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学一级学科博（硕）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2 年）

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山西大学哲学学科于 2006 年获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拥

有国家重点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下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

外国哲学、伦理学、科学技术哲学 5 个二级学科。学科拥有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形成了哲学社会学

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一院两所”的稳

定架构。学院下辖“欧陆哲学研究中心”“分析哲学研究中心”“认知

哲学研究中心”3 个二级科研机构。拥有专任教师 89名，其中教授 36

名，高级职称比例达 80%以上。山西大学哲学学科进入了高等教育评价

专业机构软科发布的“2022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的前 10%，进入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第二轮“双一流”学科建设

名单。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向简介

1、培养目标：山西大学哲学学科研究生培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

追求卓越为主线，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国内与

国外的研究视域有机结合起来，培育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

深入的专业知识、守正创新的科研素养，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注



重学术传承、提升理论创新能力、开阔国际视野，面向未来进行学术

开拓的哲学人才。

2、培养方向：本学位授权点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

国哲学、伦理学、科学技术哲学五个培养方向。

（1）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国外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哲学。要求在认识论、价值论、社会哲学等领

域探讨、熟悉国外马克思主义领域的研究动态，掌握各流派的基本思

想并进行专题研究，着力于西方批判教育学领域，进行教育理论和实

践的建构。

（2）中国哲学方向：分为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社会哲学。要求从

中国传统文化概况、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等领域出发，探讨天命论、

经学、民本主义等问题，从而回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阐明中

国特色社会哲学的内容和特征，指引国家走向文明进步道路。

（3）外国哲学方向：分为分析哲学、人文哲学、认知哲学、西方

美学。主要研究外国的人文主义思潮，有别于科学哲学的西方人文主

义基本理论、当代认知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从古希腊到近现代欧美国

家美学发展史、近现代中国美学的发展与走向等领域。

（4）伦理学方向：分为伦理学基本理论、应用伦理学。主要研究

伦理学的元理论、中国和西方伦理思想史及其当代意义，分析近些年

应用伦理学实践的概念在伦理学讨论中的应有地位，通过引入对伦理

学原则的形式化表达与分析，澄清伦理学原则间的可能冲突思想。

（5）科学技术哲学方向：分为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社会科学



哲学、技术哲学与 STS 等。主要研究现当代科学哲学中的基本观点、

流派、理论形态及其发展，国内外各科学学科发展史以及相关科学家

思想，揭示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科学、技术

对社会产生的正负效应等。

（三）研究生规模（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

基本状况）

详见《学位授权点基本状态信息表》

（四）研究生导师状况（总体规模、队伍结构）

哲学学科研究生导师团队结构合理，战斗有力。拥有专任教师 89

名，其中博士研究生导师 26名，硕士研究生导师 65名，教授 36 名，

副教授 33名。高级职称比例达 80%以上。团队成员包含“教育部社会

科学委员会委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马工程首席专家”“国家万人

计划”等各类高端人才。2022 年全职引进叶闯教授、周北海教授等全

国知名学者，韩国籍青年学者吴贤重等优秀人才，持续优化师资结构，

提高学科教育教学能力。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5 名长

江学者为引领、36 名教授为骨干、3 名外籍教师为重要补充的人才队

伍。

二、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情况

院党委下设 6个教工党支部、5个学生党支部，是全国高校首批党

建标杆院系，山西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山西大学荣膺“山西省工人先

锋号（集体表彰）”称号，哲学社会学学院第二支部党建案例“党建+

思政”引领“双一流”建设”入选 2022 年度全省高校党建创新案例和



全国教师党支部党建创新案例。

（二）思政课程建设与课程思政落实情况

积极实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程思政建设成

效显著。哲学学科郭贵春、殷杰教授共同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2018 年版）荣获 2021

年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二等奖；王继创《生态伦理学》荣获

山西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大赛一等奖，黄孝东获得山西大学 2021

年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2022 年度上线山西省精品线上共享课

程 5 门；7 月，科学技术哲学概论获批 2022 年度山西省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

（三）研究生党建与校园文化建设情况

学院出版学生刊物《猫头鹰》；主办“友谊杯”辩论赛，承办山西

大学“青年与社会”辩论赛；开办青马学院培训班、组织“青年的担

当与使命”等主题党日活动和专题组织生活会，提高了学生的思想素

质，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

（四）日常管理服务情况

哲学学科以“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建设为契机，着力提升党

委支部、教师、辅导员的三级管理能力。党支部、教研室、研究所无

缝衔接，实现“双带头人”党支部全覆盖，充分发挥党支部的管理和

服务功能。采用专兼结合、以专为主的方式，精选优秀青年教师，强

化管理人员队伍建设。目前学科拥有辅导员 13名，全体辅导员均为硕

士、博士研究生学历。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深化课程改革，坚持以思想教育为指引，以专业教育为抓手。根

据《教育部哲学一级学科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新增《哲学基本问

题与方法》《哲学经典研读》《哲学学科前沿问题》等 9门专业课程，

帮助学生夯实理论基础，扩宽学术视野，了解学科前沿，提高实践技

能；同时设置双语教学、分组讨论等课程形式提高学生综合素养，提

高学生能力。

（二）导师选拔培训

严格执行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和考核情况等规章制度。在 2021

年组织学科导师参加研究生导师培训会议和师德师风专题网络培训，

提高了教师队伍的整体素养。2022 年组织学科导师参加了研究生导师

培训会议、一流课程建设经验交流、师德师风专题网络培训、教师思

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常态化建设培训、暑期教师研修专题培训、优秀课

程建设、论文写作、教学创新、马工程重点教材任课教师培训，明确

了导师岗位职责，增强了导师责任意识和育人观念，从多方面提升了

导师队伍的知识水平和能力素养。

（三）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山西大学哲学学科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建立师德档案，签订

师德承诺书，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年度考核、导师遴选、职务聘任、

职称晋升的首要标准。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教师团队入选教育部“全国



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哲学学科 1人获得山西大学“十佳青年教

师”称号；2020 年至今，学科三名教师获得校级师德师风先进个人称

号。近年来无任何教师因师德师风不正、违反法律法规、学术不端等

被查处或通报的情况。

（四）学术训练（专业实践）情况

学科依托“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111 创新引智基地”“区域

现代化研究中心”等国家级、省部级教学科研平台，建立起以“教师

为引导、学生为主导、项目为依托”的训练模式，以科研项目为支撑，

学生全过程参与。2022 年获批山西省研究生创新项目 11项；举办“任

之讲堂”“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科学技术哲学论坛”等学术讲座

70余次。2022 年学科建成了由哲学云文献、智慧人才、学术动态、古

典数据、学术评价等五大模块构成的“哲学云数据库”平台，共收录

了近 300 万条哲学数据，服务全国哲学学科学术共同体，致力于推动

哲学学术进步。

（五）学术交流情况

哲学学科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建立与英国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等研究机构的合作

关系，扩大人员往来交流，积极推动联合研究项目。长期开设“睿翼”

“任之”等学术讲堂，通过学术会议+专家邀请+网络报告的形式开展

学术交流。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学术活动，我院 50余名研究生积极参

与学术交流活动，在国内重要学术会议上进行发言。

（六）研究生奖助情况

2022 年，研究生获奖学金达 340 人次，金额总计 167.7 万元。其

中，国家奖学金 8人次，总计金额 19 万元。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措施

在课程上，学科对研究生课程进行了改革，新增“马克思主义哲

学史研究”“认知科学与认知哲学前沿问题研究”等课程，提升研究

生阅读经典和对学科前沿问题把握的能力。在人才培养上，深化与北

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国内知名大学的合作，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五、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分析及改进措施

近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方面影响，山西大学哲学学院在人

才培养、学术研究和对外交流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空绕挑战，特别

是在国际化建设工作方面有诸多问题尚待解决，主要表现在：学院外

籍教师数量较少，相应的英文授课数量也较少，学院与学院外籍教师

之间的联系少；未能充分发挥“111 工程”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的作用，

邀请海外专家举办讲座的数量较少，同海外合作拓展较少；师生工作

方面，学院教师对标国际化意识不足，派遣学生出国的人数较少，与

学生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少，发表的英文专著少，参加国际学

术会议及学术活动较少。

针对以上问题，我院拟在以下方面进行改进：

1、在人才培养方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进行课程改革，注重研

究生基础知识的培养以及学术研究能力的提升。

2、在学术研究方面：在保持现有发展态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

学科结构，补足学科研究方向短板， 强化基础理论研究，夯实学科发

展基础。

3、在对外交流及国际化方面：以在国际学术组织中担任职务的教

授学者为纽带，加大与国际高校、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培养具有国

际视野、国际水平的研究人才；同时推动学科积极承办重要的学术会



议，创办国际学术研究期刊，加大在国际期刊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力

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