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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第八届“十佳师德标兵”

推 荐 审 批 表

姓 名 李传斌 性 别 男 出生日期 1973.8.8

籍 贯
湖北省老
河口市

民 族 汉 政治面貌 无党派

婚姻状况 已婚 学 历
博士研
究生

职 称 教授

职 务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历史文化学院

☑ 2018-2019 学年

□ 2019-2020 学年

□ 2020-2021 学年

□ 2021-2022 学年

(任意选填 1 学年)

本单位教师学年内平均课时数 116

本人学年内承担全日制本科生教学课时数 146

本人学年内承担的教学总课时数 290（研究

生 144）

何时

受过

何种

奖励

（一）科研奖励
1.2016 年，获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 2
2.2020 年，获湖南省第十四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排名第 4
3.2017 年，合作整理的古籍《清季外交史料》获第二届湖南出版
政府奖提名奖，排名第 3
（二）入选人才项目
1.2021 年，入选湖南省青年芙蓉学者
2.2014 年，入选湖南省普通高校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
3.2010 年，入选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
（三）教学奖励
1.2020 年，参与主讲的课程中国通史（二）入选国家线下一流课
程,排名第 2
2.2021 年，主持的近代中外关系史课程入选湖南省线下一流课程
3.2022 年，获湖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 2
4.2016 年，获湖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 3
5.2012 年，获湖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 2
6.2017 年，获“青年中国行”2017 年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调研实
践课题全国 30强项目优秀指导教师
7.2018 年，获 2018 年湖南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
会实践优秀指导老师
8.2019 年，获湖南师范大学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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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8 年，湖南师范大学年度“三育人”优秀个人
10.2019 年 12 月，获湖南师范大学教学优秀奖
11.2020 年 1月，获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教学优秀奖
12.2020 年，主持的近代中外关系史课程入选湖南师范大学课程思
政示范课程
13.2021 年，获湖南师范大学 2021 年大学生暑期调研实践优秀指
导教师。
（四）指导学生获得的主要奖励
1.“创青春”湖南省大学生创业大赛铜奖，2018 年
2.“大有名堂”——湖南郴州汝城宗祠文化研究，获评“青年中国
行”大学生暑期社会调研实践项目“全国三十强团队”，2017 年
3.《从家族祠堂到文化遗产——1949 年以来汝城祠堂的变革史》
获得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口述史成果交流赛二等奖，2017 年
4.《从共和国采矿人到工业遗产守护者》获第八届全国大学生口述
史成果交流赛二等奖，2018 年
5.《工业建设与工业遗产的历史记忆——70 年来“世界铅都”水
口山矿的发展记忆》获第九届中山大学全国大学生口述史成果交流
赛三等奖，2019 年
6.《马格里与晚清时期的中英外交研究》，获第二届茅家琦史学论
坛（本科生组）二等奖,2018 年
7.《煤油治肺病——浅谈 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个骗局》，陕西师
范大学第一届“医学与文明”全国科普写作大赛二等奖，2021 年
8.《民国时期的狂犬病防治》，陕西师范大学第一届“医学与文明”
全国科普写作大赛二等奖，2021 年
9.《1936 年汕头日警倒毙事件研究》，获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好普”励学基金本科生学术论坛一等奖，2019 年
10.《红色土地上的生态家院——关于湖南省资兴市绿色发展的调
研报告》，获湖南师范大学 2021 年大学生暑期调研实践特等奖，
2021 年。

主

要

先

进

事

迹

2001 年 7 月起，我一直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和科
研工作。在前辈教师的指引下，我积极上进，加强道德修养，潜心
教学，努力科研，服务社会，取得一定的成绩。

一、潜心教学，积极进行教学改革
我先后承担有本科生的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外关系史、文化遗

产学概论等课程的教学，承担有研究生的近代中外关系史、中国近
代基督教史等课程的教学。教学过程中，我坚持立德树人，将知识
传授与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结合，进行教学研究和实践。

（一）积极进行课程思政的研究与实践。在教学中注重专业育
人、文化育人外，还注重发挥专业特色，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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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主讲的近代中外关系史课程入选湖南师范大学课程思政示范建
设项目，并获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研究项目“近代中
外关系史课程思政的改革与实践”。

（二）结合学术前沿，以文献选读为切入点，更新教学内容，
加强教材建设。2014 年，获湖南省教育厅教改项目“文献选读与
本科生自主性学习、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整理相关文献资料
多种，参与编纂《中国近现代史简明读本》，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
可供选读的教学参考用书。

（三）加强课程建设，构建新的课程体系。与李育民教授一同
积极进行中国近代史课程的建设，该课程先后入选国家精品课程、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国家级线下一流课程、校级精品开放课程；
我主持的近代中外关系史课程入选 2020 年湖南省线下一流课程。

（四）积极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在加强对学生的知识传授和
学习指导的同时，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性学习与研究性学习，培养学
生的综合能力。2017 年，完成湖南省教育厅教改项目 1 项；2018
年，获湖南省教育厅教改项目“跨学科视域下历史学专业文化遗产
学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就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进行了研究与
实践，先后发表教改论文 2篇。

近年来，我先后合作获有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16、2022）、
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12），主持获有湖南师范大学教学成果
二等奖（2010、2019），以及湖南师范大学教学优秀奖等奖励。

二、开拓创新，积极进行学术研究
我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与对外关系史研究，侧重于中外条

约、基督教史、西医东渐史；注重三者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开展跨
学科研究，拓展研究领域，形成了自身的研究特色和优势。

（一）取得和完成了一批科研项目。我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
基金青年项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乡村卫生建设研究”（2011—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外条约关系通史”子项目“条
约关系的发展与朝贡关系的危机（1861—1895）”（2014—2020
年）以及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 3项、湖南省教育厅项目 3 项；参与
完成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2011
年）、“《清季外交史料》”（2015 年）等重要项目。

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外条约研究学术文献的
搜集、整理与研究（1842-1949）”（2021—2027 年）、国家社科
基金一般项目“医疗卫生与近代中国外交”（2018—2022 年）、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麻风病隔离防疫史料整理与研究”子
项目“清末民国时期麻风隔离防治史研究 ”（2020—2025 年）、
湖南省教育厅项目“基督教与湖湘文化”（2018—2022 年）；此
外，合作主编的“外国人亲历的辛亥革命”丛书入选国家图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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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中宣部 2021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主编的“近代湖
南社会调查文献汇编”入选“十四五”国家出版规划。

（二）在相关领域取得系列成果。已出版专著《条约特权制度
下的医疗事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年）、《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
年）以及合著《近代中外条约研究综述》（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
年）。专著《条约关系的发展与朝贡关系的危机（1861—1895）》
（《近代中外条约关系通史》第 3卷）获 2021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
资助，即将由中华书局于 2022 年出版。合作翻译英文著作《道一
风同》（岳麓书社，2014 年）、编译《来华外人在各地经历的辛
亥革命选译》（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年即出），合作点校
《清季外交史料》（负责第 9、10 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编有文献资料集《千古变局与洋务新政的开办》（中华书局，
2022 年即出）；先后在《近代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抗日
战争研究》《宗教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40余篇，拓展和深
化了相关领域的研究。

（三）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反响。《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
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被认为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研究教会医疗
事业的博士论文，“资料发掘甚为用力，对该领域的研究甚具参考
价值”，是教会医疗事业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之一。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被认为在“基督教与近代中国
的不平等条约之间的关系”研究方面“作了突破”。发表的论文中
有 10余篇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
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历史与社会》等转载或摘介,产生了良好的
反响。上海大学陶飞亚教授指出本人有关“西医东渐研究”的成果
是国内“较有影响”的研究之一。中山大学吴义雄教授认为本人的
教会医疗事业研究是近年来有关中国医学史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
要成果”之一。郝先中教授认为本人是对西医在近代中国的早期传
播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的研究者之一。杜志章认为本人是“医学
社会史领域作出了显著成就”者之一。郑洁、张大庆撰文指出本人
为国内“西医东渐”研究领域的高产研究者之一。

2016 年 1 月，我参与撰写的“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丛
书获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二，承担其中 2
部专著、1部合著）；2020 年 1月，合作完成的成果“中外条约关
系的内涵、形态及其影响”获湖南省第十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
等奖（排名第四）；2017 年 3 月，合作点校的《清季外交史料》
获第二届湖南出版政府奖提名奖（排名第三）。

三、关爱学生，积极进行综合育人
我根据三全育人的要求，热心帮助学生、引导学生，将教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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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课堂内外、学习与实践诸环节结合，积极指导学生进行专业
研究与实践，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养。

（一）指导本科生进行学术探究。结合专业教学和学科资源优
势，积极指导学生进行学术探究，指导学生获国家级和省级大学生
创新项目多项，并顺利结项；学生撰写的论文获有全国史学新秀奖、
南京大学第二届茅家琦史学论坛（本科生组）二等奖等奖励。

（二）指导本科生进行专业实践。指导学生获有省级和国家级
大学生创业项目，获有 2018“创青春”湖南大学生创业大赛铜奖。

（三）指导本科生进行调研实践。指导学生获有多项大学生创
新实践项目，获有中山大学全国大学生口述史成果交流赛二、三等
奖 3 项；多次指导学生进行暑假调研实践，获有校级和省级奖励。

（四）指导研究生综合发展。关注研究生的成长，即时解决其
生活与学习中的问题，指导的研究生均顺利毕业，指导博士生获有
3 项省级研究生创新项目，7 名硕士生毕业后考取山东大学、中山
大学、中南大学、上海大学等校博士研究生。

近年来，我先后获有 2018 年全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
下乡”社会实践优秀指导老师、“青年中国行”2017 年全国大学
生暑期社会调研实践课题全国 30强项目优秀指导教师、湖南师范
大学“三育人”优秀个人等奖励。

四、发挥专业所长，积极从事社会服务
我于 2015—2020 年兼任湖南省历史学会副秘书长，现兼任湖南

省普通高校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近现代中国历史与社会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医学社会史专业委员会理事、
《医疗社会史研究》编委等，发挥专业所长，服务社会。

（一）关注文化遗产，进行文化遗产的研究和调研。参与苏州
历史文化网的建设，作为网站专家组成员，积极提供相关文献信息；
指导学生完成多项调研项目和暑期调研，就湖南桂阳、江永、汝城、
资兴等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进行调查研究，取得相关成果。

（二）关注当前宗教和医疗卫生现状，并进行调查和研究。参
与长沙市城南堂口述史、湖南基督教史文献以及若干医院史料的搜
集、整理与研究；主持完成湖南师范大学 2018 年度统战项目“高
校参与防范宗教问题研究”，发表论文《论高校参与防范宗教问题
的路径与方法——基于专业教学与实践的探讨》；撰写的有关宗教
慈善的论文为《公益时报》所转载。

（三）注重文献的整理与发掘，服务社会文化事业。合作主编
的“外国人亲历的辛亥革命”丛书入选国家“十二五”出版规划、
中宣部 2021 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参与编写的《百年革
命家书》入选 2021 年度“中国好书”，主编的《近代湖南社会调
查文献汇编》入选国家“十四五”出版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