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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教研高〔2021〕51 号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关于公布 2021 年市局直属高中学生思想政治、

历史小论文评审结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教研部门，市局直属各高中： 

2021 年温州市教育局直属高中学生思想政治、历史小论

文评审业已结束。本次活动共收到学生思想政治小论文 248

篇、历史小论文 225 篇，经评审，共评出思想政治小论文一

等奖 25 篇、二等奖 50 篇、三等奖 75 篇；历史小论文一等

奖 23 篇、二等奖 45 篇、三等奖 68 篇。现将评审结果予以

公布（具体名单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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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温州市教育局直属高中学生思想政治小论文评

审获奖名单 

2. 2021 年温州市教育局直属高中学生历史小论文评审获

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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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温州市教育局直属高中学生思想政治小论文评审获奖名单 
一等奖（25 篇） 

题目 学校 学生 指导师 

“沉舟侧畔千帆过”---从平阳一

鸣食品产业的变革浅析民营企业

的发展之举 

龙湾区永强中学 张伊楠 雷欣欣 曹曼靖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关于

智能手机对高中生假期学习影响

的调查研究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金申申 谭 雪 叶佳佳 

姜芊好 
朱丽娟 

“禁塑令”“限塑令”下鹿城区相

关塑料制品使用状况调查和探讨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陈昱岐 王知圣 王亚茹 

纪珊珊 
陈绍伟 

“全民健身”政策落实——以“百

姓健身房”项目为例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余汶轩 叶温丹 

“楼上难？楼下难？”——从温迪

锦园电梯加装困境探寻社区公共

物品供给的治理之道 

温州中学 张天怀 张陈静 

AED背后：国内急救事业发展现状

与思考 
温州中学 苏晟轩 张陈静 

关于中国全面开放二孩政策的分

析与思考 
温州中学 项一芮 张陈静 

君不见，白发身陷“数字沼潭”？

——探析温州老年群体“微溶”于

智能时代的现状及对策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王子墨 吕智勇 

莫让“饭圈”变怪圈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叶以琳 黄一祎 吕智勇 

浅谈当代中国电子竞技的发展前

景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卢信泽 盛文豪 邵炯量 

吴俊锦 余梓豪 曾梓煜 
林佳宁 

天堑变通途——智能化时代老人

如何跨越数字鸿沟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陈嘉伦 陈奔帆 陈镭坤 

金胡杨 
沈燕春 

从城市“疮疤”到城市“客厅”：

旧城改造的路径选择与经验启示

——以温州南塘街改造为例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杨 洋 周卓蒙 叶长颐 朱丽娟 

当老龄化遇到智能化：老年人智能

滞后问题与改善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薛涵子 周明明 

反客为主的“丧文化”----以“网

抑云”为例 
 温州市沙城高级中学 徐镕镕 庞亚纬 

关于交通的建设，路漫漫其修远兮

——以温州 BRT和 S1 为例 
温州人文高级中学 

何家诺 陈律翰 季雨泽 

李奕璋 
诸葛丽洁 

光影永不落幕  热爱永不磨灭—

—从《你好，李焕英》看中国电影

如何挣脱困境 

龙湾区永强中学 向郁聪 潘益鹏 

降价提流量   便民促发展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张宏阳 周晨鑫 郑佳佳 

张培君 
陈绍伟 

就地过年，此心安处是故乡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林可卿 赵金兰 

浅析“双循环”背景下温州鞋业对

外贸易新出路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卓陶然 

陈茜茜 

毛霞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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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温州城市行”点亮“中国文化

绿”   
温州人文高级中学 陈丽瑶 胡豪展 诸葛丽洁 

人心向“影”——从新年贺岁档电

影看电影行业发展 
龙湾区永强中学 周旭艳 曹曼靖 

散阵投“巢”——关于温州 BRT 站

台“城市书巢”的问题与对策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缪依芮 陈嫣然 陈祉添 

徐 晴 
朱丽娟 

温州夜市经济的发展困境与出路

--以新桥、南塘夜市为例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朱奕菲 林华崇 罗景燕 

一纸禁管令——纸吸管的环保问

题研究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李沐子 刘服园  

原地过年：小家更有大情怀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刘一颖  鲁徐诺 夏孟耸 

二等奖（50 篇） 

题目 学校 学生 指导师 

“电商富渔”——从洞头区电

商发展看乡村振兴 
洞头区第一中学 苏珈颖 何映 

“户”联网串起“室”视频——

针对当今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短

视频的盛行所带来的现象而引

发的思考 

龙湾区永强中学 朱宸萱 曹曼靖 

“漫漫绿色路，慢慢共发展”—

—关于温州新能源汽车现状分

析与策略思考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黄忱益 王礼煜 金程鹏 

余文俊 
叶伶俐 

“问”瑞“谈”河——从瑞安河    

看河水整治不彻底原因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叶琼乔 李嘉棋 吕智勇 

各方联动筑平台，多元合作治难

题——以温州明眸皓齿工程为例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项诗涵 伍轩瑶 任欢洳 

石璐玮 
沈燕春 

关于如何实现盲道功能最大化

的调查研究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余姿颖 章智琳 丁雯靖 

吴诗雨 邹佳瑜 
王丽丽 

关于温州吾悦广场良性运营的

思考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白依灵 应联敏 

环保吸管的使用体验及其改进

措施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陈津成 潘怡静 倪 好 

金冰茹 厉姿伶 
林佳宁 

绽放非遗之花——我眼中的温

州鼓词 
温州市艺术学校 涂歆漫 孙诗 

2021 年春节期间电影“报复性

增长”浅见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蔡一然 叶招财 

996 工作制背景下的打工人之

“路” 
洞头区第一中学 陈江南 何映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疫

情中中美政治制度比较 
温州市啸秋中学 董子璇 汪正东 

传统与现代对接，传承与复兴南

戏——以温州瓯剧为例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金倍如 金典 叶温丹 

从李子柒热看中华优秀文化的

传播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黄歆迪 叶招财 

从我家快递站点中引发的思考 温州市啸秋中学 马蕊蕊 尤圣珠 

蛋壳——长租公寓频频爆雷的

原因和解决方案 
龙湾区永强中学 何 炅 曹曼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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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永昆”传承的现状调查与

研究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潘温婧 陈添丞 张蓓蓓 王斌雅 

关于城市河流污染和治理现状

的探究——以会昌河为例 
温州外国语学校 张菀宸 杨夕儿 郑 好 

张海光 

刘晓杰 

关于小区物业与业主矛盾的成

因及对策研究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高叶炯皜 叶君为 卢榆增 

浇筑绿色时代之叶，撷取资源循

环之花——以快递包装为例 
温州人文高级中学 徐昕旖 陈舒慧 诸葛丽洁 

厘清根源，延续新生——以中国

非遗问题为例  
温州人文高级中学 刘欢欢 卢甜怡 诸葛丽洁 

立足时代洪流，奋力向前涵游—

—浅谈温州近年发展中面临的

问题 

温州人文高级中学 卢柯嘉 俞优红 

鹿城区老旧小区改造现状及对

策研究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朱乔灵 

陈茜茜 

毛霞丽 

浅谈如何培养青少年阳刚之气 温州市沙城高级中学 孙婷婷 陈吴宪 
吴小邓 

章海帆 

浅谈网络授课的高效利用 温州市沙城高级中学 叶温静 庞亚纬 

浅谈温州地摊经济的乱象及解

决建议 
温州人文高级中学 张瀚文 诸葛丽洁 

浅析当代学区房折射出的社会

现象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王冰睿 

陈茜茜 

毛霞丽 

浅析乡村旅游发展现状——以

苍南沿浦老街为例 
温州外国语学校 林 怡 

张海光 

刘晓杰 

强化调解功能，构建和谐校园 温州市啸秋中学 周浩文 汪正东 

瞿溪河的治理研究 瓯海区三溪中学 吴雯雯 张珅诚 金温和 陈苗苗 

让公筷常在，将病毒拒之门外 

——推行公勺公筷的现状及思

考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李涵 黄烨浩 吴国熠 

林谦信 
夏孟耸 

人间烟火，中国生机——浅谈复

苏的地摊经济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胡晨跃 黄舒琰 叶温丹 

如何交好“脱贫攻坚”到“乡村

振兴”的接力棒——以温州泰顺

县为例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陈佳妮 夏安琪 林郑一 杨红义 

社区团购模式发展困境与对策

——基于温州社区团购发展现

状的调查研究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王子涵 郑 玘 罗景燕 

时间都去哪了——温州市区青

少年学生的时间管理现状与建

议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伊洛 廖金晶 王灿蕊 

吕语涵 
夏孟耸 

世间温情难寻，盲人不见踪影—

—从盲人出行的处境探讨现今

残障人士生活的困境 

龙湾区永强中学 罗 雯 朱金铃 曹曼靖 

水网星泛，驱散黑暗——以永嘉

上塘为例  
温州人文高级中学 胡伟好 徐琦皓 李安满 诸葛丽洁 

网络红人“丁真”带来了什么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杨  灵 汪海亮 

为有源头活水—从旱情谈楠溪

江水资源保护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罗 拉 顾 崴 

温州城市书房探究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王川旻 
陈茜茜 

毛霞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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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75 篇） 

温州轨道建设的探索——以 S1

线为例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张艺馨 谭向巧 叶温丹 

无奈的城市，请给车一个的家—

—浅谈温州停车乱象  
温州人文高级中学 徐凯晴 诸葛丽洁 

五颜六色的黑——关于对温州

市视障者群体认知的社会调查

和思考 

温州艺术学校 陈奕佳 邵卓思 陈晓丹 

现代公民集体意识的调查报告 龙湾区永强中学 王俊橙 
张银华 

项拓 

醒狮醒国魂，击鼓振精神——从

舞剧《醒·狮》浅析如何生产社

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 

龙湾区永强中学 郑浩楠 潘益鹏 

亦师亦友亦哲学 温州市啸秋中学 张伊汝 祝龙珠 

疫情时代付费自习室面面观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胡挺婧 叶招财 

直播带货利弊谈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胡博佳 叶招财 

致敬烈士牺牲  践行爱国精神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王心怡 朱克展 

中国民族品牌的没落与崛起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叶添芯 叶佳晨 

题目 学校 学生 指导师 

“长子”复苏，“冰雪”消融—

—对东北三省发展的思考 
温州人文高级中学 李骏扬 储科睿 诸葛丽洁 

“氢”装上阵——浅析新能源

汽车发展现状及对策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金林茹 季于愉 孙雨施 

葛玲希 
吕智勇 

把爱寄回家——浅议疫情下的

网购式拜年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祝崇豪 孟晶晶 

防垄断和知识产权保护视阈下

的互联网平台竞争——以网易

云音乐 VS腾讯音乐为例 

温州中学 林奕成 杨仲景 

关于春晚观众流失的现状及对

策思考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蔡依颖 邵迦静 王夏园 

林芯茹 
林佳宁 

关于“带节奏”现象的一些思考 温州中学 徐 嘉 刘佳睿 陈诗堰 沈兴漾 

浅谈现行制度下网约车保障乘

客安全方略 
温州中学 刘 果 张依亭 

浅析“互联网+”时代下的网红

经济 
温州中学 黄智慧 张依亭 

浅析社区团购模式 温州中学 王思诗 陈诺 

浅析网络直播销售新模式——

直播带货 
温州中学 蔡易臻 张陈静 

睡眠交易——助眠类 APP的现

在与未来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林晨洁 程于豪 朱 琪 

杨安凯 徐驰皓 
吕智勇 

网络院线：从经济观成败与未来 温州中学 陈书恒 张依亭 

智能手机时代，老年人不能落下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潘俞洁 刘一宁 应联敏 

O2O商业模式下网络外卖的现状

及发展分析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黄靖博 朱丽娟 

本土·生命·文化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张芸菲 姚丛艳 

别让“鞋”教破坏和“鞋”社会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叶迅宏 李丽珍 

别让抖音“兜”走你的时间 温州市啸秋中学 李红媛 汪正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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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档离谱票价背后的真相 龙湾区永强中学 余恩琪 曹曼靖 

春节期间温州燃放烟花爆竹调

查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潘昱彤 陈琴 

从韩国“偷窃”中国文化事件看

——我国的文化传承与文化自

信 

温州市艺术学校 高一 叶紫玥 林虹 

从新冠疫情看中国政治制度的

比较优势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陈 杨 李丽珍 

当代中国消费券经济政策研究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黄柏元 吴炎平 

对疫情期间基层群众自治的分

析 
洞头区第一中学 范婷婷 汪秀界 

多管齐下，撑起未成年人的防护

伞——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对

策初探 

温州人文高级中学 谷栗梓 诸葛丽洁 

高中生如何看待环保问题 温州市啸秋中学 曾伟建 尤圣珠 

高中校园垃圾分类存在的问题

与出路——以温州市普通高中

为例 

温州市沙城高级中学 赖珏妤 庞亚纬 

关爱老年人关注养老业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姚龙骁 姚丛艳 

关于当代青年“婚育观”的思考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陈梦羽 邱歆砚 何春苗 

关于高中生加强地方党史学习

的思考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墨初 

陈茜茜 

毛霞丽 

关于小区垃圾分类实施现状调

查研究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李 想 叶坚秀 

关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的思考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夏一炜 陈志钊 

喝奶茶的快感去哪了——浅谈

纸吸管政策 
洞头区第一中学 谭 攀 汪秀界 

后疫情时代“温州模式”如何再

焕活力——以温州龙港市为例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杨亚科 李昕阳 张勋凯 

黄泽凯 
杨红义 

简论纸吸管商用推广难的问题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陈昱含 叶招财 

净化手机管理，还校园蔚蓝晴空 温州市啸秋中学 曾梦雪 尤圣珠 

理性之思托起技术之翼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刘铠瑞 姚丛艳 

路边摊折射出的食品问题 洞头区第一中学 魏 祺 汪秀界 

论“瓯 e办”如何便民服务 温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计瑶瑞 孙西望 

论老旧小区改造促城市品质提

升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肖舒心 姜妃妮 

陈茜茜 

毛霞丽 

马克思中国化对青年使命观的

影响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章彤欣 吴炎平 

凝法治之力，建大美乡村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郑亦栩 

陈茜茜 

毛霞丽 

女童母亲支持女儿接种 HPV疫

苗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戚愿纯 

陈茜茜 

毛霞丽 

瓯剧的继承与保护——传统文

化与当今时代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吴 钰 徐必予 

浅谈大型商场经营致胜要素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高怡选 林品妍 王翔莎 

浅谈地摊经济对当今社会经济

影响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叶心田 陈琴 

浅谈后疫情时代最后一公里经

济的发展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徐夏初 陈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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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引进境外社交媒体对我国

的影响以 BBC为例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高嘉程 陈琴 

浅析 2020下半年电闸限电的含

义原因与影响 
温州外国语学校 何润漫 杨欢晨 卓依 

张海光  

刘晓杰 

浅析抖音对未成年人思想方面

的影响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吴晨余 高 尚 林 骋 

金渊奇 孙甜辣 
夏孟耸 

浅析网络公益的发展——以水

滴筹网络平台为例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潘雨卉 

陈茜茜 

毛霞丽 

浅议垃圾分类的现状 洞头区第一中学 郑心慧 陈子乐 郑心洁 汪秀界 

青少年网络暴力现象——以王

晶晶遭受网络暴力为主例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袁玉鸣 刘梅萍 

倾巢之下，焉有完卵——浅谈饭

圈文化 
洞头区第一中学 陈姝欣 王梦婷 

情、理、法的关系思考——基于

温州拆迁纠纷案例阅读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林泓妤 

陈茜茜 

毛霞丽 

全国政协委员建议“适当恢复电

视剧中插广告”之我见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邵阳航 陈四军 

让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当前

网络舆论环境状况分析及建议  
温州人文高级中学 郑子辕 诸葛丽洁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 温州市啸秋中学 杨雅岚 祝龙珠 

守望乡音，赓续时代之音——以

苍南方言为例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蒋 旋 

陈茜茜 

毛霞丽 

顺势而生——浅谈市场需求对

口腔医疗行业发展的影响 
龙湾区永强中学 向骏飞 张哈利 曹曼靖 

外卖员之难，社会之难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陈若兮 汪海亮 

网红经济怎样才能“常红”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谢 斌 何春苗 

网课知多少 温州市沙城高级中学 李楠楠 吴小邓 

网络群体性事件表现形式及成

因探究 
温州外国语学校 金梓慧 曹 元 

张海光 

刘晓杰 

文过留影，融汇于心——浅谈中

国的文化传承问题  
温州人文高级中学 王一铭 陈 林 俞优红 

掀起“播”澜——关于“电商+

直播”模式发展的探索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任铭杨 陈小蓉 

以“拒绝盗摄倡议”事件思考中

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胡可可 陈煜烨 杨红义 

疫情背景下如何重振地摊经济 温州市啸秋中学 王祺淇 尤圣珠 

疫情背景下中美两国政治制度

对两国的影响 
温州外国语学校 俞乔翼 

张海光 

刘晓杰 

疫情当前，中国当先——对新冠

疫苗从“0”到“1”的思考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黄一漫 邹嘉洁 戴林慧 

邱温惠 
杨红义 

疫情时期我国地摊经济变迁的

思考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郑凯睿 胡希宏 叶招财 

引进来，走出去，碰撞出文化之

花  
温州人文高级中学 方蜚涛 诸葛丽洁 

咏棉·图宏志 温州市啸秋中学 桑林凯 祝龙珠 

云上消费    去芜存菁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吴蕴雯 汪海亮 

在霓屿街道移动的“小钱包”—

—移动支付使用情况 
洞头区第一中学 黄奕谷 汪秀界 

走进洞头海岛旅游业 洞头区第一中学 杨雨娜 汪秀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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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温州市教育局直属高中学生历史小论文评审获奖名单 

一等奖（23 篇） 

题目 学校 学生 指导师 

务实·灵活·创新——“菲亚特现

象”及其精神内涵浅思 
温州中学 梁孜鑫 杨文密 

浅析温州中学进步校刊《新路》里

的家国情怀 
温州中学 林奕成 黄维汀 

对一战后中国民族工业很快萧条观

点的商榷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林温琪 马志宇 

浅析秦王嬴政出台逐客令的原因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张 弘 李科 

大浪淘尽，枝叶硕茂——以马氏为

例初探温州家族文化基因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胡语轩 倪温慧 王偲嫣 

叶雨茜 
吴琳 

浅析人口流动与“温州人精神”形

成的关联 
温州中学 潘韵如 陈一平 

怎么又成韩国的了？——解剖东亚

多元文化矛盾现象，探讨人·国·文

化 

温州外国语学校 罗子尧 孟磊 

浅析南戏《张协状元》——寻访藏

匿时光中的故事 
温州外国语学校 陈 丹 陈昕言 王睿妍 孟磊 

晚清利济医学堂培养中医人才新模

式的探究 
温州中学 蔡易臻 陈一平 

浅证陈宜中在逃跑之说中的功臣形

象 
温州中学 卢佳佳 董 翔 陈一平 

永昌堡英桥王氏家训中的家国情怀

及其传承 
温州中学 徐蕴祎 方军 

东山 or 鹅峰，谁是史上温州最早书

院？ 
温州中学 孙嘉周 陈一平 

以泽雅造纸为例谈非遗文化的传承

与保护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李嘉棋 陈昱颖 沈传扬 

基于“修昔底德陷阱”的新型中美

关系 
温州中学新疆部 金 辉 杨文密 

宋高宗南渡对温州的历史影响 温州外国语学校 程 然 孟磊 

香妃与喀什“香妃墓”的真实性探

析  
温州中学新疆部 

阿卜杜热合曼·如则麦麦

提＿ 
王海洋 

宣传画里的国家记忆 温州市艺术学校 季钊汝 包蓉蓉 

玉成桃李，海涌波澜——浅谈玉海

楼建造的缘由 
温州中学 张崇辉 蒲华 

温州市区古巷迁建中古宅保护研究

—— 以“庆年坊+夏鼐故居”古宅

改造保护为例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黄千宸 洪晖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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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45 篇） 

抗战初期温州港短暂发展的原因初

探 
温州中学 章晶晶 陈只信 

浅析苏慧廉对晚清温州地区文教卫

事业的影响 
温州中学 叶一荷 方军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南

师精神的追溯与发扬 
温州外国语学校 金慧铭 孟磊 

雨过天晴云破处——就永嘉马鞍山

龙泉窑的发现浅析温州瓷窑的变化

与发展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项煊然 史辉跃 

题目 学校 学生 指导师 

以一灯传至诸灯，直至万盏皆明”

——浅论乐清市细纹刻纸工艺的保

护与传承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柯 伊 郑瑾姝 王紫萱 

项子枫 
洪晖兴 

浅论温州市区信河街古巷的保护—

—千年古街古巷承载温州记忆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徐子晰 王艺璇 李 桉 洪晖兴 

浅谈叶适务实创新思想对“温州模

式”的影响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缪析言 张浙西 

从事革命为国为民，致力兴学创办

实业——试论黄溯初的家国情怀 
温州中学 杨安琦 倪羽筝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抉择——由

“严日顺”瓯绸坊发展史引发的思

考 

温州中学 严 趣 杨文密 

浅探晚清温籍士绅陈黻宸的交游网

络 
温州中学 黄友晟 胡英瀚 林红宇 

文化传承下的一株红梅——瓯绣 龙湾区永强中学 王聪聪 朱倩倩 

温州童谣的传承与发展 龙湾区永强中学 孙亚宁 孙心坚 李建燕 

千尺虹桥挂碧霄 ——从“编梁”技

艺探究文化遗产传承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严心怡 诸葛婷婷 刘平 

破碎的廊桥遗梦是否应该拾起——

论泰顺廊桥的重建 
温州外国语学校 林冰怡 孟磊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浅谈永嘉学派的形成及对于当

今温州精神的影响 

温州外国语学校 林润宜 孟磊 

云想衣裳花想容 温州市艺术学校 陈怡彤 陈迦孩 包蓉蓉 

试述君主专制对清代学术研究方向

的影响 
温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林祺航 连家豪 

浅析温州石刻艺术的保护及传承—

—千年石刻承载温州记忆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鲁徐诺 刘一颖 洪晖兴 

古堡名筑，今承其路——浅谈永昌

堡的文化与传承 
龙湾区永强中学 

莫佳越 项意晴 麻恩惠 

陈文娜 
朱倩倩 

古建筑的冠冕——中国古建筑的屋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戴桢冉 徐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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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及其文化内涵 

走进瓯窑 温州外国语学校 叶羽彤 孔陈洋雨 赵涵洁 孟磊 

小人物，大历史——以一战青田华

工为例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王瓯翔 金胡杨 徐智源 张浙西 

一片繁华海上头——温州港的昨

天、今天和明天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朱昱颖 潘品煊 徐靖玮 

胡添然 
吴若君 

从农民起义的失败看工农武装割据

道路的成功 
温州人文高级中学 黄佳慧 薛媛媛 徐凯晴 叶海珍 

瑞安东源木活字印刷初探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王萱妍 胡先哲 

浅析二战期间犹太人逃往上海的原

因及影响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白雯欣 陈金乡 

“小脚娘”的故事 温州市艺术学校 张菀格 包蓉蓉 

浅析《史记》和《汉书》对汉文帝

记载的差别 
温州市艺术学校 虞佳烨 叶建锡 

中央集权的滥觞——从中央集权角

度看商鞅变法对秦国的变革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余 豪 李科 

天下霸业谁主沉浮 温州市艺术学校 黄暄颐 包蓉蓉 

白象塔下的佛光印迹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郑文博 陈娟嫚 

环水古城几没灰，抗倭精神今犹在

——抗倭古镇金乡卫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温晶晶 谢倩倩 

探寻日本侵华战争遗孤的人生故事 温州外国语学校 吴昕谕 孟磊 

血缘的传承，历史的脉络——以平

阳萧江渡郑氏家谱为例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郑博雅 郑子洋 张浙西 

从朱元璋的画像窥得其功过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刘一宁 朱晋然 周兴博 翁晓如 

在夹缝中求生存——百好炼乳厂与

英瑞公司的商战小探 
温州中学新疆部 

麻雨婷 闫新萍娜地

拉·巴合达尔 
杨文密 

走过一片风雨，路过一段人情——

寻访泰顺廊桥的历史、人文痕迹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叶慧乐 郑青青 

略论温州鼓词的传承与保护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朱如慧 郑诗淇 胡先哲 

中华之文韵 民族之纽带 温州市艺术学校 邱子珆 包蓉蓉 

温州的地名文化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郑思露 陈金乡 

黄群宪政思想初探 温州中学新疆部 
李 博 付 杰 阿卜杜热

合曼·努尔艾麦提 
杨文密 

中国的新型和平崛起不会陷入传统

陷阱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邹卓毅 董潇茹 

明代城镇经济发展——以江南城镇

为例 
温州人文高级中学 王 开 杨军伟 

浅谈抗战时期温州三次沦陷 龙湾区永强中学 冯奇阳 王文君 朱倩倩 

黑暗让光芒更加耀眼——论《烟台

条约》对温州的影响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郑佳乐 郑思淳 汤巧珍 

乍见之欢，久处怦然——浅谈旗袍

的前世今生 
温州外国语学校 戚严方 戚严心 郑 祺 孟磊 

瓯剧传承与发展 温州外国语学校 王 暖 孟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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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67 篇） 

浅谈“韩国抄袭中国”的历史渊源 温州市艺术学校 叶一墨 叶建锡 

徽商与徽菜 温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王 楠 连家豪 

对西南联大办学成功原因的思考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孙源源 盛昊 

题目 学校 学生 指导师 

墨色生香八百年——传承世界非遗

项目瑞安木活字印刷术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蔡依颖 史辉跃 

抱素怀朴的温州民俗与辞致雅赡的

词——拦街福与竹枝词的碰撞与相

融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潘奕衡 徐彬彬 

温州改革开放历史研究热点知识图

谱研究——基于 CNKI 核心期刊文

献的关键词共词分析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刘瑶萌 尚小斌 

《荆钗记》本事来源考 温州中学 陈懿嘉 陈只信 

初探温州地方曲艺——鼓词 龙湾区永强中学 王铭洁 黄聪敏 

乡音绕梁，鼓词兴衰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 杨 悠 易婧 

浙南火种的诞生——小议特定时空

下的浙南一大 
龙湾区永强中学 张锦炜 张展博 章振隆 金蒙蒙 

品读温言，追溯汗青 龙湾区永强中学 
王诗涵 王昌辉 唐丽茹 

徐慧珍 
李建燕 

浙南革命的火种——中共温州独立

支部初探 
龙湾区永强中学 董圣洋 李建燕 

关于温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龙湾区永强中学 方昕瑞 朱奕茹 王一靓 
张银华 

夏安乐 

浅析秦始皇之暴政 温州外国语学校 施雅琼 孟磊 

渐弱的鸣弦——浅谈南戏的发展与

传承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朱 妍 张浙西 

1860-1919 年江浙沪地区民族资本

主义经济的发展 
温州人文高级中学 吴蒙悦 叶海珍 

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温州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林彦汝 周摇摇 尚婷婷 

魏晋建安风骨研究综述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王昱颖 雷蕾 

谈墨家思想在封建王朝的发展和当

代价值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吴达展 王礼煜 陈熙鑫 

章 捷 
谢倩倩 

论“贞观之治”的出现 洞头区第一中学 陈祉亦 杨露露 

论基督教与西方法律的内在联系 洞头区第一中学 柯轶邵 禹坤 

碗里的故事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 张雅歌 郑晋熙 

从光绪帝后两党之争看近代社会危

局 
温州外国语学校 季 婧 孟磊 

斯大林模式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

路 
温州市沙城高级中学 丁文静 邵莹莹 

浅探古代奴隶制发展的根源 温州中学 应昕恬 陈一平 

温州蓝夹缬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金奕攸 尚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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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登·约翰逊“伟大社会”现实中

的矛盾 
温州外国语学校 何可欣 孟磊 

重忆红军苦，牢记挖井人——以红

十三军武器为例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刘城榆 张浙西 

浅谈胡椒贸易历史及其作用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郑锦杰 滕海燕 叶敏 

祝融佐理振国威，秋风萧瑟卧文园—

—浅谈<神器谱>的成就与精神追求 
温州中学 李泓勋 林红宇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 基于数据调查的温州方言研

究和保护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李钰婷 吴琳 

从广东战事的失败简析鸦片战争失

败的必然性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叶鸿恺 林爱博 

论清政府成功解决蒙古问题的策略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李立行 李科 

试析中国古代历史上三次人口南迁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赵 颖 罗丽丹 

差距、战局与误判：珍珠港事变的

由来 
洞头区第一中学 汪刘炟 

张素芬、禹

坤 

深埋民间的宝藏：回折细小，经世

致用——探析回族“小经”文字的

沉浮 

温州中学新疆部 李 藤 王海洋 

探究支付方式的演变以及发展趋势 龙湾区永强中学 
周心雅 周星约 周婷婷 

王佳慧 

张银华、夏

安乐 

一代枭雄，另面人生——探索袁世

凯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积极作用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周 烨 罗丽丹 

明代地方权力结构变化与宦官兴起

的负面影响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徐善安 李文杰 

利爪生烟踏海涛：瓯越“擒雕”耀

华夏 
温州外国语学校 叶紫瑶 孟磊 

浅谈孙诒让的女学思想产生对温州

教育的影响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 赵禾一 易婧 

繁简之争：对繁简体汉字的初探和

思考 
温州外国语学校 潘佳瑶 李瀚洋 孟磊 

南京云锦初探 龙湾区永强中学 孙睿遥 潘冰心 

论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的原因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江仪凌 林爱博 

浅析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高艺格 戴佩瑶 朱屹城 

谢昊展 
胡先哲 

狮子、老虎、驴——袁世凯外交形

象浅析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孙文浩张博 张浙西 

从朱熹女教思想认识“存天理，灭

人欲”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黄正泽 罗丽丹 

我辈即历史，勿走曾经路——浅谈

扬州瘦马 
洞头区第一中学 陈姝欣 范胜德 

天生我材必有用——浅析工匠精

神：以泽雅造纸为例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冯丞凯 徐长乐 周翰正 

李政轩 
吴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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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期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姜超涵 王昭程 蔡凤 

统一是时代的趋势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季霖雯 蔡孙丹 

以温州童谣为例分析中国童谣的历

史发展与文化意蕴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邓时时 叶芳鸿 全佳诚 蔡孙丹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出租车行业的变

化调查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潘诗瑶 林曼奇 虞森 

从家国情怀素养看张学良的爱国之

心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李哲好 盛 昊 

石刻文化刍议——以温州青灯石刻

为例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朱如慧 韩子依 孔令海 

项振晖 
胡先哲 

浅谈中国科举制度的发展历程――

以温州科举文化发展演变史为例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程婉婷 赖芊蒨 刘扬帆 

就不同制度下的生产关系谈李约瑟

难题 
温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吴昊轩 姜 翔 连家豪 

希特勒大量屠杀犹太人的原因探析 温州中学新疆部 古丽再排尔 王海洋 

民俗的传承与创新——以温州拦街

福为例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蒋欣妤 章舒迪 吴若君 

从群众角度看辛亥革命的局限和五

四运动的成功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周洵卉 林爱博 

浅谈龙湾区浃底村叶氏宗祠历史背

景——以叶氏为例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叶芷彤 杨诗怡 徐 露 刘扬帆 

从阶级视角审视蒙古帝国初期军事

胜利的原因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陈煊瑶 李科 

小家庭，小城镇，大格局 “温州模

式”初探——以桥头纽扣发展为例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陈嘉伦 陈镭坤 陈奔帆 

叶宇森 
张浙西 

小议 “焚书坑儒”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连郁婷 陈金乡 

温州的蜕变——论改革开放以来中

共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赵浏越 汤巧珍 

从贤相到神探的前世今生——当狄

仁杰遇上高罗佩 
温州外国语学校 黄沁军 孟磊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从中日僧

俗诗谊看日本遣唐使在其文化发展

中的作用 

温州外国语学校 
金莹滢 林南菁 黄一珂 

戴 慧 
孟磊 

浅谈武则天成为中国唯一女皇帝的

原因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林愉静 李科 

浅谈温州经济的发展变化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冯柯然 时 磊 谢倩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