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学院概况
东南大学自1978年开始恢复文科。1992年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成立，2002年更名为人文学院。
当时下设八个系，分别是哲学与科学系、政治与公共管理系、中文系、法律系、旅游学系、
医学人文学系、艺术传播学系、艺术学系（相对独立）。2006年9月，法律系，艺术学系、艺
术传播学系从学院分离成立法学院和艺术学院。2011年，政治与公告管理系从学院分离成立
马克思主义学院。
目前，人文学院设有哲学与科学系、公共管理系、中文系、旅游学系、医学人文学系、历史
学系、社会学系以及MPA中心，有政治学与行政学、汉语言文学、旅游管理、社会学、哲学五
个本科专业。人文学院同时承担了全校本科生的人文选修课的教学工作，先后为全校学生开
设了百门人文社会科学类选修课程。
学院拥有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有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学、公共管
理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有旅游管理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学院还拥有公共管理
硕士（MPA）和旅游管理硕士（MTA）专业学位授权点。
目前，人文学院有哲学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和“科技伦理与艺术”国家“985”哲学社会科学创
新基地以及伦理学省级重点学科；
学院拥有一支高学历、高素质、年轻化的师资队伍，专任教师中，92%的教师具有博士、硕士
学位，有博士学历的教师达到65%，另有17%的教师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专任教师中具有教
授、副教授职称的人员达到62%；博士生导师17人；45岁以下年轻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60%
。
学院拥有优良的办学资源和优美的办学环境，人文学院文科大楼坐落在新校区九龙湖畔，有
8000余平方米的办公场所，建有图书馆、学术报告厅、高级国际学术活动室、文科实验中
心、语音室、即时实播论文答辩室、档案室、体育训练中心等一系列比较完备的教学及活动
设施，学院图书馆面积近千平方米，藏书6万余册。
近年来，学院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国家“985”工程项目支持下，创建了“科技伦
理与艺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学院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文化部及省级科研项
目百余项，获“211”、“985”工程资助的经费总额超过千万；近五年来出版学术著作和教
材百余部，发表论文千余篇。2000年以来，学院科研成果曾多次获国家社科奖及省部级奖，
并与美、英、德、澳、韩、日、俄罗斯等国以及台、港、澳地区的大学、文化艺术界进行了
广泛的合作和学术交流。
哲学与科学系概况
东南大学哲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鲜明的学术风格和良好的发展态势。1920年中央大学时
期始设哲学系，期间汤用彤、宗白华、方东美等学术大家曾在此任教，陈康、唐君毅、程石
泉等于此求学论道，俊彦云集。1978年恢复哲学本科招生。1981年我国著名哲学家萧焜焘先
生和中国科学院院士钱钟韩先生联合创建东南大学第一个文科硕士点，也是全国第二批、工
科院校第一批科学技术哲学硕士点。1984年开始招收科技伦理方向硕士生，随后更名为哲学
与科学系，2000年建立伦理学博士点，时为全国第三个建点的伦理学学科。2005年建立科技
哲学博士点；2007年建立哲学博士后流动站；2010年建立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近年来，哲
学专业先后获批“强基计划”招生专业、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江苏省品牌专业、国家
级一流本科课程。2022年获批国家级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
哲学专业拥有一支国际化程度高、活跃进取的高水平研究团队。现有专任教师30人，其中教
授14人，博士生导师14人。学科团队拥有东南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多名教师入选国家级和省级人才称号。哲学专业拥有一系
列助推学科发展、造就拔尖人才的高端平台和研究基地，哲学学科是江苏省重点学科、优势
学科，业已形成哲学本科、一级学科硕士点、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于一体的完整
学科体系。在道德哲学、科技伦理和重大应用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色优势，形成了以时代感、
独创性和使命意识为标识的学术研究风格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哲学专业始终注重思想和价值引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大胆改革创新拔尖人才培养模
式，全面实施现代书院制、全员导师制和完全学分制，着力构建国际化、小班化、个性化、
卓越化、本研一体化拔尖人才培养格局，以学术大师、国际化师资队伍和高水平研究成果为
支撑，致力于培养具有坚定的学术志趣、精深的专业知识、宏阔的格局视野、高远的使命情
怀，能够聚焦学科前沿、推动学术发展进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引领价值观念革新和
人类文明进步的拔尖创新人才。



东南大学2024级哲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本科专业培养方案

门类： 哲学 专业代码： 010101 授予学位： 哲学

学制： 4 制定日期： 2024-2025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坚定的基础理论研究志向和创新意识，具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素养

和系统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能够准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发展历程；具

有一定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的相关知识；掌握哲学基本研究方法和相应的社会调查能力；熟练地

掌握一门外语并进行有效的国际交流；具有较强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和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以及较强的团队协作能力

。

二. 毕业生应具有的知识、能力、素质

1.知识：具备扎实广博的专业知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有相当了解，能清楚表达自己的思想、组织

论证、进行理性论辩；具备一定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知识基础；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用它来获取专业

知识、进行学术交流。

2.能力：能够进行批判性地思考、分析性地阅读、系统性地学习；能够组织有效论证，能够清楚明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具备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能力；具备相当的创新创业能力，能对已有思想进行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能

运用所学的实践知识进行自主创业。

3.素质：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能围绕特定哲学问题开展研讨交流和合作研究；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情趣，视野开

阔，格调高雅；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能主动践行核心价值观，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具有良好的心理素养和人格魅力，有

终身学习的意识和反思精神，能进行团队合作。

三. 主干学科与相近专业

主干学科：哲学

相近专业：汉语言文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艺术学

四. 主要课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

五. 主要实践环节

军训、计算机综合课程设计、社会调查、社会实践、毕业论文

六. 全英文教学课程

西方哲学史Ⅲ(现代部分) 、当代知识论

七. 系列研讨课程（含新生研讨课）

批判性思维、哲学阅读与写作、西方马克思主义、规范伦理学

八. 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士学位学分绩点要求

根据《东南大学学士学位授予管理办法（修订）》，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满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学分，满

足“平均学分绩点≥2.0”等相关要求，可向学校申请授予哲学学士学位。

九. 各类课程学分与学时分配

课程类型 学分 学时
学分

比例

通识教育基础课程 53.5 972 34.52%

专业相关课程 78 1208 50.32%

集中实践环节（含课外实践）&暑期学校课程 23.5 195 + 课程周数： 3 15.16%



总计 155 2375 + 课程周数： 3 100%

十. 实践类课程学分比例

实践类课程学分： 24.25 ，总学分： 155 , 比例： 15.65%



十一. 课程体系拓扑图

通识教育基础课

(1)思政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B15M0070 形势与政策(1) 0.25 8 0 0 0 2 一 2 -

B15M019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0 0 0 3 一 2 +

B15M001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0 0 0 3 一 3 +

B15M003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0 0 0 3 一 3 +

B15M0080 形势与政策(2) 0.25 8 0 0 0 2 一 3 -

B15M016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48 0 0 0 3 一 3 +

B15M2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3 48 0 0 0 3 一 3 +

B15M0090 形势与政策(3) 0.25 8 0 0 0 2 二 2 -

B15M0100 形势与政策(4) 0.25 8 0 0 0 2 二 3 -

B88M0010 就业导论 0.5 16 0 0 0 1 二 3 -

B15M0110 形势与政策(5) 0.25 8 0 0 0 2 三 2 -

B15M0120 形势与政策(6) 0.25 8 0 0 0 2 三 3 -

B15M0130 形势与政策(7) 0.25 8 0 0 0 2 四 2 -

B15M0140 形势与政策(8) 0.25 8 0 0 0 2 四 3 -

合计 17.5 320 0 0 0

(2)军体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B15M0060 军事理论 2 32 0 0 0 2 一 2 -

B18M0010 体育I 0.5 32 0 0 0 2 一 2 -

B18M0020 体育II 0.5 32 0 0 0 2 一 3 -



B18M0030 体育III 0.5 32 0 0 0 2 二 2 -

B18M0040 体育IV 0.5 32 0 0 0 2 二 3 -

B18M0050 体育V 0.5 0 0 0 0 0 三 2 -

B18M0060 体育VI 0.5 0 0 0 0 0 三 3 -

合计 5 160 0 0 0

(3)外语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B17M0011 大学英语II 2 32 0 0 32 2 一 2 +

2级起点B17M0021 大学英语III 2 32 0 0 32 2 一 3 +

B17M0031 大学英语IV 2 32 0 0 32 2 二 2 +

B17M0021 大学英语III 2 32 0 0 32 2 一 2 +

3级起点B17M0031 大学英语IV 2 32 0 0 32 2 一 3 +

B17M004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 2 32 0 0 32 2 二 2 +

B17M0031 大学英语IV 2 32 0 0 32 2 一 2 +

4级起点B17M004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 2 32 0 0 32 2 一 3 +

B17M005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2 2 32 0 0 32 2 二 2 +

合计 6 96 0 96 96

(4)计算机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B99M0020 大学计算机基础(文科类) 1 16 24 0 0 4 一 2 +

合计 1 16 24 0 0

(5)自然科学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B07M1090 高等数学(文) 4 64 0 0 0 4 一 2 +

合计 4 64 0 0 0

(6)通识选修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B00TL070 自然科学类通识选修课(2学分) 2 32 0 0 0 0

B00TL090 创新创业类通识选修课(2学分) 2 32 0 0 0 0

B13A0010 心理 2 32 0 0 0 2 一 2 -

B13A0020 伦理 2 32 0 0 0 2 一 2 -



B13A0050 秉文大师讲堂 1 16 0 0 0 2 一 2 -

B2501010 法理 2 32 0 0 0 2 一 2 -

B13A0030 艺理 2 32 0 0 0 2 一 3 -

B13A0040 哲理 2 32 0 0 0 2 一 3 -

合计 15 240 0 0 0

(7)四史教育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B13M0020 新中国史 1 16 0 0 0 2 二
2 -

四选一

3 -

B13M0030 社会主义发展史 1 16 0 0 0 2 二
2 -

3 -

B15M1001 中共党史 1 16 0 0 0 2 二
2 -

3 -

B15M1002 改革开放史 1 16 0 0 0 2 二
2 -

3 -

合计 1 16 0 0 0

四选一

(8)导论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B1300900 人工智能通识导论 1 16 0 0 0 2 一 2 -

B1360611 批判性思维 2 32 0 0 0 2 一 3 -

B1360602 卓越领导力培育（人文） 1 0 0 0 0 16 二 1 -

合计 4 48 0 0 0

专业相关课程

(1)大类学科基础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B1360041 西方哲学史Ⅰ（强基/拔尖） 3 48 0 0 0 3 二 2 +

B1360080 马克思主义哲学 3 48 0 0 0 3 二 2 -

B1360101 逻辑学(双语)（强基/拔尖） 3 48 0 0 0 3 二 2 +

B1360111 伦理学（强基/拔尖） 3 48 0 0 0 3 二 2 -

B1360401 中国哲学史（I） 2 0 0 0 0 4 二 2 +

B1360402 中国哲学史（II） 2 0 0 0 0 4 二 2 +

B1360403 中国哲学史（III） 2 0 0 0 0 4 二 2 +

B1360051 西方哲学史Ⅱ（强基/拔尖） 3 48 0 0 0 3 二 3 +



B1361121 科学哲学（强基/拔尖） 3 48 0 0 0 3 三 3 -

合计 24 288 0 0 0

(2)专业主干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B1360121 美学（强基/拔尖） 3 48 0 0 0 3 二 2 +

B1360141 宗教哲学(双语)（强基/拔尖） 3 48 0 0 0 3 二 3 -

B1360061
西方哲学史Ⅲ(现代部分)（全英

文）（强基/拔尖）
3 48 0 0 0 3 三 2 +

B1360150 中国哲学原著选读 3 48 0 0 0 3 三 2 -

B1360491 形而上学（强基/拔尖） 3 48 0 0 0 3 三 2 +

B1360511 政治哲学（强基/拔尖） 3 48 0 0 0 3 三 2 -

B1360711 马克思哲学原著选读（强基/拔尖） 3 48 0 0 0 3 三 2 -

B1360422 心灵哲学（强基/拔尖） 3 48 0 0 0 3 三 3 -

合计 24 384 0 0 0

(3)专业方向及跨学科选修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B1360830 技术与社会（研讨课） 2 32 0 0 0 4 二 2 -

限选课组。

B1360310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讨课） 2 32 0 0 0 4 二 3 -

B1360350 当代知识论（研讨课） 2 32 0 0 0 4 二 3 -

B1360650 中国近现代哲学 2 32 0 0 0 4 二 3 -

B1360405 宗教哲学原著选读 2 0 0 0 0 2 三 2 -

B1360591 古希腊哲学原著选读 2 32 0 0 0 4 三 2 -

B1360690 德国观念论 2 32 0 0 0 4 三 2 -

B1360850 规范伦理学（研讨课） 2 32 0 16 0 4 三 3 -

B1360930 应用伦理学 2 32 0 0 0 4 四 2 -

B1360841 心理学专题研究（研讨课） 2 32 0 16 0 4 二 3 -

任选及跨学

科课组。

B1310271 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前沿（研讨课） 2 32 0 0 0 2 三 2 -

B1310520 法治政府建设专题（研讨） 2 32 0 0 0 2 三 2 -

B1320500 大数据分析与计算社会学 2 32 0 0 0 2 三 2 -

B1340181 文学图像学专题（研讨课） 2 32 0 16 0 3 三 2 -

B1340330 新媒体和中国当代文学 2 32 0 0 0 2 三 2 -

B1360230 比较哲学（研讨课） 2 32 0 0 0 4 三 2 -

B1360351 知识论（当代/研讨课） 2 32 0 0 0 4 三 2 -

B1360790 佛家哲学（研讨课） 2 32 0 16 0 4 三 2 -

B1360430 存在主义（研讨课） 2 32 0 0 0 2 三 3 -

B1360680 早期现代哲学 2 32 0 0 0 4 三 3 -



B1360730 现象学 2 32 0 0 0 4 三 3 -

任选及跨学

科课组。

B1360740 柏拉图哲学（研讨课） 2 32 0 0 0 4 三 3 -

B1361110 认知科学哲学 2 32 0 0 0 2 三 3 -

B1360750 亚里士多德哲学（研讨课） 2 32 0 16 0 4 四 2 -

B1360770 解释学（研讨课） 2 32 0 16 0 4 四 2 -

B1360890 维特根斯坦哲学 2 32 0 0 0 4 四 2 -

B1360320 后现代哲学（研讨课） 2 32 0 0 0 4 四 3 -

B1360760 黑格尔哲学（研讨课） 2 32 0 16 0 4 四 3 -

B1361001 拔尖研讨课 2 32 0 0 0 2 四 3 -
本研衔接课

。

合计 30 480 0 112 0

限选课需修读9门（18学分），任选课需修读3门（6学分），跨学科选修2门（4学分），本研衔接课程1门（2学分），合计

要求30学分。其中跨学科选修课“ 大数据分析与计算社会学” “ 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前沿”“ 法治政府建设专题”“ 

文学图像学专题”“ 新媒体和中国当代文学”为跨学科选修课。

集中实践环节（含课外实践）&暑期学校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B85M0020 军训 2 0 0 0 0 (3) 一 1 -

B81M0070 工业系统认知 0.5 0 16 0 0 16 一 2 -

B1360390 哲学阅读与写作 2 32 0 0 0 2 一 3 -

B13L0010 劳动教育与实践 1 6 26 0 0 3 二 1 -

B1361130 文化哲学工作坊 3 32 0 16 0 4 三 1 -

B1361140 实践哲学工作坊 3 32 0 0 0 4 四 1 -

B1310450 毕业论文 8 0 0 0 0 16 四 3 -

B1310480 社会实践 1 16 0 0 0 1 四 3 -

B1310490 文化素质教育实践 1 16 0 0 0 1 四 3 -

B1310500 大学生课外研学 2 32 0 0 0 2 四 3 -

合计 23.5 166 42 16 0 (3)

学程安排
第一学年

第1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85M0020 军训 2 (3) - 必修

合计：必修学分 2

第2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7M1090 高等数学(文) 4 4 + 必修

B1300900 人工智能通识导论 1 2 - 必修

B13A0010 心理 2 2 - 必修

B13A0020 伦理 2 2 - 必修

B13A0050 秉文大师讲堂 1 2 - 必修



B15M0060 军事理论 2 2 - 必修

B15M0070 形势与政策(1) 0.25 2 - 必修

B15M019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3 + 必修

B18M0010 体育I 0.5 2 - 必修

B2501010 法理 2 2 - 必修

B81M0070 工业系统认知 0.5 16 - 必修

B99M0020 大学计算机基础(文科类) 1 4 + 必修

B17M0011 大学英语II 2 2 + 必修 [2]

B17M0021 大学英语III 2 2 + 必修 [4]

B17M0031 大学英语IV 2 2 + 必修 [3]

合计：必修学分 21.25

第3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1360390 哲学阅读与写作 2 2 - 必修

B1360611 批判性思维 2 2 - 必修

B13A0030 艺理 2 2 - 必修

B13A0040 哲理 2 2 - 必修

B15M001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3 + 必修

B15M003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3 + 必修

B15M0080 形势与政策(2) 0.25 2 - 必修

B15M016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3 + 必修

B15M2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3 + 必修

B18M0020 体育II 0.5 2 - 必修

B17M0021 大学英语III 2 2 + 必修 [2]

B17M0031 大学英语IV 2 2 + 必修 [4]

B17M004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 2 2 + 必修 [3]

合计：必修学分 22.75

第二学年

第1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1360602 卓越领导力培育（人文） 1 16 - 必修

B13L0010 劳动教育与实践 1 3 - 必修

合计：必修学分 2

第2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1360830 技术与社会（研讨课） 2 4 - 限选 [5]

B13M0020 新中国史 1 2 - 限选

[1]
B13M0030 社会主义发展史 1 2 - 限选

B15M1001 中共党史 1 2 - 限选

B15M1002 改革开放史 1 2 - 限选



B1360041 西方哲学史Ⅰ（强基/拔尖） 3 3 + 必修

B1360080 马克思主义哲学 3 3 - 必修

B1360101 逻辑学(双语)（强基/拔尖） 3 3 + 必修

B1360111 伦理学（强基/拔尖） 3 3 - 必修

B1360121 美学（强基/拔尖） 3 3 + 必修

B1360401 中国哲学史（I） 2 4 + 必修

B1360402 中国哲学史（II） 2 4 + 必修

B1360403 中国哲学史（III） 2 4 + 必修

B15M0090 形势与政策(3) 0.25 2 - 必修

B18M0030 体育III 0.5 2 - 必修

B17M0031 大学英语IV 2 2 + 必修 [2]

B17M004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 2 2 + 必修 [4]

B17M005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2 2 2 + 必修 [3]

合计：必修学分 23.75

第3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1360310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讨课） 2 4 - 限选

[5]B1360350 当代知识论（研讨课） 2 4 - 限选

B1360650 中国近现代哲学 2 4 - 限选

B13M0020 新中国史 1 2 - 限选

[1]
B13M0030 社会主义发展史 1 2 - 限选

B15M1001 中共党史 1 2 - 限选

B15M1002 改革开放史 1 2 - 限选

B1360051 西方哲学史Ⅱ（强基/拔尖） 3 3 + 必修

B1360141 宗教哲学(双语)（强基/拔尖） 3 3 - 必修

B15M0100 形势与政策(4) 0.25 2 - 必修

B18M0040 体育IV 0.5 2 - 必修

B88M0010 就业导论 0.5 1 - 必修

B1360841 心理学专题研究（研讨课） 2 4 - 任选 [6]

合计：必修学分 7.25

第三学年

第1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1361130 文化哲学工作坊 3 4 - 必修

合计：必修学分 3

第2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1360405 宗教哲学原著选读 2 2 - 限选

[5]B1360591 古希腊哲学原著选读 2 4 - 限选

B1360690 德国观念论 2 4 - 限选



B1360061 西方哲学史Ⅲ(现代部分)（全英文）（强基/拔尖） 3 3 + 必修

B1360150 中国哲学原著选读 3 3 - 必修

B1360491 形而上学（强基/拔尖） 3 3 + 必修

B1360511 政治哲学（强基/拔尖） 3 3 - 必修

B1360711 马克思哲学原著选读（强基/拔尖） 3 3 - 必修

B15M0110 形势与政策(5) 0.25 2 - 必修

B18M0050 体育V 0.5 0 - 必修

B1310271 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前沿（研讨课） 2 2 - 任选

[6]

B1310520 法治政府建设专题（研讨） 2 2 - 任选

B1320500 大数据分析与计算社会学 2 2 - 任选

B1340181 文学图像学专题（研讨课） 2 3 - 任选

B1340330 新媒体和中国当代文学 2 2 - 任选

B1360230 比较哲学（研讨课） 2 4 - 任选

B1360351 知识论（当代/研讨课） 2 4 - 任选

B1360790 佛家哲学（研讨课） 2 4 - 任选

合计：必修学分 15.75

第3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1360850 规范伦理学（研讨课） 2 4 - 限选 [5]

B1360422 心灵哲学（强基/拔尖） 3 3 - 必修

B1361121 科学哲学（强基/拔尖） 3 3 - 必修

B15M0120 形势与政策(6) 0.25 2 - 必修

B18M0060 体育VI 0.5 0 - 必修

B1360430 存在主义（研讨课） 2 2 - 任选

[6]

B1360680 早期现代哲学 2 4 - 任选

B1360730 现象学 2 4 - 任选

B1360740 柏拉图哲学（研讨课） 2 4 - 任选

B1361110 认知科学哲学 2 2 - 任选

合计：必修学分 6.75

第四学年

第1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1361140 实践哲学工作坊 3 4 - 必修

合计：必修学分 3

第2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1360930 应用伦理学 2 4 - 限选 [5]

B15M0130 形势与政策(7) 0.25 2 - 必修

B1360750 亚里士多德哲学（研讨课） 2 4 - 任选
[6]

B1360770 解释学（研讨课） 2 4 - 任选



B1360890 维特根斯坦哲学 2 4 - 任选 [6]

合计：必修学分 0.25

第3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1310450 毕业论文 8 16 - 必修

B1310480 社会实践 1 1 - 必修

B1310490 文化素质教育实践 1 1 - 必修

B1310500 大学生课外研学 2 2 - 必修

B15M0140 形势与政策(8) 0.25 2 - 必修

B1361001 拔尖研讨课 2 2 - 必修 [7]

B1360320 后现代哲学（研讨课） 2 4 - 任选
[6]

B1360760 黑格尔哲学（研讨课） 2 4 - 任选

合计：必修学分 14.25

其他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0TL070 自然科学类通识选修课(2学分) 2 0

B00TL090 创新创业类通识选修课(2学分) 2 0

跨学年、跨学期选修课说明

[1]:四选一: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中共党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2]:2级起点:大学英语II,大学英语IV,大学英语III

[3]:4级起点:大学英语IV,大学英语高级课程2,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

[4]:3级起点:大学英语III,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大学英语IV

[5]:限选课组。:应用伦理学,规范伦理学（研讨课）,德国观念论,古希腊哲学原著选读,宗教哲学原著选读,中国近现代哲

学,当代知识论（研讨课）,西方马克思主义（研讨课）,技术与社会（研讨课）

[6]:任选及跨学科课组。:亚里士多德哲学（研讨课）,认知科学哲学,柏拉图哲学（研讨课）,现象学,早期现代哲学,存在

主义（研讨课）,佛家哲学（研讨课）,知识论（当代/研讨课）,比较哲学（研讨课）,新媒体和中国当代文学,文学图像学

专题（研讨课）,大数据分析与计算社会学,法治政府建设专题（研讨）,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前沿（研讨课）,心理学专题

研究（研讨课）,黑格尔哲学（研讨课）,后现代哲学（研讨课）,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学（研讨课）

[7]:本研衔接课。:拔尖研讨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