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第五届“少年历史论坛”成功举办  

2022年 12 月 25 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第五届“少年历史论坛”成功举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

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本次论

坛围绕中央精神展开，获得全国各地不少中小学的积极响应，共计收到论文三百多篇。 

本次论坛分为开幕式和分论坛研讨两个部分。在上午的开幕式上，历史学院副院长黄

国辉教授致辞，对参加论坛的同学和指导老师表示热烈的欢迎。他鼓励有志的同学未

来可以选择历史专业，欢迎同学们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发展管理部田军副部长致辞，田部长介绍本次论坛共有近

百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学校同学提供了高水平的论文，感谢专家和老师对学生进行的

指导，并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北师大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致辞，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兼职教

授、著名历史教育家、特级教师、论坛发起人朱尔澄先生表示感谢，并对论坛的育人



意义进行了阐发。杨老师感谢了所有组织者，祝愿本论坛发挥更大的作用。 

 

北师大二附中周云老师分享了二附中的宝贵经验，他将历史学科的阅读实践活动

体系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展示了二附中师生的实践成果。历史阅读实践活动体系的

建构与实施，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地与学生的深度学习创造条件，进而为学生的

全面长远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历史学院历史教育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郑林教授在发言中表达了对各个学

校、各位指导老师和参会同学的感谢。他指出历史学习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非常

重要的内容。他倡导同学们通过对史实的探究，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

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从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发言，对广大同学的研究精神进行了鼓励和肯定，他从“问

题”讲起，指出问题意识是一种关键的历史思维，对如何写作历史小论文进行了充分的



阐释，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当天下午，根据学生论文的内容，论坛分别以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共

党史、世界史、建筑史、奥运历史、口述史、家史、乡土史等内容为主题，设置了十

三个分会场展开研讨，请专家进行点评。在各分论坛上，同学们从选题缘起、研究思

路、研究特色和个人感悟等方面进行阐述，展现了当代青少年对学术研究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