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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教研高〔2021〕52 号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关于公布 2021 年温州市高中学生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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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篇、历史小

论文 301 篇，经评审，共评出思想政治小论文一等奖 29 篇、

二等奖 58 篇、三等奖 87 篇；历史小论文一等奖 30 篇、二

等奖 60 篇、三等奖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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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温州市高中学生思想政治小论文评审获奖名单 

2. 2021 年温州市高中学生历史小论文评审获奖名单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2021 年 6 月 22 日 

 

 

 

 

 

 

 

 

 

 

 

 
                                                            

抄送： 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2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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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温州市高中学生思想政治小论文评审获奖名单 
 

一等奖（29 篇） 
题目 学校 学生 指导师 

给劳动教育增添时代色彩——关

于瑞安地区部分高中劳育现状的

调查 

瑞安中学 张心悦 温胜利 

管中窥“塑”雪，苍茫探绿出——

基于“吸管换代”举措探寻塑料白

色污染治理之道 

瑞安中学 虞浚豪 温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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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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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耕沃土展激情，乡村振兴焕生机

——从曹村全域旅游看乡村产业

振兴 

瑞安中学 高子蕙 温胜利 

游于云端行于路，线上线下两开花

——从“云游敦煌”小程序看后疫

情时代博物馆新型发展道路 

瑞安中学 曹 颖 温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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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高路远，纸短情长——探究信息

时代纸媒文化的发展方式 
瑞安中学 周 周 温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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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弃口罩”，该何去何从？ 瑞安中学 娄铭珂 周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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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隐私时代，谁是幕后“黑手”—

—关于互联网企业与用户隐私权

的思考 

瑞安市第十中学 苏蓉蓉 潘愉澄 戴浩丞 卢凯俐 

打开农副产品销路，助推农民增收

致富——以文成龙马村红薯粉丝

为例 

文成中学 雷运家 吴思琪 季爱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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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经济形式，提供强大经济动力

——对盲盒经济的兴起和发展的

思考 

瑞安市第十中学 
潘耀淳 林俞颖 潘俞辰 

陈 锴 
卢凯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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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角落里的“生灵涂炭” ——

透析网络虐待动物传播事件 
泰顺中学 

侯甜甜 苏  琪 翁  歆 

蔡心怡 
包松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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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营，还是创造零——浅析我国

选秀节目火爆的现象 
平阳中学 丁锦瑶 方洋洋 鲁慧 

贯彻新发展理念 实现可持续发展

——以三垟湿地的整治与开发为

例 

温州中学 章琪涵 张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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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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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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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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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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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村一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以“鹿木的特色乡村振兴之

路”为例 

瑞安中学 蒋诚真 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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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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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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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发展道路上请“限塑”慢行 瑞安中学 吴淇乐 柯舒恬 叶小洁 

二等奖（58篇） 

题目 学校 学生 指导师 

隐藏的美食——从李大同看中国

传统美食的发展 
瑞安中学 蔡佳怡 李晓 

一枝一叶总关情——关于“浙里

办”App 的探究 
平阳中学 林庄晨曦 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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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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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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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礼堂+教育”，青少年的第

二课堂 
瑞安中学 彭显皓 叶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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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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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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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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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孕“代”不来幸福——从法律视

域分析我国代孕问题 
瑞安中学 王韵涵 陈瑞森 

国产游戏《原神》走红世界的文化

思考 
平阳中学 李昌鹏 鲁慧 

光鲜亮“利” 因势“丽”导——

从 B 站博主“Lexburner”事件谈

网络视频的发展 

瑞安中学 蔡浩楠 温胜利 

山海有道，梦想有期——由《山海

情》看温州扶贫 
瑞安中学 陈若涵余依诺 温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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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财”俊，“钱”路茫茫——

瑞安青少年消费观的调查报告  
瑞安中学 张景皓 温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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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团购模式发展困境与对策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王子涵 郑 玘 罗景燕 

微笑知今事，且待少年吟——对丁

真爆红一事的透析 
泰顺中学 蔡甘露 季萱萱 曾可人 包松静 

千年古村，诗画鸣山——平阳县昆

阳镇鸣山村的发展变迁历程  
平阳中学 

何沁予 林英豪 蔡彦凝 

支林海 
鲁慧 

“带货”经济还是“带祸”经济 瑞安中学 林家怡 金雅妍 叶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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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蝉街美食文化展销的效益与

影响 
温州中学 唐晨菲 

陈  诺 

沈兴漾 

谣毒不“遥”，何以治“毒”——

疫情视域下谈网络谣言防控方案 
瑞安中学 苏子健 温胜利 

关于 2021 年“云团圆”蓬勃发展

现象的探究 
平阳中学 曾佳荣 王诗琪 谢依璇 鲁慧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

从拼多多员工猝死案谈职场 PUA 
瑞安中学 陈旭琪 陈瑞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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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破月来花弄影，历岁月而愈弥新

———浅析瑞安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与传承 

瑞安中学 傅方为 周春霞 

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从《心灵奇

旅》谈“Z世代”青年的心灵救赎 
瑞安中学 虞丰舟 陈瑞森 

俯首甘为“打工人”——浅谈“打

工人”的群体共鸣 
瑞安市第十中学 李婧旖 姜 来 郭 槿 张洁妮 

任重道远，臻于至善——有关健康

码优化改进的几点建议 
瑞安中学 林昊震 温胜利 

雕栏玉砌，天瑞地安——从道路改

造提升透析瑞安市老城区改造 
瑞安中学 郑恩程 温胜利 

让家庭教育充满“父能量”——温

州市小学生父亲陪伴现状调查及

研究 

瑞安中学 张 艾 温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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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与亲戚关系的“硬化” 乐清市第三中学 陈佳洁 陈畅 

打工人，打工魂——从网络热词品

析工匠精神 
瑞安中学 李佳燕 温胜利 

济困扶危去病愁——以泰顺为例

看山区“残疾人之家”发展策略    
泰顺中学 刘  墨 许  凡 

纵隔四海八荒，仍可“共享”婵娟

——浅谈当下电商直播兴起之道 
泰顺中学 齐萱萱 吴宇桢 包松静 

新形势下纸质吸管的现状调查及

发展建议 
平阳中学 黄昕尧 吴 倩 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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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价提流量   便民促发展 温州十四高 
张宏阳 周晨鑫 郑佳佳 

张培君 
陈绍伟 

疫情下的温州人精神 乐清市第三中学 赵佳惠 卓晓春 张榕榕 

以“乡”之名——从曹村旅游业发

展看乡村特色产业开发 
瑞安中学 薛熙媛 周春霞 

九叠河生态公园：平阳绿色经济的

新突破口 
平阳中学 

董德霖 黄益城 薛  昊 

赵浩然 
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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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温州吾悦广场良性运营的思

考 
温州十四高 白依灵 应联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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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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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为什么这样红？——从故宫

文化产品走红看文化创新 
瑞安市第十中学 林易霏 陈捷妤 卢凯俐 

双双长筷有分寸，泾渭分明显情深

——浅谈公筷行动 
泰顺中学 陶 乐 邱文雅 包松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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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带货利弊谈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胡博佳 叶招财 

人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横

向对比杭州武林夜市浅析乐清夜

间经济的发展空间 

乐清中学 唐言为 李晓敏 黄期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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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天下事 做追梦人——以永嘉中

学时政社团活动为例 
永嘉中学 杨子苇 杨力恺 李林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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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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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阳县昆阳镇奶茶店的经营现状

与发展方向分析 
平阳中学 吴兆晖 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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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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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荒”路上不“施荒” 泰顺中学 吴丽娜 高欣怡 季翠明 

三等奖（87 篇） 

题目 学校 学生 指导师 

“仗义纸延”——纸吸管应用的现

象分析与发展趋势 
乐清中学 施林妍 胡叶锦轩 孙红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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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清城乡公交一体化发展的思考 乐清市第三中学 夏旭微 卓晓春 张榕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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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石以砥焉，化钝为利 ——浅析

餐饮业在疫情下的挑战与机遇 
乐清中学 黄潇潇 黄怡璐 张心睿 黄期朋 

“管中窥豹”——纵观春晚以透析

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社会文化 
泰顺中学 

陈  静 包林灿 庄雯婕 

林伊若 
包松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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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溪旅游风情小镇助力乡村振兴  乐清中学 孙淑颖 张恩丰 

禁塑令要“尽”“肃”，还要“灵” 乐清中学 孙祎玮 屠尹涵 

如何让地摊经济行稳致远 平阳中学 曹隆俊 许天烨 白福勇 鲁慧 

长夜漫漫，破晓在即——谈后疫情

时代瑞安餐饮业的发展 
瑞安中学 冯 宁 温胜利 

从消费软件看大数据杀熟现象 乐清中学 廖雨欣 屠尹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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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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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泱泱旅游振兴路 瑞安市塘下中学 娄文文 林 博 杨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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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柒”短视频文化现象的思考 金乡高级中学 李婷婷 董莹莹 项方选 

关于“古茗”与“左茗”的商标纠

纷背后的思考 
苍南县灵溪第二高级中学 陈 晗 陈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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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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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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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家姜立夫故居现状调查 龙港中学 刘郑铮 金心洁 梁晓 

“充值”之流如洪水，泛滥之灾如

何化？ ——从手游充值中探源解

困 

泰顺中学 陶书海 林子愉 包松静 

智能化时代，不要“丢下”老年人

——信息化转型发展路上，“一个

都不能少” 

龙湾区永强中学 朱含墨 汪莹莹 曹曼靖 

赤米香炊饭——由糯米饭价格增

长得到的启发 
乐清中学 陈缪妙 翁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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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岭牛肉香 让乡村旅游更牛气 瑞安市第五中学 章 悦 蒋薇薇 

破译当代年轻人的流行“密码”—

—“网红带货”现象背后的经济文

化学思考 

泰顺中学 刘安欣 刘 梦 潘维薇 包松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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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街一面的“新颜”——以“忠义

街”为例探究现今各地历史文化街

趋同的怪象 

瑞安市第四中学 朱涵沁 陈仲元 潘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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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症结，明主体，责到位，重创新

——苍南农村交通平安建设的实

践与思考 

苍南中学 韩乐沁 温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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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网红的“畸形”化——关于过

度开发儿童网红的思考 
瑞安市第十中学 柯佳雯 王雯怡 卢凯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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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绿色与发展之间找寻平衡 永嘉中学 麻咏琬 古书墨 
徐珊珊 

杨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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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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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鳌江入海口海鸥生存状况调查 龙港中学 
姜日杰 陈芷希 曹雨晗 

李少霆 
梁晓 

低碳出行，绿色引领——论乐清城

市公交可持续发展 
乐清中学 李雨婷 吕雯竹 翁湘洁 

点亮群众身边的读书灯 永嘉中学 陈安逸 李佩青 

垃圾革命的号角在校园吹响——

关于校园垃圾分类的现状分析及

建议 

乐清中学 刘雯妮 朱伟静 郑乐乐 

瑞安市区人行道停车管理问题及

对策分析 
瑞安市第二中学 黄董畅 金来 

丁真爆红背后的文化影响思索  平阳县新鳌高级中学 陈诗玙 张珍珠 

外卖那些事 乐清中学 
施文芝 郑浙铎 郭可怡 

赵怡茹 
屠尹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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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饼传兴，以饼创新 苍南县灵溪中学·三禾中学 李 青 洪润泽 

“山河令”即出，可否“平”天下

——城市垃圾分类现状分析 
乐清中学 高心怡 郑乐乐 

志愿服务——行在当下，观向未来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徐小雨 项佳乐 叶温丹 

论送菜 app 取代传统菜市场的可

能性 
乐清市第三中学 周伊奕 张榕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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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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下网络教学之我见 乐清市芙蓉中学 林 颖 何素华 

情意“棉棉”—从“新疆棉”事件

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永嘉县永临中学 陈珂珂 李颖颖 

我们都跟上了吗？——健康码带

来的新问题 
苍南中学 李晨晔 罗佳怡 陈思思 

新电器城“空城”现状与发展前景

探究 
乐清中学 高增增 屠尹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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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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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谣言之顽疾，其药在人心 瑞安市塘下中学 陈辛夷 周升鹏 方小红 胡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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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我们的时代 平阳中学 张文心 苏黄蕾 

煮一壶淡酒，品文化遗留——从相

声品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瑞安市第七中学 曹 珍 林丹 

方言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永嘉中学 陈奕茗 徐珊珊 

浅谈高中生价值观念的犬儒主义

倾向及成因 
乐清中学 陈炳晌 万一心 

郑乐乐 

金华林 

浅寻教辅价格高涨的推手  文成县第二高级中学 吴汉德 刘光耀 

透春晚之镜，观中国之境——浅析

2021年春晚背后的时政气息 
乐清中学 陈贤对 翁湘洁 

学习党 跟随党 热爱党——新冠

肺炎疫情下对中国共产党 
平阳中学 饶 璐 苏黄蕾 

乡兴振民心 ——走进泰顺雅阳

“氡泉小镇” 
泰顺中学 沈亦菲 徐子婧 包松静 

共看大江东去——乐清市缺水问

题的研究 
乐清市虹桥中学 倪也晴 陈淑敏 

亦师亦友亦哲学 温州市啸秋中学 张伊汝 祝龙珠 

高中生正确使用手机的辩证思考 文成县第二高级中学 叶朝锋 刘光耀 

轨道交通，发展入轨——浅谈温州

轨道交通建设 
乐清中学 陈  妍 屠尹涵 

垃圾分类非小事  你我并行创未

来 
平阳县鳌江中学 陈笑笑 王李红 

农旅融合乡村振兴道路的探究 永嘉中学 叶纪峰 徐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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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管齐下，为文娱生活“整形”—

—双向析大众文化的影响   
泰顺中学 叶乐妍 卢书涵 包松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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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的纸短情长——以泰顺县仕

阳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例 
泰顺中学 钟姗姗 季翠明 

蝴蝶广场--填补乐清文化空缺 乐清中学 陈 好 孙红好 

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对明眸皓

齿工程的现状分析与展望 
乐清中学 赵婕妤 屠尹涵 

社会低头族——让“低头”变成“抬

头” 
平阳县新鳌高级中学 项贞艺 张珍珠 

《谈份子钱》 永嘉县罗浮中学 黄佳妮 蒋晓乐 

从春晚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乐清市虹桥中学 郑楠译 陈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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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生厌学心理的状况调查及其

思考 ——以一所民办高中为例 
苍南县求知中学 黄紫琳 缪淑奇 

“瓯”情典雅，“越”迹无涯——

从鹿城文创市集看温州非遗传承 
永嘉中学 徐邦睿 杨静 

探析口罩使用情况及启发 乐清市第三中学 林欣然 张榕榕 

以苍南壹加壹为例，浅谈公益组织

在疫情防控中的的作用 
苍南县灵溪第二高级中学 陈裕优 陈瑶瑶 

苍南书城：网红经济的一股清流 苍南县求知中学 李唯辰 缪淑奇 

对“假精致”现象的思考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级中

学 
徐奕涵 郑涵颖 蔡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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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温州市高中学生历史小论文评审获奖名单 

一等奖（30 篇） 

题目 学校 学生 指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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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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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远的姓氏---浅探温州诸葛氏发

展史 
瑞安市第二中学 诸葛一涵 林瑜 

敢向时代潮头立，沧海一粟也永恒

——浅谈永嘉事功思想对永嘉包

产到户的影响 

平阳县第三中学 郑芷恒 金安平 乐  弯 

灯火阑珊处--浅谈论无骨花灯的

传承与发展 
瑞安中学 王一诺 陈晓宁 谢  君 

铮铮军旅，熠熠国魂——从爷爷的

军旅生涯浅析 70 年代的中苏关系 
乐清中学 孔展颜 章飞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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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画里的国家记忆 温州市艺术学校 季钊汝 包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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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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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去的“吴楚之音”——浅谈乐清

方言的保护与传承 
乐清中学 林甘露 周启梅 

科举废停：从清末士子的出路反溯

近代教育多元化的选择 
平阳中学 李小意 郑智瑄 黄敏洁 

临安何以不夜天——浅析古今杭

城夜市 
乐清中学 唐言为 周启梅 

明代温州乡绅与地方治理 泰顺中学 雷舒然 黄仁贵 

浅析南宋温州科举兴盛原因 平阳中学 严贤臻 陈 晗 徐云江 

米以塑形，人以铸魂——探米塑的

前世今生                         
瑞安中学 洪  韵 谢  君 

清水出芙蓉——以宋朝女性服饰

为例探究影响服饰变化的因素 
平阳中学 周文洁 黄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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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安高腔的兴盛衰微 瑞安市第四中学 林  晨 池佳瑶 林劲涵  丁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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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书桓 

从《刘伯温伏碑记》理解义和团运

动的动员方式 
文成县武阳书院 孙明昊 郭垒 

虎眠作云梦，秦简品风华——从秦

简中再现“缘法而治”的法律之貌 
瑞安中学 方  妍 施肖静 

明清遗风——论瑞安藤牌舞的继

承与发展 
瑞安中学 蔡易学 施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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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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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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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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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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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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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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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

知”—从“榜下捉婿”现象看宋代

社会变化 

瑞安市第十中学 薛君豪 廖晓东 

二等奖（60 篇） 

题目 学校 学生 指导师 

风云变幻看鹿木——回首鹿木社

区的深厚文化底蕴浅谈乡村振兴 
瑞安中学 蒋诚真 苏  静 

战争中成长的巨人——国立西南

联合大学 
乐清中学 叶科孜 周启梅 

从温州抗战看反法西斯阵营合作 瑞安市瑞祥高级中学 吴律舟 饶道闯 

文化碰撞：借近代教会女校的兴起

看现代教育建设 
平阳中学 曹  礼 林欣澜 黄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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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理学中洞悉宋代建筑 平阳中学 周阳晨 朱佳妮 黄敏洁 

金“瓯”无缺：海洋孕育出的瓯食

文化——浅析关于瓯菜的“前世今

生 

乐清中学 倪怡昕 郑涵璇 周启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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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温州改善社会风气的实践及泰顺中学 赖叶俪 黄阿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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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从古至今的玉海楼——简论瑞安

玉海楼的发展史 
瑞安市第四中学 刘希晗 林邦颖 丁婷婷 

从《唐律》看中国法律儒家化后的

发展 
平阳中学 蔡彦凝 林英豪 黄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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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建筑的冠冕——中国古建筑的

屋顶及其文化内涵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戴桢冉 徐彬彬 

近代温州茶叶经济初探 泰顺中学 周雨馨 吴敬华 

人力三轮车的历史辙痕——从瑞

安人力三轮车的兴衰看交通发展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级中

学 
陈心悦 施欣乐 张胜芳 

贬谪文化：以现代的眼光再探“贬

谪”财富 
平阳中学 李小意 郑智瑄 郭栩轩 黄敏洁 

浅析“南北分卷制度”及其影响 平阳中学 陈海静 陈 欢 

从女性地位的提高看唐朝的开放 平阳中学 钱  越 余昕悦 陈 欢 

卢氏名号犹卓著——从卢氏娘娘

看温州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的关

系 

乐清中学 林雨诺 周启梅 

霓裳舞盛唐——以服饰看唐朝开

放、交融风气 
平阳中学 陈希蓼 陈 欢 

盛唐花开——浅析“武周”与唐朝

女性社会地位的关系 
乐清中学 金姝洁 刘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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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们 的 征 途 是 星 辰 大 海                

——浅谈改革开放下的桥头经济 
永嘉中学 卢嘉城 朱伟静 徐爱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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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头楚尾，徽风皖韵——论徽商与

徽文化的关系 
瑞安中学 詹晓宣 谢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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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宋时期榷场贸易的发展对民族

交融的影响 
平阳县第二中学 温紫怡 林紫暄 李瑶 

宋高宗南渡对温州的历史影响 温州外国语学校 程 然 孟磊 

温州的地名文化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郑思露 陈金乡 

云想衣裳花想容——浅谈近现代

中国女子服饰演变及其特点 
乐清中学 张艺迪 林拉结 朱成麟 周启梅 

温州近代乡贤陈黻宸教育思想初泰顺中学 刘 墨 谭桂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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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温州近代乡贤陈黻宸卫生健康观

念初探 
泰顺中学 陈丽彬 谭桂涛 

太公祭中的伯温故“礼” 文成县第二高级中学 李 卓 刘雨珊 杨海娇 

文艺复兴时期中的人文主义之刍

议 
龙港中学 陈晓漫 卢成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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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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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嘉祠堂保护与发展 永嘉中学 潘闲芸 徐爱弟 

探究瑞安人民抗战历程 瑞安市第四中学 李佳欣 陈佳妮 陈宣熠 丁婷婷 

最成功的的案例——从福新面粉

厂看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与

意义 

平阳中学 谢尚锐 陈 欢 

君子以放命遂志向——浅谈谪官

群体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乐清市柳市中学 徐紫莹 朱铭 

苍南方言现状调查及保护建议 龙港中学 陈珏婷 卢成烽 

功利与道义之间——简论叶适事

功思想的渊源及其影响 
乐清市柳市中学 叶佳慧 邹璇璐 朱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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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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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民族关系角度探究北魏的汉化

改革 
平阳中学 薛 沁 徐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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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试论永嘉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 
永嘉中学 刘 晨 徐爱弟 

碗窑古村-以手工业为中心的古老

村落 
龙港中学 陈夏雨 李晨曦 缪银丹 

坎坷的民族象征——《富春山居

图》 
平阳中学 陈玉程 徐云江 

由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群看君主专制 苍南中学 黄 霄 黄晓涛 林涵恬 范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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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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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温商发展的历程及其精神传

承 
永嘉县上塘中学 邵子瑜 李思思 刘双双 

南宋经济重心南移对浙江创新精乐清中学 陈  曦 章飞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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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出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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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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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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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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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泰顺廊桥的保护现状与对策 龙港中学 陈力瑜 吴玉好 

浅谈魏晋玄学对古代绘画的影响 平阳县第二中学 洪 晖 李瑶 

三等奖（92 篇） 

题目 学校 学生 指导师 

浅析淞沪会战对中国抗战的影响 苍南县灵溪中学·三禾中学 曾  培 郭华拉 

“丝绸之路”与唐人的疆域观念及

文化胸怀 
瑞安中学 洪佳妮 周慧锋 

崖壁上的伽蓝——论敦煌莫高窟

与佛教文化传承与保护之间的关

系 

乐清中学 郑雯婧 周启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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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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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蒲壮所城的保护与发展 苍南县灵溪中学·三禾中学 陈永越 林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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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世中的温情：五代十国时期的乡

邻关系 
文成县第二高级中学 林福鑫 叶江艳 郑小丽 

文艺复兴的“推手” 乐清中学 林珂冉 周启梅 

中华之文韵 民族之纽带 温州市艺术学校 邱子珆 包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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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泡菜之争浅谈文化自信提升 泰顺中学 齐静怡 黄阿霞 

七十年易逝，抗美援朝精神历久弥

新——浅谈抗美援朝精神及其对

当今社会的影响 

乐清中学 林婷婷 章奕格 周启梅 

戊戌变法与改革开放成败因由之

比较 
乐清外国语学校 陈思彤 王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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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岁月印记，看时代变迁 龙港中学 杨玉晗 缪银丹 

从黄册库演变探明朝兴衰 苍南县灵溪中学·三禾中学 吴梦娴 林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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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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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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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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器之魅力，品大清盛世 瑞安市第四中学 戴梦雯 沈叶佳 

唐朝时期女性地位的变化——以

女性从事行业来考察 
平阳中学 包白千子 徐云江 

从苍南渔岙的蝶变谈历史古村落

的保护 
苍南中学 钱一苇 黄定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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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尘的温州话 永嘉县永临中学 
尤珍珍 唐子玉 陈思萌 

魏智哲 
胡慧艳 

童声稚语里的温州地域文化密码 瑞安市第二中学 
郑欣雅 徐安烨 黄祥雅 

朱宁瑞 
钱跃翔 

浅析洋务运动的曲折历程及其启

示 
乐清市第三中学 连晗希 王茜愉 

浅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

新——以乐清黄杨木雕为例 
乐清中学 郑瑶慧 周启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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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针一线，研精毕智——以瓯绣为

例浅析温州文化遗产 
瑞安中学 林家怡 施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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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人窥造化之巧者也” 泰顺县城关中学 林欣乐 翁崇密 

聚焦温州：浅谈温州瓯剧文化的发

展与传承 
泰顺中学 张 婧 黄阿霞 

民族融合大趋势继往开来话前秦

——苻坚改革在少数民族汉化进

程中的重要作用 

瑞安市第十中学 杨紫陌 金妮 

浅析魏晋士族门阀制度产生的条

件及影响 
平阳中学 程佳佳 黄益诚 

丝绸之路对温州历史与现状的现

实意义 
平阳中学 王彰骋 黄益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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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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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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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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遗忘的革命——浅析 18 世纪欧

洲农业革命的背景与影响 
永嘉中学 陈子夏 刘志有 

“野蛮”与“文明”的碰撞 瑞安市塘下中学 陈增豪 皮水平 

分析秦汉之际河套地区的重要性 文成中学 王碧霞 李宁 

法教结合，共治贪腐——浅谈明朝

反贪措施以及现今反贪行动 
乐清中学 贾乔雅 周启梅 

毁而不得的闪电战 永临中学 郑泰来 陈伟嘉 潘小珍 胡慧艳 

美国大选是怎样炼成的 瑞安市第十中学 吴 静 邵万君 

以二战后日本电影史浅析日本菊

与刀文化 
平阳中学 

何沁予 蔡彦凝 支林海 

林英豪 
黄敏洁 

论舆论阵地建设的重要性——以

苏联解体前夕的国内舆论为例 
平阳中学 许天烨 曹隆俊 白福勇 黄敏洁 

战争所构建的全球化动因及其影

响分析 
苍南县灵溪中学·三禾中学 宋安吉 陈盛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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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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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诗词的历史韵味与传承价值

——以唐诗为例 
泰顺中学 许馨怡 黄阿霞 

蔗炼糖醇 瑞安市第四中学 陈新磊 李文杰 张春燕 

浅论泰顺廊桥的历史及保护 苍南县灵溪中学·三禾中学 肖正耀 陈盛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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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承与发展，温州鼓词文化价值之

己见 
瑞安市第十中学 舒志博 邵万君 

启蒙运动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龙港中学 缪青轩 上官王钏 

浅谈中西封建制度 平阳县第二中学 潘韩蕾 李瑶 

因地制宜，成就瑶岙古道——浅论

瑶岙古道的影响及对当今社会的

启示 

乐清中学 黄译可 章飞琴 

论中医在新冠疫情中的作用和原

因及其发展 
乐清中学 金含雨 周启梅 

论德意志第二帝国夺取阿尔萨斯

——洛林地区之原因 
乐清市柳市中学 王雨阳 郑巨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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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叶适务实创新思想对“温州模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缪析言 张浙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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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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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的发展与民族性格塑造 泰顺中学 庄依依 黄阿霞 

锣鼓声迎百年喜，祈福拦垟十八社

——瑞安民间“拦街福”民俗文化

演变略记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级中

学 
叶芷荧 金家乐 谢炳海 

论温州的对外贸易发展 瑞安市第四中学 杨渊涵 沈叶佳 

遍地英雄万古路，隐于稻菽千重间

- 
瑞安中学 郑  盛 林品绍 

温州鼓词——我们的文化当传承 龙港中学 李含怡 卢成烽 

小议“日不落帝国”衰败的原因 平阳县第三中学  郑祥灏 董希倪 

以李鸿章为例论应如何评价历史

人物 
平阳县新鳌高级中学 陈欣瑶 刘新华 

浅谈荷兰的崛起对高中学习方式

的启示 
平阳中学 郑嘉豪 徐云江 

从郑和下西洋浅谈明朝的朝贡体

系 
平阳中学 郑佳羽 陈 欢 

立朝敢言——从章纶管窥明朝朝

官气节 
乐清中学 叶许璐 戴天亮 

儒学对疫情防控的影响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级中学 谢佳瑶 郑羽涵 余爱华 

从长安城的发展看唐朝的兴盛 平阳中学 林心雨 陈 欢 

成吉思汗是否为中国人初探 文成中学 程俊翔 叶小海 

从士绅利益集团兴起的角度分析

明代海禁 
文成中学 刘孟航 叶小海 

斯人已逝，烛火长明——浅论墓祭

文化的发展及影响 
乐清中学 蔡浩宇 毛慧莹 金琳杉 张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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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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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科举制的废除对近代女性意

识出现的影响 
平阳县第二中学 苏音子 卢子彤 李瑶 

承遗风古训，传文化薪火——从温

州瓯绣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与发展 

文成中学 蔡金钰 潘雷哈 

金乡卫城 古韵流淌 苍南中学 陈果果 许杉杉 范真真 

慢生活——吃茶的过去与现在 苍南县灵溪中学·三禾中学 蓝心怡 林秀秀 

“温州精神”的缘起和发展 文成县武阳书院 吴慧敏 王雅婷 郭垒 

浅谈蒲壮所城的历史和保护 苍南县灵溪中学·三禾中学 
赵雨婷 曹陈欣 苏婧怡 

赵雨欣 
陈盛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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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香悠扬，文化悠长——茶的发展

和影响 
乐清中学 金夏怡 章飞琴 

浅论明朝宦官专权的主要原因以

及影响 
乐清市第三中学 陈慧洁 竺剑英 

浅谈古城金乡的方言 龙港中学 金钰洁 缪银丹 

浅谈拿破仑的激情与智慧对世界

的影响 
平阳县第三中学 王文涛 董希倪 

魏晋南北朝，荒唐且美好 苍南县灵溪中学·三禾中学 吴文怡 黄海灵 曾加庆 

浅谈隋唐科举制的影响及当代价

值 
乐清中学 陈莹莹 周启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