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专业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科是国内哲学教学、科研、咨政和

培养高级人才的重镇，是目前规模最大、学科配备最齐全、

人才培养体系最完善的哲学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美学、

逻辑学、政治哲学、管理哲学 10 个二级学科，建设哲学、政

治学、经济学（PPE）专业和“应用伦理”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点；拥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伦理学与道德建

设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佛教与宗教

学理论研究所；拥有中国人民大学 2 个跨学科重大创新规划

平台“哲学与认知科学”“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和

1 个创新高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研究中心”。 

在近七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哲学院产生了新中国教育史

上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第一批哲学硕士点和第一批

哲学博士点、第一批哲学博士后流动站，被评为首批国家重

点学科、首批国家重点一级学科、首批一级学科授权点，被

称作“新中国哲学教育的工作母机”。哲学院于 1994 年被批

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哲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2007 年被评为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2008 年被评为北京市

特色专业建设点。2017 年人大哲学学科入选国家首批“双一



流”学科建设名单。近年来人大哲学学科积极探索“强基博

识”的人才培养模式，哲学专业、伦理学专业入选“双万计

划”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宗教学专业、PPE 专业入选“双

万计划”北京市一流本科专业；入选教育部首批“强基计划”、

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基地。 

哲学院师资力量雄厚，为建设世界一流哲学学科奠定了

坚实基础。现有在职专任教师 80 人，其中教授 50 人，占教

师总数的 62.5％；副教授 23 人，占教师总数的 28.75％；讲

师 7 人，占教师总数的 8.75％；拥有博士学位者 80 人，占教

师总数的 100%。全职外籍教师 3 人。现任教师中有 24 人在

英国剑桥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

学、日本东京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等海外著名高校获得博

士学位，占教师总数的 30%。哲学院多位教师获得国家级和

省部级人才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8 人，中央联系专

家 3 人，中央“马工程”首席专家 1 人、主要成员 6 人，“万

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1 人，“万人计划”青年拔

尖人才 2 人，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1 人。“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 2 人、讲座教授 1 人、青年学者 3 人，百千万

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 人，形成了以知名教授为主导、以高

级职称教师为主体、以中青年教师为中坚、老中青相结合的

高质量师资队伍。 

二、专业培养 

（一）兴趣导向，通专结合，本研衔接长周期培养模式。



设置“跨哲学专业+跨人文社科专业”系列课程，融合文史哲

和多学科知识。按照学校强基计划总体培养目标，实行本研

衔接培养，低年级强化哲学兴趣引导和专业基础，高年级打

通研究生课程学习，因材施教，实施全过程学术训练。第三

学年经考核获得转段资格并通过研究生接收考核获得接收

候选人资格的学生，在第四学年直接进入本研衔接培养阶段，

可根据自身兴趣和转段要求，遵循培养方案，推荐免试攻读

硕士研究生或直接攻博，主要在哲学、应用伦理、中国古典

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国学、古典学、考

古学、中国史、世界史等强基计划所在基础学科专业进行深

造，部分学生也可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信息资源管理、国

家安全学等关键领域进行交叉学科培养。本研衔接专业范围

见各强基计划招生专业培养方案，研究生转段阶段具体招生

专业和名额以转段当年学校公布的工作方案为准。 

（二）全员全程导师制，小班化创新型教学，推行研究

性学习模式。强基培养单独编班，实行全员全程导师制，核

心课采用小班教学，拔尖师资配对指导。依托高水平教学科

研团队，建立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平台，形成研究性学习的常

态化机制。依托教育部哲学领域“101 计划”，举办全国哲

学领域“101 计划”拔尖学生培养学术论坛，打造哲学本科

生学术交流平台。 

（三）汇聚优质资源，依托国际化培养平台，专项奖学

金支撑。哲学院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对强基学生开放，聘请



国际一流师资开设系列讲座、全英文系列课程，资助学生赴

海外名校进行短期访学。设立各类专项奖学金，包括学生学

习奖学金、学生科研创新奖学金、学生海外研习奖学金等。 

（四）完备的课程体系，扎实的哲学训练，实现个性化

成长发展。哲学专业强基计划培养课程包括三大类：（1）公

共课程，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公共核心课等；（2）专业教

育，包括哲学专业基础课程、学术写作训练课程、专业核心

课程；（3）个性化选修，包括经典文献课、学术前沿课、国

际小学期全英文课程、跨专业课程等。这些课程形成完备的

课程体系，包含哲学史、经典原著、前沿研究的系统训练，

鼓励学科的拓展与交叉。 

（五）因材施教，实行动态进出机制，激励成长。落实

因材施教、分类培养的理念和强基计划目标要求，实施科学

考核与动态进出机制，激励学生成长。强基计划培养学生入

校后原则上不转专业，达不到考核标准的，应退出强基计划；

退出后的学生按照原强基计划本科阶段培养方案完成本科

阶段学习。根据动态考核和退出情况，结合人才培养实际，

学院可选拔适量学生进入强基计划。 

（六）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注重德智体美劳“五育”

并举全面发展。深入推进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依托校内外

红色资源，深化理论武装、党史校史学习教育、国防教育、

形势政策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坚持不懈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突出“五育并举”



的育人导向，为学生提供综合类、德育类、智育类、体育类、

美育类、劳育类、服务类等七类荣誉奖励项目矩阵。依托具

有鲜明青年底色和人大特色的“先锋”社会实践体系，引领

学生“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

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通过“第二课堂”丰富多彩的校园文

化活动，全方位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堪当时代重任的“复

兴栋梁，强国先锋”。 

三、培养目标 

哲学就是爱智慧。人大哲学强基计划适应全球化与当今

社会发展的深层需求，培养学生中西兼修，既研习经典、强

基固本，又瞄准学科前沿、不断创新，成为具有强烈使命感

和责任感、扎实学识和卓越创新思维的杰出人才，成为潜心

学术、能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重任、关注人类社会重

大问题的未来思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