院线

上公益辅导”实践》，在其它报刊发表文学作品 20余篇。吴宪贞老师

指导许文轩获第十五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书法绘画比赛

一等奖，王晶晶获演讲比赛二等奖，李艳老师指导邵璐璐获济宁学院

采访一等奖、济宁学院十佳主持人；房锡磊获济宁学院第二届诗词大

会诗词达人、济宁学院社会实践报告二等奖。加强对学生社团与学生

课外活动的指导，积极引导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课外文化和创新活动中

传承儒家文化，拓宽优秀传统文化育人之路。2015 年济宁学院开始

推出“《论语》大会”，田耕老师、赵雷老师等担任策划评委；由此发

端，2016 年、2017 年扩展到全省高校，成为首批山东传统文化传承

重点项目，指导杜崴获得 2016 年山东省“《论语》大会”一等奖，指

导孙康获得 2017 年山东省“《论语》大会”一等奖。2023 年 9 月浙

皖闽赣四省联盟“《论语》大会”比赛在浙江衢州学院举行，大会特

邀济宁学院组队参赛，田耕老师指导学生荣获一等奖第一名。在济宁

市“康盛彩虹”杯 2023 年“《论语》大会”活动中，田耕老师、赵雷

老师担任策划评委。

本教研室主动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致力于孔孟之

乡地域文化研究、运河文化研究、水浒文化研究、儒家文献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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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保存和挖掘济宁地方文化遗产，推动了济宁地方旅游经济发展和

社会文化建设。结合学校“应用型、地方性”办学定位及应用型人才

培养目标，带领学生参加济宁周边地区的支教工作。关注济宁地区的

贫困学生、留守儿童，2021 年 3 月由李艳老师带领大学生创建助学

志愿服务队，开展公益活动，服务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