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凌建英 性  别 女 民  族 汉族 

 

职  称 教授 职  务 

文学

院院

长 

政治面貌 党员 

学  位 硕士 学  历 硕士 
参加工作 

时间 
1980.12 

出生 

年月 
1963.11 

毕业 

学校 
山西师范大学 

教学及科研成果简介 

 

凌建英，女，汉族，山西阳高人，1963 年生，文学硕士，教授，大同大学文学院院长，1987 年山西师范大

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本校工作至今，2004 年 9 月获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山西省教学名师，山西省学术

技术带头人，山西省 131 领军人才，山西中青年骨干教师；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全国马列文论学会理事，

山西省教育厅联系高级专家，山西省基础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 “文艺美学与地方文化”的教学

与研究，在《文学评论》、《中国大学教学》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 60 多篇，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全文

转载 3 篇，出版著作教材 5 部，主持 201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元文化视野下的云冈石窟审美研究》和教

育部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大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等省部级以上课题 13 项；在全国高师院校首创辩论课，

《中国教育报》以《乘古人之辩风  得学子之本色》为题进行整版报道；获山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3 项，获

山西省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1 项，获山西省第六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优秀

奖 1 项，获山西省青年科技奖 1 项，3 次获山西省优秀教师称号。 

 

一、 教育科研经历 

 

1. 1983.09——1987.07   山西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士 

2. 2002.07——2004.07   天津师范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 

 

二、 主要学术成果 

(一) 发表论文 

 

1. 图像时代文学经典的命运与美育意义，文学评论，2007.03（2），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

（2007 年第 6 期）全文转载，获山西省第七届社科成果优秀奖。 

2. 文化遗产保护中文艺学的选择，文学评论，2011.01（1），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11 年

第 4 期）全文转载。 

3. 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3.01（1），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文

艺理论》（2013 年第 4 期）全文转载。 

4. 广灵剪纸的艺术美与传承思考，文艺理论与批评，p135-138，2009.11（06），论文获山西省高等学校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山西省教育厅，2012 年 3 月 26 日。 

5. 文学理论课程的本科教学思考，中国大学教学，p33-35，2008.06（6）。 

6. 云冈石窟审美接受的当代文化意义，艺术评论，p87-89，2008.03（3）。 



7. 云冈文化的精神追求与传承理念，文艺理论与批评，p138-140 2010.12（06） 

8. 云冈石窟的美学风格，艺术评论，p9-10，2010.11（11） 

9. 云冈石窟·中国雕塑之都，2009 中国文化品牌报告，p386-392，2009.04 

10. 文艺工作者要永远牢记自己的庄严使命，文艺报（理论版），2006.12.26 

 

(二) 代表著作 

 

1. 实用演讲教程（主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07 第一版，15.5 万字，天津。 

2. 中外优秀演讲辞鉴赏（主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07 第一版，12 万字，天津。 

3. 实用辩论教程（专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5 第一版，37 万字，北京。获大同市 2002—2007 社

科成果二等奖。 

4. 辩论辞演讲辞朗诵辞赏析（合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5 第一版，10 万字，北京。 

 

 

(三) 主持代表项目 

 

1.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云冈石窟审美研究，2011 年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编号 11BZW012。 

2. 大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2009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编号 09YJAZH053。 

3. 图像时代文化经典的美育研究，2007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教育部课题，编号 FCB070469。 

4. 云冈石窟审美文化研究，2008 年山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课题，编号:20083019。 

5. 大同地方特色文化保护与产业发展战略研究，2007 年山西省软科学，编号:2007041028-03。 

 

三、 主要获奖 

论文奖： 

 

1. 论文《文学审美教育的当代文化意义》，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06（6），获山西省 2006 年度百部

篇工程三等奖。 

2. 图像时代文学经典的命运与美育意义，文学评论，2007.03（2），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

（2007 年第 6 期）全文转载，获山西省第七届社科成果优秀奖。 

3. 广灵剪纸的艺术美与传承思考，文艺理论与批评，p135-138，2009.11（06），论文获山西省高等学校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山西省教育厅，2012 年 3 月 26 日。 

4.  

教学奖： 

1. 主持省级课题“面向素质教育 创建辩论新课程”， 山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2002 年。《中国教育报》

以“乘古人辩风 得学子本色”为题进行了整版报道。 

2. 主持省级课题《立足中学语文新教材  培养高师学生的综合能力》，获山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2006

年。 

3. 主持省级课题《师范院校文科类课程改革方案研究》，获山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2008 年。 

 

荣誉称号： 

1. 1997 年获山西省“赵雪芳式的模范青年教师”称号。 

2. 1997 年获山西中青年骨干教师称号。 

3. 2004 年获山西省成人教育优秀教师称号； 

4. 2007 年获山西省优秀教师称号。 

5. 2007 年获山西省青年科技奖。 



 

 

6. 2009 年获山西省教学名师称号。 

7. 2010 年获大同大学科技先进个人一等奖。 

8. 2013 年获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称号。 

9. 2013 年获山西省 131 领军人才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