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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族大学哲学学科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101） 

 

所属学科门类：哲学 

所属一级学科：哲学 

所属培养单位：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科简介： 

西藏民族大学哲学学科办学历史悠久，1975 级政治理论专业已开始授予哲

学学士学位，1995 年哲学专业开始招生，2003 年获中国哲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

授权点，2007 年获批西藏自治区首批重点学科，2021 年获哲学硕士学位一级学

科授权点。作为西藏自治区目前唯一的哲学学科硕士学位点，西藏民族大学哲

学学科硕士学位点严格执行国家硕士学位标准，规范课程设置，规范教学方法，

积极适应西藏及中西部地区对哲学人才的新需求，不断完善哲学人才培养体系，

创新哲学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哲学人才培养质量，突出西藏民族文化特色和优

势，致力于为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地区培养高层次哲学理论与实用人才。 

 

一、培养目标 

1.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

结，坚决反对分裂的哲学专业专门人才。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 

2.培养遵纪守法、诚信公正、学风严谨、追求卓越，具有服务国家、服务

人民的社会责任感，身心健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3. 培养具有较为厚实的哲学基础知识、相关学科知识和人文历史知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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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所在研究方向的系统的专门知识，经过规范的学术研究和写作训练，具有从

事哲学理论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教学和专业工作能力的专门人才。具体要

求包括：（1）研读和了解哲学及相关学科的经典著作或重要理论著作；（2）熟

悉本专业的研究方法和前沿问题，对本专业的重要研究成果有较全面的把握；

（3）独立撰写规范的学术论文，提出并解决具有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的哲学问

题；（4）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能够胜任管理、宣传和出版等部门的工作，以

及大专和中等学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工作。 

 

二、研究方向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马

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马克思主义“两论”及其在西藏的实践研究。 

2.中国哲学：先秦诸子研究；汉唐经学研究；汉唐佛学研究；宋明理学研

究；藏传佛学研究。 

3.宗教学:藏传佛教思想史研究；藏传佛教宗派哲学研究；藏传佛教经典翻

译与阐释；西藏宗教问题研究；基督教哲学与文化研究。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为 3 年，最长学习年限可在学制基础上延长 2 年。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或延期毕业者，依据《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

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执行。 

 

四、培养方式及主要培养环节 

（一）培养方式 

实行导师指导与学科导师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复合导师制。导师负

责研究生日常管理、学风和学术道德教育，制定和调整研究生学习计划，指导

学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和撰写，是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在导师指导为

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学科导师指导小组在培养方案调整、课程教学、科学研

究和论文撰写等方面集体指导的优势，集众家之长，以利于研究生获得全面和

系统的指导和训练。 

（二）主要培养环节及进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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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期考核：第四学期初，学科导师指导小组对研究生的学业情况进行中

期考核。学科导师指导小组对硕士研究生的思想品德、课程学习、科研能力等

方面的情况逐个进行全面考核，按照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类进行评价。

中期考核合格以上的硕士研究生，正常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中期考核不合

格的硕士研究生，不得进入下一阶段，即硕士学位论文撰写阶段学习，按照学

校相关规定分流。 

2.毕业条件审核：第六学期，学科导师组、马克思主义学院和研究生院将

联合审核研究生是否达到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毕业条件及授予学位条件。未能达

到毕业条件者将不能毕业；未能达到授予学位条件者，不授予学位。 

（三）学风建设要求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在各培养环节中应严格自律，恪守学术道德，遵守学

术规范，端正学风，具体要求如下： 

1.在硕士研究生整个培养过程中，包括课程学习、论文准备、实践和学术

活动，特别在论文撰写工作中，都要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和谦虚谨慎的合作精神。 

2.明德厚学，沉毅笃行，追求真理；遵守学术道德，端正学风，表里如一；

坚决反对学术腐败，严禁剽窃、弄虚作假；禁止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他人劳动成

果，杜绝考试作弊。 

3.研究生要积极参加规定的政治学习、形势政策教育、公益劳动等活动，

自觉加强道德品质修养，倡导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献身哲学研究事业的精神。 

 

五、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一）学分要求 

研究生学习考核实行学分制，每个学生在校期间必须修满 36 个学分方可毕

业。课程设置分为学位课（公共学位课和专业学位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

课三大类，设置如下： 

1．公共学位课 2门， 9学分，由研究生院统一开设。 

（1）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 学分）、《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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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生公共外语：6学分。 

说明：符合研究生外语免修条件者，可免修相应外语课程，并计入总学分。 

2．专业学位课 5门，13学分。 

《论文写作指导与学术道德规范》（1 学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

（3 学分）、《西方哲学原著选读》（3 学分）、《中国哲学原著选读》、（3 学分）

《宗教学通论》（3学分）。 

3．专业必修课每个方向 2门，18学分。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3 学分）、《马克思主

义哲学前沿问题研究》（3学分）。 

中国哲学专业：《先秦诸子研究》（3学分）、《宋明理学研究》（3学分）。 

宗教学专业：《佛教哲学及经典导读》（3 学分）、《西藏宗教专题研究》（3

学分）。 

4．选修课 16门，每人选三门， 6学分。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2 学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 学分）、

《唯物主义意识论》（2 学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 学分）、《中国哲

学现代性研究》（2 学分）、《中西哲学文献学及方法论》（2 学分）、《汉唐佛学研

究》（2 学分）、《汉唐经学研究》（2 学分）、《西方哲学史专题》（2 学分）、《宗

教学前沿问题研究》（2 学分）、《魏晋玄学研究》（2 学分）、《宗教学研究方法导

论》（2 学分）、《中国宗教专题研究》（2 学分）、《宗教文献选读》（2 学分）、

《佛学史专题研究》（2学分）、《佛学哲学比较研究》（2学分）。 

5.社会实践和学术活动：2学分。 

第 3或 4学期进行，折合不少于 34学时，考核合格。（2个学分） 

6．各方向共同开设的课程采取合班上课的方式进行。鼓励宗教学研究专业

的研究生跟随民族学专业或其它专业选修藏语，为将来从事藏学研究打好基础。 

7．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本专业基础课程，哲学

本科专业已经开设。非哲学本科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入学后须在导师指导下自

修这三门课程，也可跟随哲学本科专业旁听学习。 

 

（二）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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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公共必修课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总 

学时 
总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4 2 2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公 
共 
必 
修 
课 

研究生公共外语 102 6 1、2 外语学院 

 

 

表 2：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总 

学时 
总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论文写作指导与学术道德规范 17 1 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 51 3 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51 3 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中国哲学原著选读 51 3 2 
马克思主义 

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本

专

业

所

有

研

究

方

向

必

修

课 
宗教学通论 51 3 2 

马克思主义 
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 51 3 3 
马克思主义 

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究* 51 3 3 
马克思主义 

学院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研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34 2 4 

马克思主义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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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34 2 4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唯物主义意识论 34 2 4 
马克思主义 

学院 

究

方

向

选

修

课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34 2 4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先秦诸子研究* 51 3 3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宋明理学研究* 51 3 3 
马克思主义 

学院 

中国哲学现代性研究 34 2 4 
马克思主义 

学院 

中西哲学文献学及方法论 34 2 4 
马克思主义 

学院 

汉唐经学研究 34 2 4 
马克思主义 

学院 

汉唐佛学研究  34 2 4 
马克思主义 

学院 

西方哲学史专题 34 2 4 
马克思主义 

学院 

中

国

哲

学

研

究

方

向

选

修

课 

魏晋玄学研究 34 2 4 
马克思主义 

学院 

佛教哲学及经典导读* 51 3 3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宗教学专题研究（西藏篇）* 51 3 3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宗教学前沿问题研究 34 2 4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宗教学研究方法导论 34 2 4 
马克思主义 

学院 

中国宗教专题研究 34 2 4 
马克思主义 

学院 

 

 

 

 

 

 

 

 

专

业 

选

修

课 

宗

教

学

研

究

方

向 
选

修

课 

宗教文献选读 34 2 4 
马克思主义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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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带“*”课程为本专业方向研究生必选课程。 

 

表 3：社会实践与学术活动 

 

六、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是研究生正式进入学位论文研究阶段前的一次综合性考核，由各

培养单位统一组织，重点考查研究生是否掌握较为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

业知识，能否综合运用这些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否具备一定的创新性研究

工作的能力。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一般应当在入学后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中期考核。培

养单位应根据《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规定》制定本单位中期考核实施

细则。考核内容为政治思想、组织纪律、课程学习、学术研究等方面。考核结

束后填写《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表》。通过中期考核者，方可进入开

题报告环节。 

中期考核未通过者可按规定申请再次考核，第二次考核仍未通过者予以肄业。 

 

七、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是为论证、审核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及内容而举行的专门报告会，

旨在监督和保障学位论文质量，应由各培养单位统一组织。学术学位硕士研究

生一般应当在中期考核结束后两个月内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佛学史专题研究 34 2 4 
马克思主义 

学院 

佛学哲学比较研究 34 2 4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培养环节 总学分 具体要求 

社会实践与学
术活动 2 

1. 在本专业学术期刊公开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1 篇，有课题立
项的同学要求 2 篇；在校期间面向全体研究生公开作研究
报告 1 次。 

2. 第 3 或 4 学期进行，折合不少于 34 学时，考核合格。（2
个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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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规定的学分，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提交导师审阅同意后，方可申请参

加开题报告答辩。开题报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选题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

状、研究方法、研究创新点与不足、参考书目等。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当由开题报告审核小组审核，填

写《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开题报告审批表》。 

开题报告通过者，方可开始撰写论文；开题报告未通过者可按规定申请再

次开题。开题报告通过者如因特殊情况提出变更学位论文选题，应重新举行开

题报告会。 

 

八、学位论文撰写 

学位论文是进行学位评定的主要依据。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当在指

导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研究工作，相应形成的创新成果应当以学位论

文的形式完整呈现。学位论文研究的实际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年。 

（一）学位论文使用语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二）学位论文必须符合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要求，具体要求见《西藏民

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规定》的相关规定。 

（三）学位论文字数：正文不少于 3 万字，摘要 500-800 字。 

 

九、学位论文答辩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全面完成本学科培养方案规定的各个环节，在规定期

限内完成学位论文，提交论文终稿，经指导教师以及论文评阅人同意，硕士学

位论文必须通过预答辩环节方可送外审，然后再申请答辩。如论文题目出现重

大修改，应重新开题后方可申请答辩。学位论文的答辩程序按照《西藏民族大

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管理规定》《西藏民族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执行。 

为保障论文质量，严把论文质量关，硕士学位论文均应参加匿名评审。具

体要求见《西藏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管理规定》《西藏民族大学

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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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阅读书目 

（一）必读书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 

3.《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4.《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5.《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6.《习近平论治国理政》（1-4 卷），外文出版社。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版。 

8.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 年版。 

9.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 年版。 

10.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 年版。 

11.陆象山：《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 年版。 

12.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 

13.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 年版。 

14.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 

15.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 

16.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 

17.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 

1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19.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20.龙树著.汉藏诸大论师释译：《龙树六论:正理聚及其注释》，民族出版

社,2000 年版。 

21.宗喀巴著、法尊译：《菩提道次第广论》，青海民族出版社，1998 年版。 

22.宗喀巴著、法尊译：《密宗道次第广论》，上海佛学书局，2004 年版。 

23.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 

24.吕澂：《西藏佛学原论》，商务印书馆，1933 年版。 

25.方立天：《佛教哲学》，长春出版社，2006 年版。 

26.[日]矢崎正见著,石硕、张建世译：《西藏佛教史考》，西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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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版。 

27.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李玉玲：《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28.傅高义：《邓小平时代》，三联书店，2003 年版。 

29.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 年版。 

30.韩毓海：《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中信出版社，2014 年版。 

（二）选读书目 

31.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南

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32.孙伯鍨 张一兵：《走进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 

33.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34.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江苏人

民出版社，2020 年版。 

35.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凤凰出版传

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年。 

36.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37.孙正聿：《哲学通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 

38.郭湛、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程》，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39.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40.陈学明：《驶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西方左翼思想家眼中的当代资本主

义》，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41.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42.杨国荣：《庄子的思想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43.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44.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45.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46.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 

47.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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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译，三联书店，2014 年版。 

49.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修订译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 

50.释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华书局，2010 年版。 

51.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52.许德存（索南才让）：《藏传佛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年版。 

53.牟钟鉴：《中国宗教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版。 

54.张志刚：《宗教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55.旷三平、常晋芳：《唯物史观前沿问题研究：现代哲学视域下的一种理

论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 

56.孙伟平：《信息时代的社会历史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十一、课程描述 

（一）专业必修课 

1.课程名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 

课程简介：课程采取历史与逻辑、文献分析与经典原著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力求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原创精神及其精神实质。以专

题研究的教学形式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梳理其学术研

究前沿问题，展望并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走向及其趋势，拓展学生的学

术视野；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改革创新教学方法，

帮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点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和分析研究解决问题的学术能力，提升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境界。考核

方式：撰写课程论文。 

2.课程名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 

课程简介：课程采取历史与逻辑、文献分析与经典原著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力求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原创精神及其精神实质。以专

题研究的教学形式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梳理其学术研

究前沿问题，展望并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走向及其趋势，拓展学生的学

术视野；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改革创新教学方法，

帮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点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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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研究解决问题的学术能力，提升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境界。考核

方式：撰写课程论文。 

3.课程名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究》 

课程简介： 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深入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并能够针对不同的观点，进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深层逻辑和可能的发展空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打下基础。课程共 51 学时，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和热点论题进行专题性研究。包括展示当代分析的

马克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如科亨、埃尔斯特和罗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重构，突出分析哲学的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专题性的

考察马克思主的物质观、实践观、辩证观、真理观、自由观、宗教观、正义观。

对这些哲学论题中当代争论加以展示、剖析，难点、疑点进行解析和回应，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框架内，进行尝试性的发挥与拓展，使学生带入到马

克思主哲学研究的开放空间。考查方式为课程论文。 

4.课程名称：《中国哲学原著选读》 

课程简介：能够阅读中国哲学古典原著，是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必须具备

的最基本能力之一。本课程通过带领学生细读中国哲学重要古典文献，不仅要

使学生了解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流派的基本理论，还要在此过程中特别注重系统

传授阅读中国哲学经典文本的方法，让学生清楚阅读古典原著应积累、具备的

基本知识。考核方式为课程论文。 

5.课程名称：《先秦诸子研究》 

课程简介：先秦诸子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源头，是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必须

掌握的基本理论知识。本课程以先秦诸子的基本问题及其演进历程为中心，以

对每一学派、每一哲学家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为揭示的重点，以每一学派、每

一哲学家围绕其基本问题所给出的理论回答为主要讲解内容，讲授至秦汉之际

学术演变发展的基本情况。 

6.课程名称：《宋明理学研究》 

课程简介： 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巅峰，是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

必须掌握的基本理论知识。本课程以宋明理学的基本问题及其演进历程为中心，

以对每一学派、每一哲学家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为揭示的重点，以每一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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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哲学家围绕其基本问题所给出的理论回答为主要讲解内容，讲授北宋至明

代理学发展的基本情况。 

7.课程名称：《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课程简介：使学生了解西方历史上三部经典著作的基本思想和背景知识，

掌握阅读西方哲学原著的方法、能力，提高哲学素养、培养哲学问题意识。本

课程对西方哲学史上的三部经典著作进行解读、分析、评价。包括柏拉图的

《理想国》、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其中，

对《理想国》采取略读的形式，对各卷核心思想加以梳理展示，对书中重点、

难点部分进行解析，并对著作中涉及到的哲学问题结合现代思想资源做拓展性

研讨。对《第一哲学沉思集》采取精读的形式，对六个沉思逐句阅读、讲解，

对相关问题的哲学史背景加以呈现。对《存在与时间》只做引领性阅读和讲解，

对著作的结构、基本思想和启发性观点进行展示。考查方式为课程论文。 

8.课程名称：《宗教学通论》 

课程简介：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学习使学生获得宗教学研究和宗教哲

学的基础知识、基本能力和基本素养，为进一步的宗教学研究或实际工作提供

必要的知识储备；同时引导学生能够正确了解认识宗教现象，分析处理宗教问

题，着力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共计 51 课时，十七周讲授完成。

本课程设计的教学内容基本遵循教材《宗教学纲要》的结构框架，由四大基本

教学模块组成，即模块一“宗教的本质及其表现”；模块二“宗教的起源与发

展”；模块三“宗教的社会文化功能”；模块四“当代中国宗教研究”。主要由主

讲老师进行讲授，同时重视课堂对话与讨论，作为训练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重

要手段，努力使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融为一体，培养思考型、研究型、实用型

人才。 

9.课程名称：《佛教哲学及经典导读》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对印度佛教、藏传佛教和中国佛教经

典文本的解读，让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能够在基本掌握佛教哲学核心概

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理解印度佛教哲学、藏传佛教哲学和中国佛学哲学的

思维方式及其特质。通过对佛教经典的解读，可以系统掌握经典文本的诠释过

程，并能进一步提升学生阅读哲学文本的能力。授课方式以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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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要求学生对文本所涉及的其它经典和研究材料亦能广泛阅读，对其所

涉及的主要问题能够进行分析和阐述。考核以撰写课程论文为主要方式。 

10.课程名称：《西藏宗教专题研究》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一是通过讲授西藏宗教专题研究，使学生

了解掌握西藏宗教的历史发展和基本形态；二是掌握西藏宗教的信仰仪式、组

织制度、宗教活动、文化艺术、社会主义条件下西藏宗教的改革与管理，为研

究生应用宗教理论解决现实宗教问题奠定理论基础，提供知识储备。课程内容

分为八章，即西藏宗教历史发展、吐蕃佛教、藏传佛教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西

藏宗教的信仰仪式、宗教组织、信仰活动、文化艺术、改革管理等。授课的方

式主要为老师讲解与学生提问相结合，给予学生一定的讨论时间。课程要求：

一是学生必须将听课与阅读参考图书相结合，二是学习思考与研究相结合；三

是完成平时作业。考核方式：考查，完成一篇课程论文。 

（二）专业选修课 

1.课程名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究》 

课程简介： 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深入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并能够针对不同的观点，进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深层逻辑和可能的发展空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打下基础。课程共 51 学时，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和热点论题进行专题性研究。包括展示当代分析的

马克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如科亨、埃尔斯特和罗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重构，突出分析哲学的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专题性的

考察马克思主的物质观、实践观、辩证观、真理观、自由观、宗教观、正义观。

对这些哲学论题中当代争论加以展示、剖析，难点、疑点进行解析和回应，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框架内，进行尝试性的发挥与拓展，使学生带入到马

克思主哲学研究的开放空间。考查方式为课程论文。 

2.课程名称：《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课程简介：使学生系统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方法，了解学术界关于

历史唯物主义的动态和观点，并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做拓展性、发挥性的

思考。本课程共 51 学时，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线索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

义哲学的理论内涵做全面、系统挖掘、展示和重构，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15

立场上对当代自由主义重要代表波普尔和哈耶克的批评做出回应。包括对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概念的解析与界定、占有关系与权力关系的澄清以及对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矛盾的本质及其承受者的探讨；对阶级概念的内涵、“社会剩余”对于

基本阶级划分的依据、剥削以及阶级斗争的含义的讨论与评价；对国家与意识

形态理论的基本思想的阐述、对相关争论和疑点的解析评价；对劳动价值论内

涵、当代争论与异议做出回应以及对交换价值做出全新阐释。考查方式为课程

论文。 

3.课程名称：《西方哲学史专题研究》 

课程简介：课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问题为导向，以专题研究的

形式聚焦西方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哲学问题及其历史成就，梳理西方哲学史学

术研究前沿问题，展望并思考西方哲学史研究的走向及其趋势等，力求以当代

的哲学立场和视野，对西方哲学史中的种种哲学景象和哲学观念、哲学基础理

论进行深入的哲学反思，帮助学生在整体上把握理解西方哲学史的重要哲学问

题、哲学特征及其精神实质。改革创新教学方法，采取文献分析与经典原著研

究相结合，专题教学与课堂讨论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的

问题意识，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提高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和分析研究解决问

题的学术能力。考核方式：撰写课程论文。 

4.课程名称：《汉唐经学》 

课程简介：：经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原典基础，是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必须

掌握的基本理论知识。本课程以汉唐经学的基本问题及其演进历程为中心，以

对每一学派、每一哲学家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为揭示的重点，以每一经师、每

一哲学家围绕其基本问题所给出的理论回答为主要讲解内容，讲授至唐代经学

演变发展的基本情况。 

5.课程名称：《藏汉佛教哲学比较研究》 

课程简介：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一是通过讲授藏汉佛教哲学思想的比较，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藏汉佛教哲学思想的主要内涵、差异和共同点；二是掌握藏

汉佛教哲学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特征，为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提供理论

基础、素材和思路方法。教学内容共分九章，即藏汉佛教哲学形成因素及发展

特征、宇宙观、因果报应论、缘起论和中观思想、心性论、修行实践观、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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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等的比较，二者的特点、差异及形成原因等。授课的方式主要为老师讲解

与学生提问相结合，给予学生一定的讨论时间。课程要求：一是学生必须将听

课与阅读参考图书相结合，二是学习思考与研究相结合；三是完成平时作业。

考核方式：考查，完成课程论文一篇。 

6.课程名称：《宗教学研究方法导论》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一是通过讲授西方七种重要的宗教学家的

宗教理论，使学生对西方主要的宗教理论和观点有系统的了解和认识；二是使

学生掌握西方研究宗教的主要理论方法和技巧，为其完成硕士毕业论文提供方

法论指导。教学内容主要有：泰勒和弗雷泽的万物有灵论与巫术，西格蒙

德·弗洛伊德的宗教与人格，埃米尔·涂尔干的神圣社会，卡尔·马克思的宗教

即异化，米尔恰·伊利亚德的神圣的实在，埃文斯·普理查德的社会的“心灵

建构”，克利福德·格尔兹的作为文化系统的宗教等。授课的方式主要为老师讲

解与学生提问相结合，给予学生一定的讨论时间。课程要求：一是学生必须将

听课与阅读参考图书相结合，二是学习思考与研究相结合；三是完成平时作业。

考核方式：考察，完成一篇课程论文。 

7.课程名称：《佛教史专题》 

课程简介： 本课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从哲学的角度对印度

佛教的产生、发展，或者对中国佛教思想如何发生、成长以及如何形成自己的

结构等许多方面进行考察，使学生了解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思想的特点。包括

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思想、宗派源流以及相关理论问题。通过学习使学生理

解中国佛教的主要概念、理论以及修行方式等知识，并使学生逐步培养对宗教

现象的分析、理解能力，并引起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帮助学生客观理性认识宗

教，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科学无神论宗教学研究立场。

授课方式以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要求学生对文本所涉及的其它经典和研

究材料亦能广泛阅读，对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能够进行分析和阐述。考核以撰

写课程论文为主要方式。 

8.课程名称：《汉唐佛学研究》 

课程简介： 由于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历时两千多年，发展出了具有

中国文化特色的佛学传统， 对于中国哲学、文化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佛学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时，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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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成了中国哲学的最高表达，因此，本课程希望通过对从汉代至唐代所出现的

佛教重要典籍及其思想的讲授，使学生了解中国佛教的思想最初的发展脉络及

其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对印度佛教的吸收与消化过程，掌握印度佛教思想中国

化的具体理论实例，养成学生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学养，培养他们运用相关的第

一手和第二手资料，初步形成对佛教思想的内涵与演变进行独立分析的能力。

授课方式以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要求学生对文本所涉及的其它经典和研

究材料能广泛阅读，对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能够进行分析和阐述。考核以撰写

课程论文为主要方式。 

9.课程名称：《中国宗教研究专题》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目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为指导，通过对中国宗教各个专题问题的探讨和分析，使学生或者从总体上了

解中国宗教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形态，中国宗教与中国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或

者对中国宗教的组成部分，如宗法传统宗教、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发生、发展

和思想特点等分别进行了解，从而使得学生全面了解中国宗教的历史和思想，

培养和树立学生科学的世界观和健康向上的人生观，对各种具体的宗教现象、

宗教史的研究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有助于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与宗教有

关的国际国内政治，稳定社会秩序。授课方式以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要

求学生对文本所涉及的其它经典和研究材料亦能广泛阅读，对其所涉及的主要

问题能够进行分析和阐述。考核以撰写课程论文为主要方式。 

 

 

总负责人：王彦智      负责人：郭云峰      执笔人：董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