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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办学历史

2018 年，江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获批国家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

权点。2019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目前拥有文艺学、语言及应用语言

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5 个学科方向。

学科注重地方性、应用性、传承性与创新性的融会贯通，熔铸传统与

当下的学术优势，凝练出了地域文学批评、领域语言研究、非物质文

化遗产研究、古典诗文与民族文化精神、中国现当代诗学等特色鲜明

的研究领域。

（二）培养特色

1.依托 2 个省级科研平台，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参与科研项目、参

加学术交流、组办学术会议等机会，切实有效地提高学生的专业研究

能力和实践能力。

2.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与湖北省文联和作协、武汉市文联和作协、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武汉说唱艺术团等单位

建立了全面深入的合作关系，通过“导师带领学生”的方式进入各个

文学现场，指导学生将科研做在大地上。

3.定期出版《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人文学术》辑刊，给学生提

供发表科研成果的平台，并借此锻炼学生的问题意识、研究能力和论

文撰写能力。

（三）师资团队

2021 年，新增 2位硕士导师，现有学科成员 44人，其中教授 9

人，副教授 15人，博士 34 人，高级职称占比 55%，博士占比 77%。

湖北省宣传文化人才培养工程“七个一百”项目（哲学社会科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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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1 人，首届湖北文学人才培养工程项目人才 1人，武汉市政府津

贴获得者 2人，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2 人，武汉市学科带头人

5人，武汉市百千万人才入选人才 1人，中国修辞学会、中国中外文

艺理论学会、中国新文学学会等全国学术团体理事 4 人，湖北省语言

学会、湖北省写作学会、湖北省美学学会、湖北省诗词楹联学会等学

术团体副会长、常务理事 5人。获得武汉市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

等奖 1 人，江汉大学本科教学校长奖获得者 2人。通过引进与培养，

已初步形成一支以中青年学术骨干为核心，学历学位较高、职称结构

合理、年龄层次合适，学缘分布广泛的学术团队。

二、研究生培养概况
（一）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

坚持以思想建设为引领，专业教师引导广大研究生自觉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完善具有研究生特色的理论学习研讨机

制，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

大精神作为一项中心工作，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和建设，抓好课堂

主阵地管理，加强新媒体平台管理和社科理论工作指导，做好网络安

全体系建设。

2.思政教育贯穿育人全过程

本学位点由学院党委统一管理研究生思想政治和权益保障工作，

设置学科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管理人员有分管副院长 1人、教学管

理人员 1 人、专职辅导员人、学科负责人 1人、学科秘书 1 人、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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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助理 2 人。成立了研究生党支部和研究生学生会，实现党的领导与

学生自主管理相结合，研究生支部书记、副书记和三名支委等管理研

究生党务。在新生入学教育中，对新生开展研究生道德和专业培养教

育，引导研究生自觉遵守学术规范和科学道德。多次召开研究生党员

专门会议，学位点所在学院书记亲自主持会议，激励新生党员要坚定

立项信念，提高党性修养，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认真学习、提高

认识，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

3.不断提升教师团队的政治素质

现有师资团队中共有党员 37人，占比 84%。所设基层党组织有 3

个：中文系党支部、播音主持与汉语国际教育党支部、研究生党支部。

其中，“播音主持与汉语国际教育党支部”为全国高等院校党建样板

支部。各支部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规范

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优化党支部结构，开展主题党日、组织生活

会、民主评议党员、支部书记述职评议考核等活动。

（二）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情况

2021 年共计招收研究生 10 人，全部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其

中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 3人，文艺学方向 2人、语言及应用语言学方

向 4人、中国古代文学方向 1 人。本年度无研究生毕业和授予学位。

具体情况如下：

学科方向名称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文艺学

研究生招生人数 1 3 2

其中：全日制招生人数 1 3 2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0 0 0

招录学生中本科推免生人数 0 0 0

招录学生中普通招考人数 1 3 2



5

授予学位人数 1 0 0

语言及应用语言学

研究生招生人数 2 3 4

其中：全日制招生人数 2 3 4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0 0 0

招录学生中本科推免生人数 0 0 0

招录学生中普通招考人数 2 3 4

授予学位人数 2 0 0

汉语言文字学

研究生招生人数 0 0 0

其中：全日制招生人数 0 0 0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0 0 0

招录学生中本科推免生人数 0 0 0

招录学生中普通招考人数 0 0 0

授予学位人数 0 0 0

中国古代文学

研究生招生人数 0 0 1

其中：全日制招生人数 0 0 1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0 0 0

招录学生中本科推免生人数 0 0 0

招录学生中普通招考人数 0 0 1

授予学位人数 0 0 0

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生招生人数 1 6 3

其中：全日制招生人数 1 6 3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0 0 0

招录学生中本科推免生人数 0 0 0

招录学生中普通招考人数 1 6 3

授予学位人数 1 0 0

（三）研究生就业基本状况

学位点建立研究生就业专人负责制度，在培养过程中注重研究生

职业生涯规划，从多方面促进研究生就业。2021 年尚无研究生毕业

和就业，但学位点提前对 2019 级、2020 研究生进行就业指导，做好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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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生获奖情况

2021 年度，在读研究生获奖主要情况如下：

序号 年度 奖项名称 获奖作品
获奖

等级

获奖

时间

组织单位

名称

组织单

位类型

获奖人

姓名

1 2021

《英语世

界》杯全国

大学生英语

写作大赛

知识竞赛 一等奖
2021-1-

20

《英语世

界》杂志

社

其他 李寅盈

2 2021

第三届全国

大学生语言

文字能力大

赛

知识竞赛 三等奖
2021-12

-15

中国语文

报刊协会
协会 李寅盈

3 2021
第28届湖北

省翻译大赛
知识竞赛

笔译优胜

奖

2021-12

-30

湖北省翻

译工作者

协会

协会 许瑶

（五）教育教学情况

根据培养方案，顺利完成了 2021 年教学组织工作。组织学位点

相关人员进入课堂听课，检查课堂秩序、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情况，

狠抓教学质量。“汉语国际教育系列课程组”（江汉大学基层教学组织）

入选 2020 年湖北省高校省级教学团队及优秀基层教学组织。教学骨

干陈澜博士先后获得“湖北省第七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文史组一

等奖”（2021.6.2）和“武汉市第十七届教师五项技能竞赛一等奖”。

邓斯博主持，陈晓娟、靳小蓉参与的“电视节目制作”课程获批江汉大学

2021 年研究生在线课程建设项目一般项目。

（六）研究生参加学术训练和学术交流情况

在教师的指导下，2021 年多名研究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本

年度研究生共发表学术论文 15篇。魏亚枫《双雪涛小说中的“安德

烈”式人物形象论析》、胡超群《时代的精神与精神的气氛——评阎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14&CurRec=1&recid=&FileName=SHUA202110020&DbName=CJFDLASN2021&DbCode=CJFD&yx=&pr=CJFV2021;&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14&CurRec=1&recid=&FileName=SHUA202110020&DbName=CJFDLASN2021&DbCode=CJFD&yx=&pr=CJFV2021;&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29&CurRec=17&recid=&FileName=CJWP202102013&DbName=CJFDLAST2021&DbCode=CJFD&yx=&pr=CJFV2021;&UR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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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武汉之恋>》和《新批评视野下的张曙光诗歌评析》、翟梦兰

《<西游记>中兵器法宝的美学思想探析》、李静宜《<罗生门>中的他

者叙事》、张恒《基于留学生汉语语料库的说明性因果复句偏误研究》

《基于语用学视角的新兴地摊广告语探析》、孟慧君《基于语言生态

伦理的小学词汇习得研究》等。

研究生参加线上和线下参加中华美学学会第九届全国美学大会

暨“新时代中国特色美学基本问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跨文化

视野下文艺理论批评前沿问题”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

18届年会等 40 多人次。

申报江汉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 12项。

（七）研究生奖、助学金获得情况

为建立良好的研究生培养机制和激励机制，学校设立了国家奖学

金、学业奖学金、单项奖学金等三类研究生奖学金，根据教育厅下达

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名额，综合考虑本学位点全日制研究生规模、培

养质量、学科建设水平等因素，结合上一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执行

情况，分配本学位点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年度名额。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年度 总金额（万元） 资助学生数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奖学金 2021 2.00 1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2021 23 26

研究生标兵奖 奖学金 2021 0.6 2

优秀研究生干部奖 奖学金 2021 0.4 2

（八）学位论文质量

学位点严格执行江汉大学关于学位论文工作的要求，实施常态化、

制度化学位论文质量管理。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等关键节点开展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29&CurRec=17&recid=&FileName=CJWP202102013&DbName=CJFDLAST2021&DbCode=CJFD&yx=&pr=CJFV2021;&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29&CurRec=15&recid=&FileName=MDAN202110021&DbName=CJFDLASN2021&DbCode=CJFD&yx=&pr=CJFV2021;&UR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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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教育，完善和落实研究生分流退出机制。把学术

道德、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作为必修内容纳入研究生培养环节计划，

开设“文献检索与综述”、“专业论文写作”等课程。2021 年尚无毕

业研究生答辩，学位点结合有关文件制定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学位

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严格管理学位论文答辩，严格审核

研究生培养各环节是否达到规定要求，设置学位论文预答辩环节，细

化规范答辩流程。将实行全部论文校外盲审制度，邀请校外专家担任

答辩组主席，实行导师回避制，力戒答辩流于形式。学位授予环节压

实导师、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等责任，客观公正

评价学位论文学术水平，切实承担学术评价、学风监督责任。

三、研究生导师状况
（一）导师选拔和培训

严格落实江汉大学关于研究生导师选聘的文件，通过严格的申请、

筛选环节，选聘导师 10 名，每位导师每年均参加各级各类各种形式

的培训，如“2020 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党员活动”、“立德树人 改革

创新”研究生导师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等。学位点依托学科和科研

平台，积极为导师提供外出参加培训活动的机会和经费，并定期对导

师进行培训，以此促进师德师风建设、提升导师学术水平和教育教学

水平、增强导师责任意识，主要培训情况如下：

序号 培训主题 培训时间 培训人次 主办单位 备注

1
江汉大学网络教

学平台直播培训
2021 年 8 月 20 日 12 江汉大学

2 新华思政培训 2021 年 11 月 30 日 3 教育部全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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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师网络培

训中心

（二）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导

师的第一标准，强化师德教育、加强师德宣传、严格考核管理、加强

制度建设。严格按照“优中选优”的标准遴选导师，对其学术水平进

行动态考核，要求导师在工作中严以律己、严谨治学；严格落实导师

培训制度，要求全体导师充分熟悉研究生培养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

全面落实“导师第一责任制”，要求导师注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帮助学生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树立正确价值观，并从学术

指导、心理辅导、生活管理等方面加强对学生的指导和管理；发挥研

究生督导、学术委员会在师德建设中的作用，注重师德激励，组织师

生共同参与学术活动和文体活动，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三）科研情况

1.科研立项及获奖情况

本年度申报成功包括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在内的各类纵向项目

19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 1 项，省社科基金项目 4 项，国家语委项

目 1 项。横向项目 10项。张贞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政治文化生

态研究”获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王金

芳的“《诗经》虚词研究 ”获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三等奖。

2.专著及论文发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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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出版著作共计 15部（含专著 3部、主编论文集 2 本、诗

集 1 本，教材 1 本、普及读物 8 本），庄桂成、彭松乔、潘世松、周

筱娟、盛莉、张贞、朱晓青等共发表学术论文 70篇。

专著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著名称 教师姓名 出版社 出版物号 出版时间
学术贡献及

影响力

1

《汉语方言完

成体标记比较

研究》

王桂亮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ISBN978-7-

5203-8254-

0

2021 年

2

《武汉语言文

化研究》（第 2

辑）

彭松乔、

王桂亮
武汉出版社

ISBN978-7-

5582-5320-

1

2021 年

3

《主持人策划

与传播策略研

究》

张明敏
中国华侨出

版社

ISBN978751

1385932
2021 年

论文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

姓名
作者类型 发表期刊

发表年份及

卷（期）数

期刊收录

情况

1

《<牛津现代中

国文学手册>与

元—方法论的建

构》

刘欢 其他
《学习与

探索》
2021(01) CSSCI

2

《从阅读媒介到

媒介阅读——数

字时代阅读文化

与阅读媒介的关

系转向》

周枣 第一作者
《编辑之

友》
2021(09) CSSCI

3

《非遗微纪录片

的叙事问题与表

达创新》

陈小娟 第一作者
《当代电

视》
2021(10) CSSCI

4
《<老子>语词义

的跨层潜含》
夏凤梅 第一作者

《华中学

术》
2021(04) CSSCI

5

《朗诵的现代

性：语言、文体

与技巧》

苏文清 第一作者
《华中学

术》
2021(04) CSSCI

6
《论柳棣的朗诵

艺术》
张蕾 第一作者

《中国广

播电视学

刊》

2021(05)
CSSCI（扩

展版）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GDXK/issues/lxIxReJOxld7RUuJP2aZcEhlO_v7APTAo_Tr99OP0Vu2J62KATwxfuLV6AZ6Z4b9?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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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论柳棣的朗诵

艺术》
苏文清 其他

《中国广

播电视学

刊》

2021(05)
CSSCI（扩

展版）

8

《<一切如你>：

青年导演观中国

老龄化》

陈澜 第一作者
《电影文

学》
2021(06)

其他（北大

核心）

9

《电视综艺晚会

的创新表达与文

化传播》

陈小娟 第一作者
《青年记

者》
2021(16)

其他（北大

核心）

10

《传统创新与跨

界传播：当代花

鼓戏新编剧目的

传承、探索与变

异》

王雯 第一作者
《戏剧文

学》
2021(05)

其他（北大

核心）

11

《镜像、造型与

体验:国产动画

电影的故事经济

策略与未来发

展》

王雯 第一作者
《电影文

学》
2021(03)

其他（北大

核心）

12
《文学评论的时

代性与地域性》
庄桂成 第一作者

《长江丛

刊》
2021(09) 其他

13

《武汉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现

状及对策》

庄桂成 第一作者

《长江大

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

2021(04) 其他

14
《时代的精神与

精神的气氛》
陈澜 第一作者

《长江文

艺评论》
2021(02) 其他

15

《特殊年份的文

学创作——2020

年湖北长篇小说

述评》

肖敏 第一作者
《长江丛

刊》
2021(05) 其他

16

《“云直播”下的

大型活动现场报

道实践教学研

究》

张明敏 第一作者
《新闻文

化建设》
2021(05) 其他

17
《<罗生门>中的

他者叙事》
邓斯博 其他

《戏剧之

家》
2021(28) 其他

18

《简论陶渊明

〈饮酒〉组诗中

的时间意识》

朱晓青 第一作者

《人文论

谭（第十

二辑）》

2021 其他

19

《〈比丘尼传〉中

的“他者”理想

人格》

王婧 第一作者
《名作欣

赏》
2021(26) 其他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GDXK/issues/lxIxReJOxld7RUuJP2aZcEhlO_v7APTAo_Tr99OP0Vu2J62KATwxfuLV6AZ6Z4b9?uniplatform=NZKPT
http://kns-cnki-net-s.vpn.jhun.edu.cn:8118/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5&CurRec=3&recid=&FileName=DYLX202103025&DbName=CJFDLAST2021&DbCode=CJFD&yx=&pr=CJFV2021;&URLID=
http://kns-cnki-net-s.vpn.jhun.edu.cn:8118/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5&CurRec=3&recid=&FileName=DYLX202103025&DbName=CJFDLAST2021&DbCode=CJFD&yx=&pr=CJFV2021;&URLID=
http://kns-cnki-net-s.vpn.jhun.edu.cn:8118/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5&CurRec=3&recid=&FileName=DYLX202103025&DbName=CJFDLAST2021&DbCode=CJFD&yx=&pr=CJFV2021;&URLID=
http://kns-cnki-net-s.vpn.jhun.edu.cn:8118/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5&CurRec=3&recid=&FileName=DYLX202103025&DbName=CJFDLAST2021&DbCode=CJFD&yx=&pr=CJFV2021;&URLID=
http://kns-cnki-net-s.vpn.jhun.edu.cn:8118/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5&CurRec=3&recid=&FileName=DYLX202103025&DbName=CJFDLAST2021&DbCode=CJFD&yx=&pr=CJFV2021;&URLID=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JZSZ/issues/lxIxReJOxlfgdRE47BAUrCgJ9oRUuf3MAIlw1mK47Qg0hvHtwJb40wrBs0mqZpW8?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WWJH/issues/lxIxReJOxleZ7w3Dqo0f3DWulyxri5Mvgbwkm-9XVnd1Od7w-IV51G6J90C1s9mI?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lxIxReJOxlfMtMloRM7V6tMjg0ktnI77vyU0sMvxsOjiJSjKtP5LLBlchRbwGL7TY-ZcRKz8XxU8B3VE4AElKlsl5abjNNY4XnvoXF6_dlGe-4uLQoK4-2OozDS4gq7s906kwzOl8Pvp9lsjWy1HW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lxIxReJOxlfMtMloRM7V6tMjg0ktnI77vyU0sMvxsOjiJSjKtP5LLBlchRbwGL7TY-ZcRKz8XxU8B3VE4AElKlsl5abjNNY4XnvoXF6_dlGe-4uLQoK4-2OozDS4gq7s906kwzOl8Pvp9lsjWy1HW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XJZT/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XJZT/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XJZT/issues/lxIxReJOxlcGm8jpAKJdERAcALb2gtZOKeD78Y-px_-M7h-ks-LV_ZW4Yf9a64Pj?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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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北魏比丘尼墓

志中女性形象的

书写策略》

王婧 第一作者

《山西大

同大学学

报（社会

科学版）》

2021(05) 其他

21

《现实关怀与人

性探微——2020

年湖北中短篇小

说述评》

徐迅 第一作者
《长江丛

刊》

2021 年 3 月

上旬刊
其他

22

《政务短视频内

容生产的连接逻

辑与策略》

陈小娟 第一作者
《江汉大

学学报》
2021(03) 其他

23

《基于创新人才

培养的广播电视

研究生课程教学

内容更新研究—

—以课程“电视

纪录片研究”的

教学为例》

冯岭 第一作者
《传播与

版权》
2021(01) 其他

24

《融媒体时代视

角下现实主义的

精魂——电视剧

<装台>刍议》

冯岭 第一作者
《北方传

媒研究》
2021(04) 其他

25

《新媒体时代艺

术硕士广播电视

领域人才培养特

色及课程建设创

新研究》

冯岭 第一作者
《西部广

播电视》
2021(16) 其他

26

《<山海情>：网

络时代现实主义

创作的新探寻》

冯岭 第一作者
《剧影月

报》
2021(06) 其他

27

《中国共产党防

范重大风险的百

年实践与经验》

梁洁 第一作者

《孝感市

委党校党

刊》

2021 其他

28
《量子力学与文

学生态变迁》
彭松乔 第一作者

《中外文

论》
2021(01) 其他

29

《对初级非洲留

学生的汉语词汇

个案研究》

张芳 第一作者
《教学与

研究》
2021(01) 其他

30

《媒体融合时代

背景下广电播音

与主持的创新与

发展》

李璐 第一作者
《大众文

艺》
2021(17) 其他

31
《音乐文化类电

视节目<经典咏
李樱子 第一作者

《人文论

谭》（第十
2021 其他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DTZJ/issues/lxIxReJOxlf_JuZ_VdKsMs5R2XWAwqZVAISFI-WWkxk57oF5OBlRQz56qhp_h1ZT?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JYYB/issues/lxIxReJOxleUDFwMFwsZ7HGSU_mNPEpa0KyQsZyjxHSwMatuVser4qVSbVdg_29t?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DZLU/issues/lxIxReJOxle_1EeHWKYfYfKozRhwBZ72Y9xL5xWrkUfRAE8bwmq8VdBbd5Cc56Dh?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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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第三季的

创新性研究——

基于拉斯韦尔 5W

传播模式》

二卷）

3.学术交流活动情况

学科举办各种学术活动，扩大学术影响，同时也鼓励学术骨干外

出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学科举办各种学术活动，扩大学术影响，同时也鼓励学术骨干外

出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1）以“江汉大讲坛”和“人文论坛”为依托，邀请来自新疆

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肖涛教授，北京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张鸿声教授，《河南大学学报》主编、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博士点的学

科带头人李伟昉教授线上开讲，三位教授分别从自己的研究领域着手

作了题为《文学视域下的新疆兵团》、《城市文学研究的历程》和《外

国文学研究的中国立场——以林纾、朱东润为例》的学术讲座；线下

邀请武汉大学文学院叶立文教授作了《经验与方法——当代文学研究

的谱系意义》的学术讲座等。

（2）组织 30 余位学术骨干赴北京、深圳等地或线上参加了中华

美学学会第九届全国美学大会暨“新时代中国特色美学基本问题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跨文化视野下文艺理论批评前沿问题”研讨会暨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 18届年会等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并提交

论文、主持会议或作学术报告。

（3）本年度学科依托人文学院和江汉大学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主

办了“新时代非遗进校园的路径与方法”学术研讨会（202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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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新世纪武汉文艺研讨会（2021.6.26）等学术活动，扩大学术影

响。

四、社会服务情况
（一）参与武汉市社会经济文化建设

王桂亮承担了“武汉口头文化的采录与整理”课题、庄桂成承担

“武汉木雕船模”课题、彭松乔承担“武汉地方传说的传承与开发研

究”课题、潘世松承担“武汉中心城区路牌英译生态及生成动因调查

研究”课题。

（二）社会咨询与智力服务活动

曾丹担任国家汉办《国际汉语教师证书》面试官，苏文清、张蕾

承担“基于能力提升的企业员工社交礼仪培训研究”课题研究，盛莉

承担“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的传统文化”课题研究，张芳承担“企业

文化与正能量语言研究”课题研究，程舒婷成承担“企业文化建设与

员工语言表达指导”课题研究，邓斯博承担“楚剧省级非遗传承人抢

救性保护记录工程”，张明敏承担“儿童红色朗诵剧《红巷印象》的

创编、排演”课题研究，万志海承担“深圳宝易聚科技有限公司审美

文化建设研究”。

五、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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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学科属于传统人文社会科学，人才成长周期较长，在高端人

才的引进与培养上存在一定的困难，今后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力争

引进一位楚天学者。

2.本学科经费投入相对单一，主要依靠事业性拨款和科研项目经

费，社会资源资助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体制尚不够完善，学科发展的经

费投入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展。

（二）改进措施

1.以课题申报和研究为抓手，推动学术研究向基础与应用两个维

度深入发展，激发学科成员参与学术创新的活力，课题申报和结题均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以研究成果为导向，从学科经费上予以大力支持，凡是本年度

有学术著作公开出版合同的，学科全额资助出版。

3.以申报科研奖项为契机，鼓励中青年教师向更高的目标看齐，

树立高标杆意识。

4.以参加学术活动为载体，支持学科骨干成员外出参加学术活动，

带论文参加会议，回来后再在学科范围内适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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