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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级哲学（强基计划）本博衔接培养方案

一. 学科简介

浙江大学哲学学科初创于 20世纪三十年代，马一浮、熊十力、牟宗三、谢幼伟、严群、

沈善洪、夏基松等名师大家都曾任教于此。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今天的浙大哲学学科齐全，

名师荟萃，以外国哲学、逻辑学等为优势方向，科技哲学、中国哲学、宗教学等为特色，拥

有文科资深教授、敦和讲席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等一批高层次

人才，致力于培养秉赋深厚家国情怀和现实关怀、拥有跨学科和国际视野、专业基础宽厚、

发展势头强劲的高端学术人才。

二. 培养定位

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突出哲学专业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

怀人类、面向未来的理论特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外优秀思想文化互通、逻辑

与认知、科技哲学和科技伦理等研究领域着力培养有理想、有抱负、能够立时代之潮头、通

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

使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兼具专业性、原创性和民族性的思想家、理论家、学者、教授。

三. 学制模式

采用 3+1+X 的学制模式，其中 3为本科阶段，X 为直博或硕博阶段，中间的 1 为衔接阶

段。3+1 为完整的本科培养阶段，1+X 为完整的研究生培养阶段。

四. 培养特色

1.本研衔接培养。实施一体化设计、全周期评价的本博衔接培养。本科阶段坚持厚

基础、强专业导向，加强专业基础教育、学术前沿引领和科教深度融合培养，强化学生学习

使命感，夯实逐梦未来的坚实基础。博士阶段在哲学思想家、大先生的全过程指导下，开展

沉浸式思想熏陶和国际化创新能力培养。

2.“1+N”本研转段方向。在本科培养基础上设置“1+N”的博士培养方向，其中“1”

表示学生主要在哲学学科方向继续攻读博士研究生，“N”表示学生可根据专业志趣并结合

实际情况，申请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古学方向进行交叉培养。

3.全员国际化培养。充分发挥学校办学优势，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顶尖学科的深

度合作，面向国家需求、指向国际前沿，为每一位学生创造与世界顶尖大学、顶尖学科、顶

尖学者进行合作培养或交流的机会，加深学生对全球学术与哲学前沿的理解认识，增强学生

的创新能力和全球格局，引领学生将个人价值与家国情怀、全球担当相融并进。

五. 分阶段培养方案

（一）本科阶段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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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突出哲学学科在当代科学研究中的基础引领作用，坚持

“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核心要求，鼓励跨学科和国际化发展，着力培养具有深厚的家国

情怀、愿意投身哲学学术事业，同时掌握全面的哲学基础知识、对当代哲学理论的新发展有

比较深入的理解和研究、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巨大发展潜力的学术人才。

毕业要求
坚定文化自信、具备家国情怀，德才兼备，完整掌握哲学专业主要研究领域的基础知识，

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具备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拥有国际化的学术视野，在某一研究方向上

具有浓厚的学术兴趣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并对前沿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趋势具有一定的把握。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视野开阔，具备一定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的相关知识；

2.掌握哲学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治学方法和相应的社会调查能力；

3.对哲学专业的若干研究方向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和研究；

4.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掌握第二外语的基础和应用，具备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5.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拥有良好的国际交流能力；

6.具有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

专业核心课程
逻辑学（H）、伦理学导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导论、科技哲学导论、中国哲学史Ⅱ、哲

学导论、西方哲学史Ⅰ：西方古代哲学、中国哲学史Ⅰ、哲学问题、西方哲学史 II：西方

近代哲学

（二）衔接阶段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

通过学科交叉、课程递阶衔接、研究方向连续一贯等举措，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

新能力，为学生后续博士阶段培养打下良好学科基础、养成较好学术规范。

（三）博士阶段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
面向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突出哲学学科在当代科学研究中的基础引领作用，鼓励

“哲学+”交叉研究和国际化发展，注重知识、能力、素质、人格并重，着力培养具有家国

情怀、能够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既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

求、又立足国际学术前沿的优秀学术创新人才和兼具专业性、原创性和民族性的思想家、理

论家。

重点举措
1.高端学术能力培养：哲学实施“学术训练计划”，“思想与时代”高端学术讲座，构

建师生学术共同体。更加注重学生学术能力的养成，结合导师制，在培养方案中增加贯通式

《学术训练计划》，通过导师一对一或者二对一指导，加强学生学术训练，形成紧密的师生

学术共同体，让导师制更有效地贯穿在不同项目的多元化培养模式中。

2.设立学生研究项目：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区域及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设置探索性

或多学科交叉性研究项目，推动交叉培养，组织开展论文报告会，提供小额科研基金，引导

学生在导师（导师组）指导下开展自由探索。

3.加强国际化培养：依托国家公派留学、浙江大学资助研究生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与交流

项目等，为每一位学生提供一次 3 个月以上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资助。鼓励学生依托重大国际

合作计划，赴世界顶尖大学、顶尖学科学习，师从顶尖学者，开展深度联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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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促进交叉培养：充分发挥哲学二级学科齐全优势，通过开设哲学学科平台课，夯实哲

学基础，促进二级学科知识体系融合；同时鼓励学生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古学等国家急

需领域、方向进行交叉培养。

各领域方向的博士培养方案

1.哲学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高深哲学理论素养、深度

人文关怀和思辨精神、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广阔的国际

视野，能立志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未来可推动哲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解决相关领域

前沿关键问题的高级专门人才。

课程修读 结合转入博士阶段当年各二级学科方向课程修读要求，学生在导师（导师

组）指导下，制定个性化的“一人一策”的个人学习计划。

2.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理）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热爱祖国，品德良好；实事求

是，学风严谨；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素养，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相关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具备良好的批判性思维和创

新性思维，能独立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研究工作，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研究型人

才和未来领导者。

课程修读 总学分不低于 30 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不低于 7学分，专业课不低于 22

学分（其中专业学位课不低于 15学分）。学生在导师（导师组）指导下，制定个性化的“一

人一策”的个人学习计划。

3.考古学

培养目标 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热爱祖国，品德良好；实事求是，

学风严谨；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较扎实的文物学、考古学、博物馆学和文化遗产基本理论

知识，有较宽的知识面（包括掌握理学、工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某一领域的知识与技能）；

具有独立从事与文物学、考古学、博物馆学和文化遗产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专门人

才。

课程修读 总学分不低于 30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不低于 7学分，专业课不低于 15

学分（其中专业学位课不低于 9学分）。学生在导师（导师组）指导下，制定个性化的“一

人一策”的个人学习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