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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邓小泉，江苏如皋人，1975 年出生，2001 年参加工作，2009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

方向 1：教育史

方向 2：教育家与教师专业发展

方向 3：小学教育

科研成果

A. 专著与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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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科研项目

2015-2016，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人才发展）课题：“市场主导下校地合作引才育才机制研究”（15SRB-15），主持

人。



2016-2019，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小学科学教育的历史发生学考察与研究”（16JYB009），主持人。

2021-2024，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江苏文脉工程）：“胡瑗传”（21WMB010），主持人。

2021-2024，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课题攻关项目“百年党史中的著名教育人物谱系研究”（21JZD013），子课题负责人。

教学经历

1.主要承担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等课程的本科教学任务；

2.主要承担中外教育名著研读等课程的研究生教学任务。

1.

2.

1.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一

2.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排名第六

3.江苏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排名第一

4.南通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排名第一

另：本模板供参考，教师个性化宣传信息可自己补充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