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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哲学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10101) 

 

一、培养目标及要求 

培养目标：哲学专业本科教育培养具有多学科基本理论知识，具备扎实的原典阅读与独立

研究能力，具有较高的理论思维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能在未来国际学术论坛上跨越文化和语言

的界限，直接参与世界哲学界对话的拔尖创新型哲学人才，为进一步的理论深造打下坚实基础。 

培养规格：通过一、二年级的核心课程教学，培养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反思批判能力，使

学生形成良好的专业基础与学术视野，确定个人兴趣和职业路向；通过三、四年级专业方向模块

教学，培养学生的哲学原典阅读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和学术了论文写

作能力；通过四年的学习， 终使学生具备扎实全面的哲学理论素养，掌握哲学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基本方法，具备一定科研创新能力和学术论文写作能力，能够直接参与科研协作和国际对

话的拔尖创新型哲学人才。 

二、学制与学位授予类型 

学制：四年 

学位授予类型：哲学学士（Bachelor of Philosophy） 

三、学分学时结构 

板块 类  别 学时数 学分数 
小  计 

学分数 比例（%） 

理论

教学

板块 

核心 

基础课 

公共核心课程 608 34 

105 58.7 校本通识课（选修） 128 8 

专业核心课程 994 63 

专业 

方向课 

专业必修课程 396 22 
38 21.2 

专业选修课程 288 16 

实践

教学

板块 

必修 

公共课程 328 11 

32  17.9 实习实践 20 周 20 

创新实践 36 1 

选修 创新实践 4 周 4 4 2.2 

合  计 2778+24 周   179 17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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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论教学计划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 
期 

周 
数 

学时分配 考核方式 
备注 讲 

授 
实 
验 

实 
践 

习 
题 

考 
查 

开 
卷 

闭 
卷 

公

共

核

心

课

程 

 

必

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1 16 32  16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2 2 13 26  6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 16 6 6 15  1   √  
政治经济

学部分 

军事理论 2 32 1 16 32     √   

计算机基础 2 64 2 16 32  32    √  

计算机高级应用 2 64 3 16 32  32    √  

大学英语 1 4 64 1 16 48  16    √  

大学英语 2 4 64 2 16 48  16    √  

大学英语 3 4 64 3 16 48  16    √  

大学英语 4 4 64 4 16 48  16    √  

高等数学 D1 2 32 1 16 32      √  

高等数学 D2 4 64 2 16 48   16   √  

选修 校本通识课 须修够 8 学分（不可由双学位学分替代）。，由教务处统一组织。 

以上要求必修 34 学分，选修 8 学分，共计 42 学分。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必

修 

 

西方哲学史 1 4 48 1 18 64  8    √ HS 

西方哲学史 2 4 32 2 18 64  8    √ HS 

中国哲学史 1 4 16 3 18 64  8    √ H 

中国哲学史 2 4 32 4 18 64  8    √ H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4 64 3 18 64  8    √ H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1 4 64 1 18 64  8    √ H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2 2 64 2 18 28  8    √ H 

哲学概论 2 64 1 18 28  8   √  H 

现代科技概论 2 64 1 18 28  8    √ H 

逻辑导论 3 64 2 18 48  6    √ H 

现代西方哲学导论 4 32 4 18 64  8  √   HS 

美学导论 3 64 3 18 48  6    √ H 

伦理学导论 3 48 2 18 48  6    √ H 

宗教学导论 3 32 3 18 48  6    √ H 

科学史概论 2 36 4 18 28  8  √    

西方哲学原著导读 3 54 3 18 48  6  √   HS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 4 72 4 18 64  8    √ H 

中国哲学原著导读 3 54 4 18 48  6  √   H 

心理学 2 36 4 18 28  8    √ H 

新生研讨课 1 18 1 4 16  2  √    

批判性思维 2 36 2 18 1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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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课：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 
期 

周 
数 

学时分配 考核方式 
备注 讲 

授 
实 
验 

实 
践 

习 
题 

考 
查 

开 
卷 

闭 
卷 

基

础 

必

修 

学术论文写作训练 2 36 5 18 28  8  √    
哲学前沿 2 36 5 18 28  8  √    
研究方法导引 2 36 5 18 28  8  √    

以上要求必修 6 学分，共计 6 学分 

科

学

技

术

哲

学 

必

修 

自然辩证法概论 2 36 5 18 28  8    √  
一般科学哲学 2 36 5 18 28  8    √  
自然科学哲学 2 36 5 18 28  8  √    
社会科学哲学 2 36 6 18 28  8  √    
科学技术通史 2 36 6 18 28  8    √  
科学社会学 2 36 6 18 28  8  √    
科学哲学文献研读 2 36 6 18 28  8  √    
科学哲学史论 2 36 6 18 28  8  √    

选

修 

物理学哲学 2 36 5 18 28  8  √    
生命科学哲学 2 36 5 18 28  8  √    
数学哲学 2 36 6 18 28  8    √  
语言哲学 2 36 6 18 28  8  √    
认知与心理学哲学 2 36 6 18 28  8  √    
科学与文化 2 36 7 18 28  8  √    
科学、技术与社会导论 2 36 7 18 28  8  √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必

修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2 36 5 18 28  8    √  
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2 36 5 18 28  8    √  
社会哲学 2 36 5 18 28  8  √    
文化哲学 2 36 6 18 28  8  √    
价值哲学 2 36 6 18 28  8  √    
列宁哲学 2 36 6 18 28  8  √    
人学概论 2 36 6 18 28  8  √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 2 36 6 18 28  8  √    

选

修 

卢卡器《历史与阶级意识》研读 2 36 5 18 28  8  √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研读 2 36 5 18 28  8  √    
威廉斯《文化与社会》 2 36 6 18 28  8  √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研读 2 36 6 18 28  8  √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2 36 6 18 28  8  √    
现代化建设比较哲学 2 36 7 18 28  8  √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2 36 7 18 28  8  √    

西

方

哲

学 

必

修 

专业外语 2 36 5 18 28  8    √  
认知哲学导论 2 36 5 18 28  8  √    
分析哲学 2 36 5 18 28  8    √  
形而上学问题研究 2 36 6 18 28  8  √    
西方哲学问题导论 2 36 6 18 28  8  √    
西方哲学专题研究 2 36 6 18 28  8  √    
心智与认知专题研究 2 36 6 18 28  8  √    
人文哲学专题研究 2 36 6 18 28  8  √    

选

修 

《存在与时间》研读 2 36 5 18 28  8  √    
古希腊哲学专题研究 2 36 5 18 28  8  √    
中世纪哲学专题研究 2 36 6 18 2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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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哲学专题研究 2 36 6 18 28  8  √    
现代哲学专题研究 2 36 6 18 28  8  √    
《逻辑哲学论》研读 2 36 7 18 28  8  √    
《认知科学哲学》研读 2 36 7 18 28  8  √    

中

国

传

统

哲

学

与

价

值

论 

必

修 

中国佛教史 2 36 5 18 28  8    √  
中国道教史 2 36 5 18 28  8    √  
中国儒学史 2 36 5 18 28  8  √    
中国伦理学史 2 36 6 18 28  8  √    
儒家文献选读 2 36 6 18 28  8  √    
佛家文献选读 2 36 6 18 28  8  √    
道家文献选读 2 36 6 18 28  8  √    
伦理学文献选读 2 36 6 18 28  8  √    

选

修 

儒学与传统社会 2 36 5 18 28  8  √    
道教与方术 2 36 5 18 28  8  √    
华严哲学 2 36 6 18 28  8  √    
唯识学研究 2 36 6 18 28  8  √    
三孝经研究 2 36 6 18 28  8  √    
黄帝内经研读 2 36 7 18 28  8  √    
中国兵家及价值观 2 36 7 18 28  8  √    

以上要求必修 16 学分，本方向模块选修 8 学分，其他三个方向每个方向 2-4 学分，共计 32 学分。 

五、实践教学计划 

课程 

类别 
课程(项目)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 

期 

周 

数 
考核方式 备注 

公

共

课

程 

必修 

入学教育 1  1 1 考查  

军事训练   1 2 考查 
学分与军事理论 

合并计算 

安全教育 2 32   考查 每学期 4 学时 

形势与政策 2 128   考查 每学期 16 学时 

大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2 40   考查 每学期 5 学时 

体育 1 1 32 1 16 考查  

体育 2 1 32 2 16 考查  

体育 3 1 32 3 16 考查  

体育 4 1 32 4 16 考查  

以上要求必修 11 学分，共计 11 学分。 

实

习

实

践 

必修 

毕业实习 4  8 4 实习报告  

毕业综合实践 4  4 4 实习报告  

学年论文 2  6 2 论文  

毕业论文（设计） 10  8 10 论文与答辩  

以上要求必修 20 学分，共计 20 学分。 

创

新

实

践 

必修 哲学综合能力实践 1 36 6 4 实习报告 顶点课程 

选修 

学科竞赛 4   4 证书  

科研训练 4   4 论文与结题报告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4   4 论文与结题报告  

技能培训 2    证书  

以上要求必修 1 学分，选修 4 学分，共计 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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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理论课教学进度表 

 

模块 1：科学技术哲学 

学期 课程名称 必修/选修 学分 备注 

5 

学术论文写作训练 必修 2  
哲学前沿 必修 2  

研究方法导引 必修 2  
自然辩证法概论 必修 2  
一般科学哲学 必修 2  
自然科学哲学 必修 2  
物理学哲学 选修 2  
生命科学哲学 选修 2  

以上必修 12 学分 

6 

社会科学哲学 必修 2  
科学技术通史 必修 2  
科学社会学 必修 2  

科学哲学文献研读 必修 2  
科学哲学史论 必修 2  
数学哲学 选修 2  
语言哲学 选修 2  

认知与心理学哲学 选修 2  
以上必修 10 学分 

7 
科学与文化 选修 2  

科学、技术与社会导论 选修 2  
以上必修 22 学分，选修 8 学分，另需跨模块选修 8 学分，共计 38 学分。 

模块 2：马克思主义哲学 
学期 课程名称 必修/选修 学分 备注 

5 

学术论文写作训练 必修 2  
哲学前沿 必修 2  

研究方法导引 必修 2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必修 2  
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必修 2  

社会哲学 必修 2  
卢卡器《历史与阶级意识》研读 选修 2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研读 选修 2  

以上必修 12 学分 

6 

文化哲学 必修 2  
价值哲学 必修 2  
列宁哲学 必修 2  
人学概论 必修 2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 必修 2  
威廉斯《文化与社会》 选修 2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研读 选修 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选修 2  

以上必修 10 学分 

7 
现代化建设比较哲学 选修 2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选修 2  
以上必修 22 学分，选修 8 学分，另需跨模块选修 8 学分，共计 38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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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3：西方哲学 

学期 课程名称 必修/选修 学分 备注 

5 

学术论文写作训练 必修 2  
哲学前沿 必修 2  

研究方法导引 必修 2  
专业外语 必修 2  

认知哲学导论 必修 2  
分析哲学 必修 2  

《存在与时间》研读 选修 2  
古希腊哲学专题研究 选修 2  

以上必修 12 学分 

6 

形而上学问题研究 必修 2  
西方哲学问题导论 必修 2  
西方哲学专题研究 必修 2  

心智与认知专题研究 必修 2  
人文哲学专题研究 必修 2  

中世纪哲学专题研究 选修 2  
近代哲学专题研究 选修 2  
现代哲学专题研究 选修 2  

以上必修 10 学分 

7 
《认知科学哲学》研读 选修 2  
《逻辑哲学论》研读 选修 2  

以上必修 22 学分，选修 8 学分，另需跨模块选修 8 学分，共计 38 学分。 

模块 4：中国传统哲学与价值论 

学期 课程名称 必修/选修 学分 备注 

5 

学术论文写作训练 必修 2  
哲学前沿 必修 2  

研究方法导引 必修 2  
中国佛教史 必修 2  
中国道教史 必修 2  
中国儒学史 必修 2  

儒学与传统社会 选修 2  
道教与方术 选修 2  

以上必修 12 学分  

6 

中国伦理学史 必修 2  
儒家文献选读 必修 2  
佛家文献选读 必修 2  
道家文献选读 必修 2  

伦理学文献选读 必修 2  
华严哲学 选修 2  

唯识学研究 选修 2  
价值论研究 选修 2  

以上必修 10 学分 

7 
黄帝内经研读 选修 2  

中国兵家及价值观 选修 2  
以上必修 22 学分，选修 8 学分，另需跨模块选修 8 学分，共计 38 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