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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及组织机构

大会组织委员会（Organizing Committee）

主　　席：蔡曙山

共同主席：彭凯平　许　英　马冰莹　胡本立

副 主 席：江铭虎　杨英锐　周建设

委员： （汉语拼音为序）(Academic Board, in Alphabetic）

   蔡曙山　胡本立　江铭虎　马冰莹　彭凯平　许　英　周建设　

大会学术委员会

主　　席：江铭虎

共同主席：杨英锐　胡本立　冯胜利

委员：（汉语拼音为序）(Academic Board, in Alphabetic）

　　　白　晨　蔡曙山　陈保亚　冯胜利　桂　琰　郭佳宏　胡本立　

　　　黄华新　江铭虎　鞠实儿　李　虹　任晓明　唐　璜　汤超颖　

　　　王建勤　王　琳　颜中军　杨　洁　杨英锐　衣新发　张　贝　

　　　张建军　张　黎　张　晓　张学立　周建设　朱小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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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组、会场地点、就餐地点

大会会务组

组长： 吴　莹

组员： 龙艺红　张景婷　胡　美

会务联系电话

18585807903 （张景婷）

13521159411 （黄雪霜）

会场地点

开幕式： 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 315会议室

腾讯会议同时转播（腾讯会议号：921-336-982）

合 影 ：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前

大会报告 ：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 315/124会议室

就餐时间与地点

10 月 21 日

午餐：12:00-14:00 盒饭

晚餐：18:00-19:00 清华大学校内观畴园 3层餐厅（距蒙民伟人文楼约 800米）

10 月 22 日

午餐：11:40-13:00 清华大学校内清芬园3层教师餐厅（位于蒙民伟人文楼北1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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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1 日（星期六）

上午 ：08:30-09:00                 开幕式

地点 ：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 315会议室

   09:10-09:30                      合影留念

   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前

   09:30-12:00            大会主旨发言

　　　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 315/124会议室

中午 ：12:00-14:00                 午餐（盒饭）

下午 ：14:00-18:00               大会主旨发言

地点 ：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 315/124会议室

晚上 ：18:00-19:00                    晚餐

地点 ：清华大学校内观畴园 3层餐厅

10 月 22 日（星期日）

上午 ： 08:30-10:30               大会主旨发言

   10:40-11:30                闭幕式

地点 ：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 124会议室

中午 ：11:40-13:00                             午餐     

地点 ： 清华大学校内清芬园 3层教师餐厅

散会

会议总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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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会议开幕式、闭幕式及学术报告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进行，同时采用腾
讯会议进行直播，以利学界朋友在线参加。

10 月 21 日  全天
第一会场：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 315会议室；   腾讯会议号：921-336-982
第二会场：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 124会议室；   腾讯会议号：472-764-359

10 月 22 日  上午
会       场： 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 124会议室；   腾讯会议号：186-469-707

大会开幕式   08:30-09:00（腾讯会议号 ：921-336-982）
主持人：蔡曙山（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 主办方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彭凯平院长致词
2. 主办方《科学中国人》杂志社许英社长致词
3. 主办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杂志马冰莹副总编致词
4. 主办方国际数据管理协会中国分会（DAMA China）胡本立主席致词

清华大学会场主席台就座领导和专家学者（主办单位负责人）
彭凯平　蔡曙山（开幕式主持人）　许　英　马冰莹　胡本立

清华大学会场前排就座领导和专家学者
唐　璜　《科学中国人》杂志社，副社长
杨　洁　《科学中国人》杂志社总编室，主任
张　晓　张　贝　桂　琰　胡本立　周建设　杨英锐　江铭虎　冯胜利　
陈保亚　李　虹　张学立　朱小黄　王　琳　王建勤　张　黎　黄华新　
鞠实儿　张建军　任晓明　郭佳宏　汤超颖　衣新发　白　晨　颜中军　
伍　珍　张　丹　袁婷婷　张寅生　姚从军　张正华　白正府　曹发生　
吴文梅　胡庆利　蒋　荣　方志良　曹国钧　李一如　张景婷　龙艺红　
宋春艳　陈江山　潘　登　高淳海　石运宝　吴　维　

合影留念                                                     
上午：09:10-09:30
地点：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前

会议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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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会场 ：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 315 会议室       （腾讯会议号 ： 921-336-982）
第一节 20 分钟 / 人，包括答问 5 分钟         09:30-10:50
主持人：袁婷婷　英国诺丁汉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

胡本立　国际数据集团中国区　DAMA China主席，教授
认知科学与数据管理                  09:30-09:50

朱小黄　�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蒙格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深圳大学硕士研
究生校外导师和博士后流动站导师

认知过程的不确定性与数据重构         09:50-10:10

杨英锐　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认知科学系，教授
整合科学的内容、方法和意义            10:10-10:30

李　虹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黄　荷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博士生
佛学视角下的认知过程模型　　　　　　　　　　　　　　　　　　 10:30-10:50

第二节 20 分钟 / 人，包括答问 5 分钟          10:50-12:30
主持人：张　黎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伍　珍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儿童与人工智能的共情能力比较     　　 10:50-11:10

张　丹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基于真实课堂脑电超扫描的课堂学习过程研究   　　 11:10-11:30

胡庆利　上海证念心理工作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教授
催眠应用于提高认知能力的案例与机制研究    　　 11:30-11:50

衣新发　陕西师范大学现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教授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杰出人物的创造性    　　 11:50-12:10

白　晨　天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教授
“知行合一”与意向                  12:10-12:30

大会主旨发言题目
10 月 21 日，星期六 上午 09:30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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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会场 ：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 124 会议室      （腾讯会议号 ： 472-764-359）
第一节 20 分钟 / 人，包括答问 5 分钟               09:30-10:50
主持人：伍　珍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周建设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北京语言智能协同研究院院长、国家语委科研基
地中国语言智能研究中心主任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对未来教育的影响                         09:30-09:50

冯胜利　北京语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论戴东源 “ 理必 ” 科学思想的基本要素       09:50-10:10

陈保亚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从 ChatGPT 看语言认知规则研究必要性       10:10-10:30

蔡曙山　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知识和能力 ：认知科学对未来教育之影响                     10:30-10:50

第二节 20 分钟 / 人，包括答问 5 分钟             10:50-12:10
主持人：陈保亚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王建勤、蒋　荣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语言认知科学面临的调整与未来发展路径                   10:50-11:00

王　琳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大数据分析              11:10-11:30

张学立　贵州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
贵州世居少数民族传统认知研究                       11:30-11:50

袁婷婷　英国诺丁汉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
关于国际与比较教育的新认知                                    11:50-12:10

张　黎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吴　维　北方工业大学，讲师
不同背景学习者商务汉语词汇口语输出的偏误差异            12:10-12:30

午餐、午休                                                        12:3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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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1 日　星期六 下午     14:00-18:00
第一会场 ：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 315 会议室      （腾讯会议号 ： 921-336-982）
第一节 20 分钟 / 人，包括答问 5 分钟             14:00-15:30
主持人：黄华新　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江铭虎　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
语言与大脑的协同研究、共同发展                                          14:00-14:20

方志良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院长，教授
运用责任动力学对责任数字符号语言体系的认知                    14:20-14:40

曹国钧　国药集团广东跑合中药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博士，研究员
认知科学在电子商务平台下中药大数据应用研究                    14:40-15:00

陈江山　中国生物多样性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生态社区发展基金，高级工程师
“认知”：中国式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与教育                     15:00-15:20

姚从军　湘潭大学，教授、石运宝　皖西学院，副教授 
适用于投射现象的话语表现理论简介            15:20-15:40

休息               15:40-15:50

第二节 20 分钟 / 人，包括答问 5 分钟                 15:50-17:30
主持人：张建军　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所长，教授

潘　登　�贵阳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十四分院，院长，建筑师；香港大学 SPACE
商学院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生

认知科学驱动地球大数据 共同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                   15:50-16:10

高淳海　深圳大学教育学部，助理教授
认知科学视角下的诗歌美育                       16:10-16:30

张景婷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博士后
基于认知科学的乡村小学全科教师胜任力实证研究                    16:30-16:50

韩　莉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
情感教育与儿童整体认知发展研究                                          16:50-17:10

宋春艳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人机自我意识的认知差异与哲学辨析            17:1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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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会场 ：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 124 会议室               （腾讯会议号 ： 472-764-359 ）
第一节 20 分钟 / 人，包括答问 5 分钟             14:00-15:20
主持人：蔡曙山　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张建军　南京大学哲学系、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所长，教授
高阶认知视域下的逻辑悖论研究               14:00-14:20

黄华新　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隐喻认知的语用逻辑分析                                 14:20-14:40

鞠实儿　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原所长，教授
广义论证的认知结构                         14:40-15:00

任晓明　四川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因果认知与智能范式变革              15:00-15:20

郭佳宏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一种基于描述逻辑的知识库修正             15:20-15:40

休息                                                       15:40-15:50

第二节 20 分钟 / 人，包括答问 5 分钟                                                      15:50-17:30
主持人：鞠实儿　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原所长，教授

白正府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
农村新三代家庭的发展认知研究             15:50-16:10

曹发生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
龙艺红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讲师；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生
电信客户流失认知分析                                  16:10-16:30

张正华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
中华文化基因的认知科学阐释                                           16:30-16:50

李一如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
人类认知的初缘与范畴化探究                                 16:50-17:10

吴小花　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
认知人类学的分类研究 —— 以苗族的人神分类为例                    17:1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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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　星期日 上午              08:30-12:00
会   场 ：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 124 会议室                         （腾讯会议号 ：186-469-707）

主持人：张　丹（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彭凯平（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积极认知的辩论和意义                   08:30-08:50

汤超颖（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现代产业学院科技创新人才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生认知训练与教学创新                 08:50-09:10

张寅生（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普适推理机研发进展                            09:10-09:30

颜中军（湖南科技大学科学技术现代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语言、博弈与认知 —— 从博弈论语义学的视角看              09:30-09:50

吴文梅（贵州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副教授；贵州省侗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

侗族音乐文化与民族心理认知研究                       09:50-10:10

休息                 10:10-10:20

大会闭幕式        　　　　    10:20-11:20

会   场 ：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 124 会议室                 （腾讯会议号 ：186-469-707）

主持人：江铭虎（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1. 会议主席、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蔡曙山教授做会议总结
2.《科学中国人》杂志社许英社长致闭幕辞

午餐          　　11:20-12:30
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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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台就座（主办单位领导和学者）

彭凯平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马冰莹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杂志，副总编

许　英　《科学中国人》杂志社，社长

胡本立　国际数据集团中国区（DAMA�China），主席

蔡曙山　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开幕式主持人

前排就座（主旨报告人，就座顺序见本议程第页 ；此处按姓名汉语拼音为序，对应个

人简介见下页）

白　晨　白正府　蔡曙山　曹发生　曹国钧　陈保亚　陈江山　方志良　

冯胜利　高淳海　郭佳宏　韩　莉　黄华新　胡本立　胡庆利　江铭虎　

蒋　荣　鞠实儿　李　虹　李一如　龙艺红　潘　登　任晓明　石运宝　

宋春艳　汤超颖　王建勤　王　琳　吴　维　吴文梅　吴小花　伍　珍　

杨英锐　姚从军　颜中军　衣新发　袁婷婷　张　丹　张建军　张景婷　

张　黎　张学立　张寅生　张正华　周建设　朱小黄　

出席大会领导嘉宾（开幕式主席台和前排就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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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晨

日本筑波大学心理学系心理学学士（1998）、日本东北大学信息学院信息学
硕士（2001）、日本东北大学信息学院信息学博士（2004）。日本东北大学国际
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2004 － 2007）、德国马尔堡大学日耳曼语言学系助理研究
员兼德国马普学会脑与认知科学莱比锡研究所访问学者（2007 － 2008）、德国
美因茨大学日耳曼语言学系访问学者（2010 － 2011）、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博士
后（2008 － 2011）。现任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副教授。主持或参与科
研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语言、思维、文化层级的高阶认知研究》
（15ZDB01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认知神经科学视角下的汉语成语结构与意义
的加工》（12BYY047）、国家博士后研究基金《言语行为理论的脑神经机制探讨》(20090450437）。主要
从事认知心理学、神经语言学和汉语词汇认知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应用事件关联脑电位和功能磁共振成
像技术，对汉语词汇加工的脑认知神经机制研究有特别的关注。在国际国内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发表论
文 20 多篇。

白正府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教师，副教授，兼任中国教育经济年会、
中国教育人类学年会、中国生活实践教育年会理事副秘书长。主要从事教育经济
与管理、学前教育、青少年理财等方面的教育工作。发表文章 20 多篇。

蔡曙山�

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
导师。2000 年组建清华大学认知科学团队，2004 年以后相继担任教育部“985 工
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清华大学认知科学研究基地主任；中国逻辑学会副
会长、常务理事；中国逻辑学会符号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理事。
北京市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联席会议顾问。国家历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下属
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协会协理（Assessor�of�International�Union�of�History�
&�Philosophy�of�Science/�Division�of�Logic,�Methodology�and�Philosophy�of�
Science,�IUHPS/�DLMPS,�2007—2011）；国际符号学研究会执行理事（Council�
Member�of�International�Association�for�Semiotics�Studies,�IASS/�AIS,�2004—2007）；国际符号交际学
院会士（Fellow�of�International�Communicology�Institute,�ICI,�2005至今）。著有《认知科学导论》（2021）、
《人类的心智与认知》（2016）、《Mind�and�Cognition》（2014）、《Logic,�Methodology�and�Philosophy�
of�Science,�Proceeding�of�13th�International�Congress》（2011）、《自然语言形式理论研究》（2010）、《语

大会演讲学者嘉宾简介（姓名汉语拼音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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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逻辑与认知》（2007）、《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1998）等。在《Chinese�Science�Bulletin》《科学通报》
《中国社会科学》《人民论坛•学术前沿》《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等国内外学术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50 多篇，被中国知网全文转载 110 篇，代表作有“从认知科学看人工智能的未来发
展”（2023）、“大科学时代的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和综合创新”（2023）、“综合的时代：从认知科学到聚
合科技及其未来发展”（2022）、“从思维认知看人工智能”（2021）、“生命进化与人工智能”（2020）、“认
知科学与技术条件下的心身问题新解”（2020）、“论语言在人类认知中的地位和作用”（2020）、“人工智
能与人类智能”（2016）、“自然与文化”（2016）、“论人类认知的五个层级”（2015）、“认知科学框架下
心理学、逻辑学的交叉融合与发展”（2009）、“论形式化”（2007）、“论虚拟化”（2006）、“论技术行为、
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2002）、“模态的语用逻辑”（2002）、“论数字化”（2001）、“量化的语用逻辑”（1999）、
“命题的逻辑”（1997）、“一个与卢卡西维兹不同的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形式系统”（1988）等。

曹发生
中山大学哲学博士，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

究领域信息系统的逻辑及数据分析 : 语义表示系统和认知理论的决策分析等。正
在对集值信息系统和社会网络分析建立联系；将经典信息系统和量子力学理论
融合，通过对实验的数据分析发现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的融入更能解释经典认
知上的欠缺。

曹国钧　
管理学博士，英国皇室联盟科学院荣誉院士、荣誉博士，中国人民大学 CIO 研究中心研究员，北

京航天航空大学校外研究生导师；中国医药集团信息化专家领导小组副组长，广东跑合中药材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书记、副总经理，重庆博腾药业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首席信息官联盟副理事长、全
国工商联 EMBA 教育联盟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中药协会中药追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关村
大数据产业联盟副秘书长、中国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互联网数据中心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NIISA）专家委员、全球数据要素 50 人论坛首批专家、教育部第八届、第九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专家评委、广州市科技大脑专家、广东心理咨询师协会专家会员、广州心理咨询
师协会专家会员；在国内外著名计算机专业、中医药杂志，如《PC/Computing》、《软件世界》、《计
算机用户》、《计算机应用》、《中国现代中药》等发表 500 多篇专业论文，在清华大学出版社、科学出
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西
安电子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百部专著，被海内外（如 CIO100、经理人世界、ITValue 价值联盟）多家著
名机构评为 2009 至 2015 年度中国最具价值、中国优秀 CIO、杰出 CIO 等荣誉称号；被工业和信息
化部授予国家级“2014、2017 年、2018 年度优秀首席信息官领军人物”荣誉称号；2018 年被中国企
业信息化高峰论坛评为优秀 CIO ；2018-2020 年被中国 IT168�&�ITPUB 授予互联网行业领军人物。主
持“中国药网”、“赛飞全国物流平台”科技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带领国药集团、国药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迈入“中国信息化 500 强”。在云计算、区块链、互联网金融、大数据、AI、心理学、认
知科学、平台架构等方面是领导者、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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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保亚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人文重点研究

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平台主任，
北京大学 -台湾联合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联合中心主任，中国
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
陈保亚教授是语言学界非常著名的学者，在学科领域做出了十分重要的成果和

贡献，是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带头人，他所带领的团队在国
内外各类学科评估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曾两次获得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是著
名“茶马古道”的命名者之一。代表研究成果有语言接触的互协机制与无阶有届模型，
语言习得认知的单位与规则还原程序。主要著作有《茶马古道研究》、《语言文化论》、《论语言接触与语言
联盟》、《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当代语言学》、《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研究》等。在《中国语文》、《民
族语文》、Journal�of�Chinese�Linguistics,�Language�and�Linguistics、Contemporary�Chinese�Thought
等国内外重要语言学、哲学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多次主持国家社科重大招标课题和教育部重大课题。他出
版的专著《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研究》获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9年）。
并两次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陈保亚教授是2018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的第一获奖人，2019年被评为北京市教学名

师。2020年获北京大学国华杰出学者奖，2021年获北京大学教学成就奖。他承担了大量的一线教学工作，
是国家级精品课《理论语言学》主持人。他在多年理论语言学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主张能力先于知识，提
出并带领团队展开循环递进的“三一”教学模式，在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陈保亚教授培养了一批语言学方面的学人，大多都已是海内外各校的骨干。陈保亚教授曾任海外多所

大学客座教授，为海外学术人才的培养也做出很大的贡献。

陈江山
复旦MBA，原中国电信上海公司从事数字化投资发展规划设计及项目可行性

论证的高级工程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个人会员、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
发展基金会所属生态社区发展基金的管委会副主任及智库专家、美国国际数据管理
协会（DAMA）个人会员、剑凡发展公益基金会（筹）发起者之一，主要研究方向：
数字化与可持续发展。2022年 7月 31日，由中国社会学会、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
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共同举办的“第
六届共享社会学论坛：新发展阶段下的风险、灾害与社会治理”，做主题分享：“加
快建设疫情防控应急的保障性服务体系”，相应论文被收入本次论坛论文集。2022
年 5月 21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华南师范大学、东北大学共同举办的“纪念建党百年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推动科技与社会（STS）和谐发展”第十三届全国科技与社会（STS）学术年会，在
第二分会场做主题分享：《面向未来不确定性发展的学习与成长》、论文《建设健康良好的社会生态，推动
面向未来不确定性发展的学习与成长》被收入本次学术年会论文集。2021年 12月，参加中国自然辩证法
研究会庆祝建党 100周年、研究会成立 40周年大会暨 2021年学术年会的征文投稿《数字化及可持续发
展的初探》，2021年 12月 10日在学术年会第三分会场做相应主题发言，并批准吸收成为中国自然辩证法
研究会的个人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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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良
责任动力学创始人，责商（上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江西应用科技

学院责任动力学研究院院长、教授。责任动力（4R4P）学、理性责任矩阵、
责任情商、理性责任量化管理理论体系创始人；曾任北大纵横企业管理顾问
公司合伙人、首席咨询顾问师，并多年就职于国内科龙电器、国外知名的世界�
500�强企业韩国三星电子、荷兰�BADRIDGE 销售总监与中国首席代表等职位；
格力电器下属格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特聘为格力信息创新计划“G+ 创业训练
营”责任动力思维模式总顾问兼总导师，日照创业大学特聘创业导师；全国
各地 500 多位弟子与培训师，系列课程进驻几千家企业，全网有 3000 万人接
触与学习责任动力学；著作《责任动力学》《职业责任动力学实操》等书籍，获得江西省优秀教材，
是高校《责任动力学》课程指定教材。

冯胜利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章黄学术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天津大学语言科学中心首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荣誉
退休教授。受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拉波夫教授，专攻西方语言学，1995 年获
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of�Pennsylvania）语言学系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语言学报》（JCL，SSCI 索引）联席主编和《韵律语法研究》联席
主编。曾任北京语言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5 年）、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
系副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系汉语应用学科教授及中文部主任。研究方向包括乾
嘉“理必”与章黄学理研究、训诂学、韵律语法学、语体语法学、汉语历时句
法学、汉语韵律文学史及汉语二语教学与习得。出版中文学术专著 15 部（其中 4 部被译为英文、韩
文等）、英文学术专著 2 部，主编学术著作 16 部，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 200 余篇。

高淳海
高淳海，满族，西南大学心理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后，深圳大学教育学

部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学前神经教育实验室负责人（实验室设备总价值
1700 余万元），深圳市“鹏城孔雀计划”特聘岗位，深圳教育学会理事，深
圳市南山区幼儿园特约督学，西南大学、辽宁师范大学校外研究生导师，圣
约翰大学、皇家班颂德师范大学等多所海外高校访问学者、教育学专业博导。
研究主要涉及：儿童神经教育、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美育及其质量检测、
融合教育等。相关科研成果发表在 Psychology� in� the�Schools、Children�
Indictors�Research、Children�and�Youth�Services�Review、中国心理卫
生杂志等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期刊（SSCI/SCI/CSSCI）30 余篇，出版专著《文学审美的神经机制研
究》。作为负责人主持各级别课题 5 项，总经费 14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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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佳宏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逻辑学会秘书长，北京市逻辑学

会副会长及秘书长。主要从事哲学逻辑、人工智能逻辑及其哲学等领域的教研工
作。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背景下人工智能及其逻�辑的哲学反思”，
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项目若干。在《哲学研究》�等期刊
及科学出版社等机构出版各类论著 40�余项。

韩　莉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讲师，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主要研究领域为幼儿教师教育、儿童发展、儿童情感教育。参与及主持多项国家级、
省部级课题以及省级一流课程，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多篇论文。

黄华新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逻辑、语言与认知交叉领域的研究。兼任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科学逻
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浙江省逻辑学会会长。
作为首席专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基于逻辑视域的认知研究”
和“汉语隐喻的逻辑表征与认知计算”。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认知科
学视域中隐喻的表达与理解》等论文，在商务印书馆、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隐
喻认知》《描述语用学》《逻辑、语言与认知》等著作。曾获“全国优秀教师”、浙
江省“杰出教师”和“教学名师”称号，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胡本立
旅美学者，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物理学学士，复旦大学生物物理学研究生，

一年后转乔治•华盛顿大学工程和应用科学硕士。哈佛大学商学院、斯坦福大学
商学院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的企业高级主管关于战略、变革管理、金融
和财务的培训。
国际数据管理协会中国分会（DAMA�China）发起人，主席。世界银行首席技

术官、香港证监会首席信息官，中国证监会战略及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保基
金理事会高级顾问，国际数据管理协会（Data�Management�International）副
主席，数据标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金融风险管理学全球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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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质量协会第六届理事会顾问等。
主要论文：“一些没被充分理解的数据概念和过程”（全球市场与中国连线）；“国际数据管理现状和

发展趋势”；“经济学与人，和人与数据——以人为中心的数据观”；“数据在人 - 机完全不同工作机制下
如何协同处理”；“对数据与金融危机关系的若干思考，�数据标准与金融风险加总”；“数据，监管与风险
管理”；“怎样对金融科技进行有效监管：定义、模型、欧盟实践对我国的启发”；“数据背后的人、业务、
技术和科学”；“数据驱动与以人为本的统一”；“我对‘数据共享’的理解：常被忽视的人对数据的认知
维度”等。

胡庆利
上海证念健康管理咨询中心主任，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兼职教

授、专家级心理师�，上海市心理学会临床心理与心理咨询督导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上海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特聘教授，上海市新生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秘书长，
上海静安区悦宁妇女儿童心理关爱发展中心主任心理师，北京市昌平区社会心理指
导中心专家督导，无锡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专家顾问，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特聘
教授，无锡市悦宁青少年快乐成长中心理事长，黄山市徽州区心理卫生协会名誉会
长兼专家总督导，全国多所学校特聘青少年心理顾问。�
2007 ～ 2018 年先后获中国心理学会学校心理教育工作全国先进个人、中国

人生科学学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心理学工作全国先进个人、上海市优秀志愿者、上海市心理咨询行业协
会优秀志愿者，2020 年被上海市心理学会临床心理与心理咨询督导专业委员会评为抗疫优秀会员。

江铭虎
清华大学计算语言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中

心兼职教授。研究领域为自然语言处理、语言认知。主持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项和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重点项目 2级课题 1项，
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发表 SCI/SSCI 论文近 60 篇，累积 SCI 影响因子 180，在国
内顶刊及权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 30 篇。出版《语言信息处理》《脑与语言认
知》《语言的 ERP 脑电认知》《语言、脑进化与认知》和《自然语言处理》《文学
作品的统计分析》等中文著作或教材，与他人合作在德国 Springer 和 LAMBERT�
Academic�Publishing 合著出版英文专著 3部。为清华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主讲
脑与语言认知、实验语音学、脑认知与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课程；是科技部重大专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霍英东青年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北京市科委科
技冬奥会专项课题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中国电子学会科技进
步 /科技发明奖、教育部长江学者、北京市科技进步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
科）等项目或奖项的评审专家。1998 年获海峡两岸交大四校优秀博士论文奖，2000 年获全国优秀博士
后论文奖，2004 年获清华大学学术新人奖，2010 年获 IEEE�Award。1998~2000 年在清华大学计算机
系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2001 年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荷兰语）电机系做博士后研究。
2005 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交叉学科计算中心任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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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实儿
1953 年 9 月 26 日生于杭州市，无党派。先后在现浙江大学数学系、中山

大学哲学系和武汉大学哲学系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国务院学科评
议组哲学学科组成员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
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2010 年受聘为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
座教授；�2022 年受聘中山大学逸仙领军学者。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
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云山工
作室首席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
任。主要研究方向：非经典逻辑，跨文化交流，论证理论和会话机器人。在科
研方面，曾主持国家 863、攀登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以及其他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在 Syntheses,�Journal�of�Philosophical�logic,�Studia�
Logica,�Argumentation,�Journal�of�Logic�and�Computation，International�Journal�of�Intelligence�
System、《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国内外权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共 70 余篇；主编学术论文集
14 部，其中包括 5 部在国外出版的英文论文集。曾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
在学科建设方面。1998 年负责创建中山大学逻辑学博士点；2001 年负责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
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所；2007 年负责创建中山大学文化与认知博士点（社会学下属二级学科点）；同
年创建中山大学逻辑学本科专业；2003-2006 作为主要成员先后参与创建申报中山大学心理学硕士点和
博士点；2008 年负责创办我国第一份全国性逻辑学刊物�“逻辑学研究”（C刊），并担任主编。2021 年
负责成功申报逻辑学本科双一流专业。

李　虹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长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决策心理学和健康心理学。

主要学术贡献：在决策心理学研究领域与其博士生共同完成了一系列重要工
作，主要包括：（1）提出“平行思维”的观点，该研究发表在国际社会心理学
顶级期刊 JPSP（2020)，此发现突破了主客二元对立的基本思维范式；（2）提
出“客观最优信念”的观点，发表在国际社会心理学重要期刊 PSPB（2017) ；
（3）提出满意化的“效用 - 付出双目标模型”，发表在国际社会心理学重要期
刊 JESP（2017) ；（4）提出“经验性决策的框架效应模型”，发表在国际社会
心理学重要期刊 JESP（2018) ；（5）提出“风险决策的社会距离模型”，发表
在国际社会心理学重要期刊 JESP（2017)。在健康心理学研究领域与其博士生共同完成了一系列有
关焦虑影响时间知觉的研究，主要包括：（1）焦虑状态下内部时钟会变慢，该研究发表在国际实验
心理学重要期刊 Emotion� (2019) ；（2）发现焦虑和注意偏向的双向循环关系；（3）发现状态焦虑和
特质焦虑在时间知觉中的交互影响；（4）发现在状态焦虑对时间知觉的影响中，认知评估的重要作用；
（5）开展了一系列状态焦虑如何影响回溯性时间知觉的研究。上述研究分别发表在国内外心理学重
要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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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如
文学博士，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曾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高级访问学者，现

任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员和贵州
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认知语言学、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
已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主持多项国家级和省级课题，包括国家社科一般项目《苗
瑶语量词的类型学研究》、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我国各民族关键符号及其对民族关
系和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子项目）、贵州省社科文化单列（重大）项目《贵州
少数民族传统认知研究》（子项目）、贵州省社科一般项目《类型学视野下的黔东
苗语量名结构研究》和贵州省社科重点项目《苗瑶语领属结构的类型学研究》等。

龙艺红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讲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

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公共政策等。参与及主持多项
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在 SSCI 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潘　登
贵阳市建筑设计院十四设计分院院长，贵阳市建筑设计院乡村振兴研究中心

总监，毕业于重庆建筑大学建筑学专科，香港大学 SPACE 商学院文化创意产业研
究生，主持创作国内多个文化创意与大健康产业项目规划设计：国家发改委《贵
州省侗乡大健康产业园养老专项规划科研》、国家发改委《贵州省黔南州投绿色专
项规划科研》、贵州省 100 个旅游景区《修文诗意桃源康养度假区规划设计》、贵
州省特色小镇《榕江县忠诚镇修建性规划》、贵州省《松桃县苗王城文化旅游度假
区规划》、陕西省《旬邑千年秦商之源文化园创意产业规划》、陕西省《西安丝路
明珠原点新城秦商文化园规划设计》、四川省《乐山市二峨山康养文化产业规划》、
四川省《峨眉山市妙香梵谷乡村振兴规划设计》、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农文旅融合产业规划》等。

彭凯平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清华幸

福技术实验室和中国积极心理学协会的创始人。1997 年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安娜堡
分校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随后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任教并获
终身教职。出版 12 本关于文化、社会和积极心理学的书籍和相关论文 400 多篇。
曾是 2007 年全球范围内论文被引用最多的年轻社会心理学家。曾荣获 2015 年中
国十佳教师、2016 年中国健康行业年度人物、2015 年以来全球论文被引用最多
的中国心理学家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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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明
四川泸州人，现任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

担任中国逻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逻辑学会归纳逻辑专业委员会主任；现任四
川省逻辑学会理事长。2013 年受聘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
2015 年受聘为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领域）专家评审
组成员。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编写教材“逻辑学”首席专家。
2015 年荣获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称号。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归纳逻辑
的新发展、理论前沿与应用研究》（2015）、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逻辑视
域的认知研究》（2019）、《印度正理派逻辑思想研究》（2022）和后期资助项目共
5项。代表作：《计算机科学哲学研究——认知、计算与目的性的哲学思考》人民出版社，2010 年出版。《逻
辑学视野中的认知研究》2019 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年出版。
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

石运宝
皖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任教，硕士生导师。著有《逻辑语义学的组合原则

研究》（2022），在近 5年来先后在《世界哲学》、《湖南科技大学学报》、《湖北大
学学报》、《逻辑学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10 余篇。代表作有：“形容词修饰语
义的现代类型论探析”（2022）；“广义斯科伦项刻画量词辖域问题分析”（2020）；
“汉语名 -名组合的形式语义探析”（2020）。

宋春艳
清华大学哲学博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

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研究所哲学博士后。研究方向：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
伦理。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2项，省部级课题 7项，出版专著 1部。在《哲
学动态》、《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伦理学研究》、《道德与文明》、
《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代表作有：《言语行为与制度社会的建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人工智能体的自主性与责任承担，载《自然
辩证法通讯》2019 年第 11 期、网络伦理困境中的主体性重建，载《云南社会科学》
2017 年第 3期；延展认知技术的五大伦理追问，载《伦理学研究》，2016 年第 5
期：塞尔的适应方向与制度性事实的建构，载《哲学动态》2015 年第 3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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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超颖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丹中心创新管理专业

教授、博导，美国加州大学和马里兰大学斯密斯商学院访问学者。从事创造力与
创新管理研究，在创造力与创新管理领域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四项，作为
专家参与欧盟 Erasmus 创造力开发项目。在国外 SSCI 与国内 CSSCI 期刊发表
相关论文 80 多篇。获中国科学院院长荣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中国
科学院教学成果二等奖。现任 Creativity�and�Innovation�Management�(SSCI)
编 委 ,�R&D�Management、Journal�of�Creative�Behavior、Journal�of�Product�
Innovation�Manage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of�Human�Resources�
Management 等 SSCI 期刊，以及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南开管理评论等 CSSCI 评审专家。中国人力
资源开发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小学创造教育学会副会长、北京创造学会理事。

王建勤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认知科学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

要研究领域：第二语言习得与认知研究，语言习得与认知模拟，语言认知神经科
学，语言传播与语言战略研究。主要学术贡献：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
率先引入基于“自组织学习模型”并与“衰减模型”相结合，模拟外国人汉字认
知过程与认知机制。此外，与博士生合作创建基于自组织学习的“生长树”双语
模型，分别对外国人汉语语音、汉语声调习得补偿机制进行认知模拟研究。研究
成果发表在国内《计算机学报》、《语言文字规划》等核心期刊。在社会认知研究
领域，在汉语第二语言习得与教学研究领域较早引进社会文化心理理论，并与汉
语第二语言习得与认知，以及认知神经科学相结合，开展面向外国人的汉语二语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汉 -
外双语脑研究。此外，与博士生合作开展基于社会文化心理理论的动态评估和实验研究。相关成果发表
在国际语言测试顶刊“Language�Assessment�Quarterly”，发表专著多部。在国家语言战略研究领域，
在核心期刊率先发表多篇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国家语言安全对策研究论文，合作出版第一部汉语国
际传播专著，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咨询报告多篇。目前主要研究领域：双语脑成像资源库研究、基于语
言连接组的二语学习者神经可塑性研究、基于超扫描技术的跨文化认同冲突神经机制研究。

王　琳
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计算与系统生物学教授，博导，德国耶拿（Jena）

大学医学院生物信息学博士，曾任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计算生物学访问学者，
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德国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转基因重大专项、海外留
学基金及国家科技出版基金的资助，连续 7年次获北京邮电大学优秀博士 / 硕士
/ 本科论文指导教师奖，AACR 美国癌症研究学会会员及亚洲科学编辑委员会成员，
《计算生物学》主编，同时担任 30 多个欧美 SCI 国际学术刊物的编委会成员或
Associate�Editor，数十个欧美高影响因子的 SCI 学术刊物的审稿人，以第一作者
和通信作者在国际 SCI 高影响因子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40 余篇，以第一作者
在德国出版英文专著三部，与德国导师合著在美国出版英文专著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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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维
北方工业大学，讲师

吴文梅
吴文梅，侗族，贵州黎平人，硕士研究生，贵州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教师，

副教授。现任贵州省侗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员，贵
州省音乐家协会会员，贵州世居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侗族大歌传承基地
代表性传承人。先后参加第十二届、十三届 CCTV 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荣
获原生态演唱形式银奖和观众最喜爱歌手奖、《侗族大歌》合唱三等奖。参加、指
导学生参加省内外各类演出比赛活动，荣获国家级、省级、校级奖项数十个。是
教育部侗族大歌传承基地、教育部一流本科课程《贵州少数民族音乐》、省级高校
金课重要成员，2022 年荣获贵州省第十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多次主持
或参与国家级、省级科研课题项目，出版《天籁侗歌精选》《侗族大歌》等专著，发表核心、普刊论文《侗
族传统音乐与民族心理关系研究》《侗戏在侗族村寨社会交往中媒介功能研究》《高校教育视域下侗族民
歌传承机制研究》等 20 余篇。

吴小花
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文化与认知专业，

该专业为人类学与哲学（逻辑学）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与认知。
博士论文所从事的研究为从各民族的内部视角考察语言、神话、仪式等文化事项
中所内蕴的认知问题。主要研究领域和关注的问题：其一，从民间文学诸如古歌
古词、仪式行为等文化事项中探讨民族的传统认知，诸如颜色、草药分类、方位
认知等；其二，探讨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认知视角出发，以语义学和语用
学为进路探讨某个文化群体的神话、哲学、信仰体系。从业以来，曾在《民族研究》、
《广西民族学报》、《贵州民族研究》《逻辑学研究》等刊物发表相关学术文章数篇，
出版专著一部（合著，第二作者）。

伍　珍
清华大学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社科学院心理学系党支部书记、副系

主任，终身学习实验室研究主管。曾获得清华大学学术新人奖、仲英青年学者、
年度教学优秀奖、“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及示范教师，北京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等。于 2009 年获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心理学专业学士学位，2015 年获美国爱荷
华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学习与认知科学领域有扎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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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础，已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 20 多篇，担任国际著名期刊《Infant�Behavior�and�
Development》、《Frontiers�in�Psychology》编委，担任中国心理学会普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专业委
员会及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心理学会理事。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和青年项目、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等多个科研项目。

杨英锐
美国纽约大学实验心理学博士（1997），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Institute）认知科学系终身教授（2000- 现在）。曾任普林斯顿大学
博士后研究员（1997-2000），两届清华大学韦伦特聘访问教授（2008-2009）。研
究领域包括推理心理学、高阶认知模型、心智力学和经济力学等。在美国高水平
学术期刊（包括心理学评论、实验心理学、记忆与认知、认知科学，逻辑与逻辑
哲学，理论与实验人工智能学报，等）发表文章。出版专著：经济力学现代原理 ,�
第 1 卷（2012）。曾帮助清华大学和人民大学分别获教育部文科重大基本理论项
目基金。曾在以下学术机构学习或工作：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1974-1977）、北
京大学哲学系（1979-1981）、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逻辑室（1978-1986）、美国田纳西大学哲学系与
心理系（1986-1992）、纽约大学心理系（1992-1997）、普林斯顿大学心理系（1997-2000）、美国教育
考试服务中心（ETS，1998-2000）、清华大学（2008-2009）和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2011- 现在）。
讲授过如下课程：�数理逻辑、推理心理学、高阶认知、认知科学与经济学、心理统计与经验方法、心智
过程模型、思维、经济力学原理、心理学在经济学与管理科学中的应用、交叉学科的哲学与方法论，物
理学与社会科学等。

姚从军
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任教，曾任哲学系副主任、主任，

湘潭大学教授、硕、博研究生导师和博士后合作导师，韶峰学者学术骨干，国
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中国逻辑学会理事，中国语言逻辑专业委员会常务
理事，湖南省逻辑学会副会长，湖南省“原理”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著有：
《互模拟理论的逻辑研究》（2016），《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组合范畴语法研究》
（2022）合著《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的逻辑语义学研究》（独撰第 6 章，第 10-15 章，
2015），译著 .（荷兰 .T.F. 哈姆特著）《逻辑、语言和意义》（上下卷，2017），
译著校正者。在《哲学动态》、《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代表作有：“组合范畴语法研究述评”（2012）；“互模拟理论的逻辑研究述评”（2010）；“面
向信息处理的汉语主谓谓语句的组合范畴语法分析”（2019）；“AI 时代自然语言处理的逻辑进路及
超越”（2020）；“广义斯科伦项理论：一种新的量词理论”（2021）；“语言、逻辑与计算互动视角
下汉语直接被动句的 MMCCG 处理”（2022）；“语言、逻辑与计算互动视角下汉语‘把’字句的多
模态组合范畴语法处理”(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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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中军
湖南衡阳人，哲学博士，现为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 /

硕士生导师，湖南科技大学科学技术现代化研究院院长，湖南科技大学奋进学
者，湘潭市高层次人才，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哲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负责人，兼任中国逻辑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现代逻辑及其哲学问题，逻辑、
语言与认知交叉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1 项、教育部青年项目
1 项、省级课题 5 项以及其他课题 3 项，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技术哲
学研究》《逻辑学研究》《学术界》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50 余篇，出版学术专
著 2 部：《苏珊•哈克逻辑哲学思想研究》（独著，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逻
辑知识的本性》（独著，湘潭大学出版社，2021），另参编论文集《比较视域下的逻辑探究》（副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和教材《大学逻辑教程》（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各 1 部。
2009 年获湖南省优秀硕士论文奖，2008 年、2011 年先后两次获贵州省毕节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一等奖，个人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逻辑》《高等学校文科学报学术文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
等全文转载或摘编 6 次。

衣新发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客

座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 2011 研究员，西部课堂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现代教
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兼“教学心理与创造性”研究室主任，中国基
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陕师大分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文化、教育与
创造力论坛”创会主席、恩贝克特国际教育创新联盟执行主席兼总秘书长、中
国发明协会儿童创造力发展国际联盟（学前创新教育分会）常务理事、教育部
陕西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课程中心和中学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心理学会积极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分
会理事、陕西省教育考试与评价研究会创客教育分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陕西省首届基础教
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综合实践活动指导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创新方法研究会理事，“田家炳学人
计划”北京师范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美国康涅狄格大学高级研究学者。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中央高校创新团队项目和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等项目多项。在创造力心理学、创
新教育和教师教育等领域，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出版中英文专著和译著共 5 部，主编中小学教材
22 部。提出了创造力的文化金字塔模型和创新人才的六种心智理论，并开展系列研究。多篇论文被
《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全文转载。教研成果获得朱智贤
心理学奖、陕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2018 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021 年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二等奖、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陕西省高
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陕西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和陕西省高校首届课堂教学创新大赛一
等奖等奖励。被《科学中国人》杂志誉为“中国创新教育的播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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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婷婷
英国诺丁汉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远程教育学硕士课

程负责人、非洲大学联盟欧洲办公室（诺丁汉）执行委员会成员、诺丁汉大学
UNESCO 国际教育发展席位执行小组成员。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和
比较教育专业的本科硕士，后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获得比较教育博士学位。在加
入诺丁汉大学之前，曾任英国巴斯斯巴大学国际教育高级讲师，国际教育学硕
士、国际发展与教育学士、教育研究学士课程负责人。曾在英国比较教育协会连
任六年执行委员会成员，多次参加世界比较教育大会、英美比较教育年会等国际
会议并发言，本硕期间发表中文论文十余篇，博士以及工作后发表的期刊和会议
论文共三十余篇。目前担任《Compare:�A�Journal�of�Comparison�and�International�Education》和
《International�Journal�of�Educational�Research》两部 SSCI 期刊编委以及多个国际期刊的匿名评审。
研究领域为国际发展和比较教育，包括全球化、公共产品与教育、国际教育援助、中非教育合作、国际
高等教育政策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复杂性中的其他教育问题。目前专注于探索国际与比较教育在全球化变
迁中的认识论和知识转化问题，如何从跨学科的角度去批判性分析教育现象的机制和逻辑，以及发展中
国家对知识和教师教育的认知和理解。

张　丹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长聘副教授、清华大学脑与智能实验室兼职研究员，清

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博士。致力于运用脑电、近红外等脑成像技术
开展情绪、言语等社会交互关键认知功能的神经机制研究，同时运用脑机接
口、穿戴式神经生理测量等技术开展面向学习科学、情感计算、人机交互等领
域的智能心理测量方法与应用研究。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 NeuroImage、IEEE�
T-AC、IEEE�T-BME 等期刊或会议发表论文 40 余篇，担任 IEEE�T-AC、Journal�of�
Neuroscience�Methods、《心理学报》、《心理科学》等期刊编委，并担任中国社
会心理学会儿童发展与政策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学会工程心理专业委员
会委员、学习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分会理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脑机
融合与生物机器智能专委会委员等学术职务。

张建军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逻辑学专业学科带头人，南京大学现代

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人文社科委员会委员、科学技
术协会理事。曾任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兼学位委员会副主席、哲学系党委书记。
兼任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及辩证逻辑专业委员会主任、江苏省逻辑学会会长，教
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系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央“马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广
义逻辑悖论的历史发展、理论前沿与跨学科应用研究”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
为现代逻辑与逻辑哲学、科学逻辑与科学方法论、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研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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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著作有《科学的难题——悖论》、《矛盾与悖论新论》、《逻辑悖论研究引论》、《逻辑的社会功能》、《在
逻辑与哲学之间》、《当代逻辑哲学前沿问题研究》等，代表性译著有《指称与意向性》、《信念悖论与策
略合理性》、《逻辑与社会：矛盾与可能世界》等。科研成果曾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
金岳霖学术奖一等奖，多次获教育部和省级优秀社科成果奖。长期致力于推进国民教育体系中多层次逻
辑与科学思维教育事业，曾任南京大学文科公共基础课首席教授、百门优质课程“逻辑与科学思维方法”
主持人等；主持翻译国际经典逻辑教材《逻辑学导论》（第 11、13、15 版三个版本）和《逻辑与哲学：
现代逻辑导论》（第 9版）；合作主编教育部统编高中教材《科学思维常识》和《逻辑与思维》。

张景婷
哲学博士，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教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中华文化与认知，教育与认知。

张　黎
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

语言大学汉语教育研究所所长，北京语言大学商务汉语研究所所长，中国市场学
会营销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对外汉语教学，商务汉语及其教学，话
语分析，社会语言学，市场营销管理。出版个人与合作专著、教材、工具书十余部，
发表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企业管理论文 50 余篇，社会、经济评论 40 余篇。

张学立
南开大学哲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曾任贵州民族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现任国家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委员，贵州省社科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学术委
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原主任委员、贵州
省逻辑学会原会长、贵州省民族文化学会原会长，西南大学逻辑与智能研究中心
兼职研究员。“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全
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有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贵州省直接联系省管专家、贵州
省高校“黔灵学者”、贵州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
提出跨文化逻辑比较研究“三层次理论”，开创地方逻辑史研究先河。在资政建言上有多项成果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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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采纳。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国家
和省部级项目 20 项，出版著作、教材、文集 20 部，发表学术论文和理论文章 100 余篇，获国家和省部
级荣誉及奖励 15 项。

张寅生
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博士，

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逻辑与自动推理课题博士后，香港城市大学中
文、翻译及语言学系（CTL）高级研究员（Senior�Research�Associate），美国迈
阿密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中国计算机学会高级会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高级会员，
国际认知学会（Cognitive�Science�Society）会员。�研究领域：逻辑与自动推理；
人工智能理论与应用；可计算性理论；高阶认知科学；科学技术哲学。承担国
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十多项，主要著作有：《扩展的三段论及自动推理》（2009）、
《证明方法与理论》（2016）、《计算理论解析》（2016）等，发表学术论文 26 篇，
获软件发明国家专利 1项，获软件著作权 16 项。

张正华
哲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毕业，现任贵州民族大学民族

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认知科学与技术系系主任。研究领域，认知科学，
科技哲学。主讲课程：《认知科学基础》《认知科学研究方法》《高级认知研究》《逻
辑学基础》《现代逻辑与形式化方法》《西方哲学》《神经科学基础》《思维心理学》
《语言心理学》《自然辩证法》《数据分析》等。

周建设
湖南株洲人，1999年9月至2002年7月就读于武汉大学语言哲学专业研究生，

获博士学位；2000年8月至2001年9月，美国堪萨斯大学、德克萨斯大学访问学者；
200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9 月，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教学、科研副校长；
2013 年 6月至今，任北京语言智能协同研究院院长、国家语委科研基地中国语言
智能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标准制定专家、中国人工智能学
会语言智能专委会主任委员、人工智能国家智库专家、中国信息协会教育分会副
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长期从事形式句法与逻辑语义、数理逻辑与语言智能研究工作。率先提出人

工智能范畴的“语言智能”概念，首创语言智能学科，建立国内首个语言智能硕士博士点。主持国家重
大项目、重点项目、北京市高精尖创新项目多项，发表学术论文 130 余篇，出版专著 6部，获专利和软
件著作权 20 余项。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市优秀教
学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牵头建设“北京语言智能研究基地”、“国家语委科研基地中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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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智能研究中心”、“语言智能国际联合实验室”、“全球汉语智能教育中心”、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语言智
能专委会等多个产学研合作平台。

朱小黄　
湖南慈利人。一九七七年考入湖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1982

年初毕业入财政部基建司（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工作。1983 年 9 月至 1985 年 8
月在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法专科学习。2002 年考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国际经济专
业博士研究生，师从白钦先教授。2006年获博士学位。1993年被评为高级经济师。
2005 年 8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为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蒙格斯智库学
术委员会主席，并为深圳大学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和博士后流动站导师。中国人
民大学苏州分校风险管理学科兼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安泰商学院金融科技学院
兼职教授。长期以来，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金融、风险、数据、法律等
方面相关问题。著有《基本建设法律问题》《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经济政策制定过程》《远离冰山》《价
值银行》《临渊结网》《财富信仰》《另眼观法》《中国债务拐头研究》《拥抱不确定性》《异度均𢖍：未来
最优解》等专著。发表过《第三类均衡》（美国《经济理论通讯》）、《不确定性与数据重构》（《中国银行业》
杂志）、《不确定性与经济理论重构的若干问题》（《银行家》杂志）《中国系统性风险预警指数体系研究》（《南
方金融》杂志）等著作和论文。

总 负 责 人：�吴　莹
文书负责人：�龙艺红
会场负责人：�张景婷
设备负责人：�张景婷

会议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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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手册

地址 ：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
交通 ： 公交 375、103、392 路在清华大学站下车；自驾车需报备车牌号并从指定的校门进入；打车可

在蒙民伟音乐厅下车，向北步行 200 米即到。
注意 ：因校外人员进校需报备，请提前与会务组联系，填报相关信息。

10 月 21 日全天 
第一会场 : 921-336-982

10 月 21 日全天 
第二会场 : 472-764-359

10月 22日上午 
会议号 :186-469-707

会议地址交通图

线上会议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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