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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强基计划培养方案 
 

根据《教育部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

点工作的意见》（教学〔2020〕1 号）等文件要求，加强强基

计划招生和培养的有效衔接，特制定培养方案如下。 

 

哲学类 

一、基本情况 

1. 专业简介 

北京大学哲学系创建于 1912 年，是我国高等学校中最

早设立的哲学系，是中国现代意义上哲学学科的开端。胡适、

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陈康、宗白华、

朱光潜、冯定、贺麟、洪谦、张岱年等学术大师先后在这里

执教，形成了以学术为本、兼容并包、鼓励创新的学术氛围

和学术传统，奠定、引领了中国现代哲学专业教育的基本架

构及发展方向，培养了数代中国最优秀的哲学家，被誉为中

国“思想家的摇篮”。 

北大哲学学科是国家一级重点学科，设立的二级学科包

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

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拥有外国哲学研究所、美学

与美育研究中心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大

哲学教学与研究覆盖了当代哲学学科的全部基础理论领域。

北大哲学系在教育部的全部 4轮学科评估中均位列第一，是

国内高校中水平最高、综合实力最强的教学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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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哲学系设立有哲学、哲学（逻辑学与科学技术哲学

方向）、宗教学三个本科专业方向，兼收文理科优秀学生。本

科培养阶段，在强化专业基础与核心训练的同时，为学生提

供多元化、个性化的学术发展路径。每年都有大批本科毕业

生留校或前往海内外顶尖大学哲学系和重要科研机构继续

攻读学位。同时，也有毕业生服务于党政机关以及新闻出版、

工商、金融等不同行业，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为中国社会的

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2019 年，北大哲学专业入选教育部首

批认定的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0 年，北大哲学系

国家级哲学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获批。 

北大哲学系在继续巩固和加强传统优势的同时，也在不

断探索新的学科发展方向。哲学系从跨学科视角出发，在与

国际学界的深度合作与交流中，聚焦前沿科技与社会发展问

题，推动哲学学科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探索具有

中国特色的理论与话语体系，为世界哲学发展和社会发展贡

献自己的智慧。 

2. 师资队伍 

北大哲学系拥有国内领先的师资队伍。哲学系共有在职

教员 59人（含外籍教师 3 人），其中既有本校和国内一流高

校培养的优秀人才，也有从哈佛、剑桥、芝加哥、鲁汶、图

宾根、东京大学等国外知名大学引进的一流学者。哲学系拥

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6人、长江青年学者 2 人，国家

“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5 人、青年拔尖人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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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马工程”首席专家 5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1人、北京市

教学名师 3人，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 3人。 

3. 教学及科研条件资源平台 

北大哲学系汇聚着中国最优秀的有志于哲学学术的青

年学子。本科阶段的学习生活，为未来哲学学术共同体的中

坚力量提供了一个共同成长、砥砺进步的平台。 

依托北京大学整全的、高质量的学科体系，文、理、工、

医等不同领域的丰富课程，哲学系为学生提升通识素养、开

展跨学科学习，提供了国内顶尖的优质学习条件。 

 

二、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 

1. 培养目标 

本计划旨在选拔和培养未来的哲学家。使学生通过本科

学习，深入了解多元文明传统中的哲学智慧，初步掌握哲学

研究能力。致力于通过哲学理论的探索与创新，应对个人及

人类社会面临的时代问题，引领人类未来的发展。 

2. 阶段性考核和动态进出办法 

学校高度重视强基计划人才培养质量，对强基计划学生

进行动态管理。 

进入机制：根据学校安排，学生可提出进入强基计划学

习申请。申请人通过学院组织的考核后，经学校批准加入强

基计划。 

退出机制：1）学习成绩不达标的（未完成规定学分、或

超过不及格科目数目）；2）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强基计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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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需经学校批准方可退出）。一般情况，退出强基计划

学生不得再次申请进入计划。 

3. 本研衔接的办法 

强基计划本科生可在大三结束后申请开始研究生课程

学习和科研训练，将本科毕业论文与研究生期间的科研联系

起来，为攻读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打好基础，完成本科生到研

究生培养衔接。 

进入研究生阶段后，学生主要在本学科专业进行培养，

部分学生也可根据培养方案在国家人才紧缺的人文社会科

学领域进行学科交叉培养。研究生阶段转段具体招生专业和

计划以转段当年学校公布的工作方案为准。 

 

三、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 

准予毕业学分：133 学分。 

授予学位：哲学学士学位。 

 

四、培养方式 

第一，设立工作委员会与导师团队，凝聚全系科研与教

学的核心力量，以培养学术兴趣和学术能力为导向，对学生

的成长给予全方位的指导。 

第二，在哲学专业基础课程与核心课程的基础上，为学

生制定动态的个性化培养方案，使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

与广博的人文及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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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与科研方向，开设具

有针对性的小班课程，引领学生了解学术前沿问题，着力培

养学生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能力。 

第四，依托国际化的教学团队，开设英语授课的专业课

程，鼓励学生根据学习与科研需要，掌握多语种的学习和交

流能力。 

第五，为学生定制各类学术交流平台及暑期课程项目，

与海内外一流哲学系合作，帮助学生融入全球哲学学术共同

体。 

第六，鼓励学生依托“古典语文学”、“思想与社会”等

成熟运行的交叉学科项目，开展跨学科学习。 

第七，为学生在免试推荐研究生资格审查、研究生招生

等环节提供一定的政策倾斜，引导学生有效地实现面向哲学

及其他相关专业研究生学习的过渡与衔接。 

 

五、课程设置 

1. 通识教育课程 

依托北大整全的学科体系，为学生提供全面的、高质量

的通识教育课程，包括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经济与管

理学部、理学部、信息与工程科学部开设的各类核心通识课

程与通选课程。 

2. 专业教育课程 

依托北大哲学系完善的学科布局与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为学生提供具有清晰修习阶次和分流路径的专业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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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专业基础课程 

① 哲学基础：《哲学导论》《宗教学导论》； 

② 思维语言：《逻辑与论证》《古代汉语》《高等数学》； 

③ 人文基础：《中国古代史》《世界史通论》等。 

⑵专业核心课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伦理学

导论》《美学原理》《科技哲学导论》。 

⑶专业选修课程 

按二级学科方向设置 8个课程模块。 

3. 特色课程 

⑴哲学史与哲学经典研读课程 

①哲学史：《先秦哲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近代

西方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专题》等； 

②经典研读：《〈四书〉精读》《〈庄子〉精读》《理想国》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马克思〈1857-1858 年经

济学手稿〉选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研究》等。 

⑵哲学理论与哲学问题研究课程 

①基础理论：《形而上学》《知识论》《语言哲学》《心灵

哲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等； 

②理论专题：《现代中国的建立：制度、思潮与人物》《易

学哲学》《现象学专题》《康德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

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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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专业前沿与交叉学科课程 

《早期思想与古典语文》《思想与社会研究方法》《人工

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人工智能、机器人与伦理》《生物学

哲学导论》等。 

⑷英文专业课程与专业外语课程 

①英文专业课程：《东西方哲学比较》《当代分析哲学》

《心灵哲学》等； 

②专业外语课程：《哲学专业德语》《古希腊语导论》《古

希腊语哲学经典阅读》等。 

 

六、配套保障 

1. 组织保障 

哲学系在本科教学方面具有完善的领导组织机制。系教

学指导委员会对教学方面的重要工作做出决策，以教研室为

单位落实相关工作并组织日常教学。在此基础上，成立由系

主任及主管本科教学的副系主任牵头的强基计划培养工作

委员会，以保障培养方案的顺利执行。 

2. 经费保障 

北京大学一直十分重视本科教学及拔尖人才培养，对院

系的日常教学及教学改革经费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哲学系也

将充分调动本系经费资源，保障本培养计划的执行，并为本

计划优秀学生提供专项奖学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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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师资保障 

北大哲学系是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的具备全部二级学

科的哲学系，完善的教师队伍能够最大限度满足学生对哲学

学科不同方向的学习及科研需求。北京大学具备整全的、高

质量的学科体系，文、理、工、医等相关学科专业的一流教

师队伍为学生开展跨学科的学习与研究提供了优质条件。 

4. 政策保障 

对于完成培养要求的学生，给予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资

格，并在硕士生、直博生、公派留学生选拔及奖学金评定等

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 

5. 其它激励机制 

对于完成培养要求的学生，优先提供国际学术交流机会，

依托导师制帮助学生与国内外一流学者建立广泛的学术联

系。 

 

强基计划招生及培养工作按照教育部相关政策执行。若

遇教育部政策调整，则按新政策执行。 

本培养方案可能随北京大学本科教育改革有所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