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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专业简介

1.
  

专业历史沿革和特色

哲学专业创立于1912年,1914年开始招生,是中国现代意义上哲学专业的开端。

2.
 

师资队伍结构

哲学专业依托于哲学系宗教学系,拥有国内领先的师资队伍,共有中外籍在职教员66
人,其中长江学者特聘教授5人、青年学者1人,国家级教学名师1人,北京市青年教学

名师2人。

二、 培养目标

哲学专业旨在培养具有丰富的哲学史知识和较高的哲学思维能力的理论人才,以及具

有广博知识背景的复合型人才。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应初步具备哲学原典的阅读与独立研究能力,具有较高的理论

思维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能够以自己的哲学素养处理现实工作中遇到的各种社会与文化

问题。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3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
 

公共基础课程:36~42学分
1-1

 

公共必修课:24~3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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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
 

专业必修课程:5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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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基础课:19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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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核心课:2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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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训练与论文:7学分

2-4实践实习:1学分

3.
 

选修课程:40~4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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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选修课:2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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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选修课:20学分

3-3
 

外语类选修课:0~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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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课程设置

1.
 

公共基础课程:36~42学分

1-1
 

公共必修课:24~3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

选课。

— 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 13 — —
按马克思主义学院要求

选课。

—
思想政治理论选择性必

修课
1门 — — 按学校要求选课。

— 劳动教育课 32学时 按学校要求选课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原 “文科计算机基础”,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概论C”课程后,
需要另选该课程的上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

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概论C”课程同

时,需要另选该课程的

上机课 (04831435计算

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课 2 2 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全年

注:①
 

哲学系学生免修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中的思想道德与法治 (3学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即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3学分),以本系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6学分)替代。港澳台学生、留学生

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修习要求与哲学系学生要求一致。留学生免修军事理论课,免修课程学分须用 “与
中国有关课程”补足。

②
 

新生入学后需参加英语分级考试,根据考试成绩编入5个等级,并修习该级别规定学分的课程。

Y级8学分,A级8学分,B级6学分,C级4学分,C+级2学分。本系学生修完相应级别课程后,未

满8学分的,须选修二外或英语授课的哲学专业课程来补足8学分。

③留学生大学英语修课原则:新生入学后需参加英语分级考试,根据考试成绩编入5个等级,并修

习该级别规定学分的课程。Y级8学分,A级8学分,B级6学分,C级4学分,C+级2学分。修完相

应级别课程后,未满8学分的,须选修英语及母语以外的第三种语言、中文系语言类课程或英语授课的

哲学专业课程来补足8学分。中文系语言类课程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

1-2
 

通识教育课:12学分

通识教育课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Ⅲ.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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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分课

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

  

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

  

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

  

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

  

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
 

专业必修课程:51学分

2-1
 

专业基础课:19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16 一上

02330160 宗教学导论 3 3 16 一下

02336401 逻辑与论证 3 3 0 一上

02030021
02030022/

00137940

古代汉语 (上/下)/高等数学D
(任选4学分) 4 4 0/16 一上

02130011/

02130012
02035201/

新开课

中国古代史 (上/下)/中国古代

文学 (上/下)(任选4学分) 4 4 0 二年级

02132081/

03530450
世界史通论/东方文学 (任选2学

分) 2 2 0 二年级

2-2
 

专业核心课:2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102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上) 3 3 16 一下

02330104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下) 3 3 16 二上

02330092 中国哲学 (上) 3 3 16 一上

02330096 中国哲学 (下) 3 3 16 一下

02330051 西方哲学 (上) 3 3 16 一下

02330053 西方哲学 (下) 3 3 16 二上

02330142 伦理学导论 2 2 0 二下

02330152 美学原理 2 2 0 二上

02330132 科学哲学导论 2 2 0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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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写作训练与论文: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哲学阅读与写作B 1 2 0 三上下

学年论文 1 0 三下

毕业论文 5 0 四上下

2-4
 

实践实习:1学分

3.
 

选修课程:40~46学分

3-1
 

专业选修课:20学分

(1)
 

在9个模块中选择2个模块,并在该模块内选修规定学分的课程。
(2)

 

选择的2个模块中至少应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3个模块中

的任意1个。
(3)

 

模块中标记*的课程为必修。
(4)

 

在选择的2个模块之外,另选修其他模块任意课程4~6学分。

类别 学分

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块 8
中国哲学模块 8
外国哲学模块 8
理论哲学模块 6
逻辑学模块 6
实践哲学模块 6
美学类模块 6
宗教学模块 6
科学技术哲学模块 6

3-1-1
 

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块: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2 2 0 二下

02330450 经典著作研究专题* 2 2 0 二下

02330350 西方马克思主义专题* 2 2 0 三上

02311231 马克思历史哲学专题 2 2 0 三上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2 2 0 三下

02330310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 2 2 0 三下

马克思 《1857—1858年经济学手

稿》选读
2 2 0 三下

02330371 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 3 3 0 四上

02336192 德国古典法哲学专题 3 3 0 四上

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 3 3 0 四下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研究 2 2 0 四下

02330500 环境哲学 2 2 0 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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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中国哲学模块: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5040 中国古代思想世界 2 2 0 三上下

02330091 中国现代哲学史 2 2 0 三上下

02333320 近现代中国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33321 中国哲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3281 现代中国哲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3211 先秦哲学专题 0 三上下

02333210 先秦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33220 魏晋玄学 2 2 0 三上下

02333231 宋明理学 2 2 0 三上下

02333282 儒学哲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2074 道家哲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易学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35202 孔子与老子 2 2 0
 

三上下

02335201 孟子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35200 庄子哲学 2 2 16
 

三上下

02335220 《四书》精读 2 2 16
 

三上下

02333202 《庄子》精读 2 2 0
 

三上下

02333233 《周易本义》精读 2 2 0 三上下

02333285 儒学与中国社会 2 2 0 三上下

02333331
现代中国的建立:制度、思潮与

人物
2 2 0 三上下

02332991 中国礼学史 2 2 0 三上下

02333351 早期思想与古典语文 2 2 0 三上下

02337001 古典语文学专题研讨 (一) 2 2 0 三上下

02337002 古典语文学专题研讨 (二) 2 2 0 三上下

02337003 古典语文学专题研讨 (三) 2 2 0 三上下

02337004 古典语文学专题研讨 (四) 2 2 0 三上下

3-1-3
 

外国哲学模块: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070 现代西方哲学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710 近代哲学研究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910 启蒙运动研究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3090 德国古典哲学专题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3120 俄罗斯哲学专题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6141 亚里士多德与亚里士多德传统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13191 希腊化时期哲学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971 西方古典思想 (一)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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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2973 西方古典思想 (二)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771 西方早期近代哲学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811 法国哲学研究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3096 德国古典哲学原著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6180 中世纪哲学原著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3373 古代西方政治思想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3070 近代欧洲哲学专题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3121 俄罗斯哲学原著选读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0342 中世纪形而上学专题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910 启蒙哲学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13032 古希腊语经典哲学文本阅读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0643 古希腊语哲学经典阅读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13111 中世纪思想中的自由与责任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0320 当代认识论 3 3 0 三上下

02335092 西方自由主义史 3 3 0 三上下

02333431 民主理论 3 3 0 三上下

02313880 种族批判哲学导论 3 3 0 三上下

02315042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 3 3 0 三上下

02333160 现象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3161 现象学导论 3 3 0 三上下

02333150 分析哲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3180 东西方哲学比较 2 2 0 三上下

02312341 比较哲学与多元化哲学 3 3 0 三上下

02333141 当代分析哲学 3 3 0 三上下

02335081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2 2 0 三上下

02332720 现代欧陆哲学原著选读 3 3 0 三上下

02334010 西方哲学原著导读 (形而上学原理) 2 2 0 三上下

02333130 现代法国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32970 柏拉图原著选读 2 2 0 四上下

02332930
亚里士多德原著选读 (《伦理学》
研究) 2 2 0 四上下

02332972 柏拉图的 《理想国》 2 2 0 四上下

02332961 黑格尔哲学引论 2 2 0 四上下

02336190 康德实践哲学 2 2 0 四上下

02336191 康德哲学研究 3 3 0 四上下

02336150 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 2 2 0 四上下

02332970 柏拉图原著选读 2 2 0 四上下

02332940 海德格尔的 《尼采》 2 2 0 四上下

02332950 海德格尔的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2 2 0 四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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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6201 康德 《纯然理性范围内的宗教》 3 3 0 四上下

02335091 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研究 3 3 0 四上下

02332980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2 2 0 四上下

02313810 笛卡尔哲学研究 3 3 0 四上下

02332751 海德格尔哲学研究 2 2 0 四上下

3-1-4理论哲学模块: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340 形而上学 2 2 0 三上下

02335100 知识论 2 2 0 三上下

02330610 心灵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33391 语言哲学 2 2 0 三上下

3-1-5逻辑学模块: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1070 数理逻辑 4 4 0 二下

02331210 集合论 3 3 0 二下

02331051 模态逻辑 3 3 0 三上下

02331031 一阶逻辑 3 3 0 三上下

02331100 逻辑哲学 3 3 0 三上下

02331181 逻辑史 3 3 0 三上下

02330035 哲学数学计算机中的逻辑 2 2 0 三上下

3-1-6实践哲学模块: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3930 伦理学经典选读 2 2 0 三上下

02333970 伦理学专题Ⅰ (自由问题研究) 2 2 0 三上下

02333980 伦理学专题Ⅱ (生死问题研究) 2 2 0 三上下

02333950 伦理学专题Ⅲ (人权与正义) 2 2 0 三上下

02333960 伦理学专题Ⅳ (伦理学与文化) 2 2 0 三上下

02333810 伦理学专题Ⅴ (企业伦理) 2 2 0 三上下

02330670 中国伦理学史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0660 西方伦理学史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3911 基督教伦理学导论 2 2 0 三上下

02334030 应用伦理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4020 环境伦理学 2 2 0 三上下

02333371 政治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33373 西方政治思想 (古代) 2 2 0 三上下

02332211 西方政治思想 (中世纪) 2 2 0 三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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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2213 西方政治思想 (现代) 2 2 0 三上下

02332976 《理想国》 3 3 16 三上下

3-1-7美学模块: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840 中国美学史 2 2 0 三上下

02330800 西方美学史 2 2 0 三上下

02330842 中国美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0812 西方美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3411 艺术哲学 2 2 0 三上下

3-1-8宗教学模块: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2180 宗教社会学 2 2 0 三上下

02332541 宗教人类学 2 2 0 三上下

02332250 中国宗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210 基督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020 伊斯兰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013 印度佛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336 中国佛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160 道教史 2 2 0 三上下

3-1-9科学技术哲学模块: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620 科学社会学导论 2 2 0 三上下

02335110 科学与宗教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0501 美国环境思想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5350 博物学导论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5330 世界文明中的科学技术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19160 生物学哲学导论 2 2 0 三上下

3-2
 

自主选修课:20学分

(1)
 

选修的非本专业课程一般不超过10学分。
(2)

 

如修读辅修专业,选修辅修专业培养方案中的非本专业课程可计入本类学分,且

不超过10学分。
(3)

 

如参加跨学科项目,选修项目培养方案中的非本专业课程可计入本类学分,且可

超过10学分。
(4)

 

如开展跨学科科研,确有相关学习需求,经项目或论文指导教师同意,选修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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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课程可超过10学分。

3-3
 

外语类选修课:0~6学分

学生根据入学英语分级考试所确定的等级,修完相应级别的大学英语课程后,未满8
学分的,须选修二外或英语授课的哲学专业课程来补足8学分。

六、 其他

港澳台学生、留学生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修习要求与哲学系学生要求一致。留学生免

修军事理论课,免修课程学分须用 “与中国有关课程”补足。
留学生入校后参加大学英语分级考试,修完相应级别课程后,未满8学分的,须选修

英语及母语以外的第三外语、中文系语言类课程或英语授课的哲学专业课程来补足8学

分。中文系语言类课程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

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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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

哲学专业 (逻辑学与科学技术哲学方向)

一、 专业简介

1.
 

专业历史沿革和特色

哲学专业 (逻辑学与科学技术哲学方向)创立于1987年,原为逻辑专业,2003年改

为现名。

2.
 

师资队伍结构

哲学专业 (逻辑学与科学技术哲学方向)依托于哲学系宗教学系,拥有国内领先的师

资队伍,共有中外籍在职教员66人。拥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5人、青年学者1人,国家

级教学名师1人,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2人。

二、 培养目标

哲学专业 (逻辑学与科学技术哲学方向)旨在培养兼具自然科学和哲学知识背景的综

合型理论人才,以及能够从事科技传播、科技管理方面工作的人才。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应初步具备哲学原典的阅读与独立研究能力,具有较高的理论

思维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能够以自己的哲学素养处理现实工作中遇到的各种社会与文化

问题。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3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
 

公共基础课程:36~42学分
1-1

 

公共必修课:24~30学分

1-2
 

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
 

专业必修课程:50学分

2-1
 

专业基础课:18学分

2-2
 

专业核心课:24学分

2-3
 

写作训练与论文:7学分

2-4实践实习:1学分

3.
 

选修课程:41~47学分

3-1
 

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
 

自主选修课:21学分

3-3
 

外语类选修课:0~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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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课程设置

1.
 

公共基础课程:36~42学分

1-1
 

公共必修课:24~3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

选课。

— 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 13 — —
按马克思主义学院要求

选课。

—
思想政治理论选择性必

修课
1门 — — 按学校要求选课。

— 劳动教育课 32学时 按学校要求选课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原 “文科计算机基础”,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概论C”课程后,
需要另选该课程的上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

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概论C”课程同

时,需要另选该课程的

上机课 (04831435计算

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课 2 2 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全年

注:①
 

哲学系学生免修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中的思想道德与法治 (3学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即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3学分),以本系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6学分)替代。港澳台学生、留学生

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修习要求与哲学系学生要求一致。留学生免修军事理论课,免修课程学分须用 “与
中国有关课程”补足。

②
 

新生入学后需参加英语分级考试,根据考试成绩编入5个等级,并修习该级别规定学分的课程。

Y级8学分,A级8学分,B级6学分,C级4学分,C+级2学分。本系学生修完相应级别课程后,未

满8学分的,须选修二外或英语授课的哲学专业课程来补足8学分。

③留学生大学英语修课原则:新生入学后需参加英语分级考试,根据考试成绩编入5个等级,并修

习该级别规定学分的课程。Y级8学分,A级8学分,B级6学分,C级4学分,C+级2学分。修完相

应级别课程后,未满8学分的,须选修英语及母语以外的第三种语言、中文系语言类课程或英语授课的

哲学专业课程来补足8学分。中文系语言类课程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

1-2
 

通识教育课:12学分

通识教育课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Ⅲ.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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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分课

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

  

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

  

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

  

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

  

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
 

专业必修课程:50学分

2-1
 

专业基础课:1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16 一上

02336401 逻辑与论证 3 3 0 一上

00130201 高等数学B(一) 5 6 16 一上

00132380/

04830260
概率统计B/
理论计算机科学基础 (任选3学分) 3 3 0 二上下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4 4 0 二上下

2-2
 

专业核心课:2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102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上) 3 3 16 一下

02330104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下) 3 3 16 二上

02330092 中国哲学 (上) 3 3 16 一上

02330096 中国哲学 (下) 3 3 16 一下

02330051 西方哲学 (上) 3 3 16 一下

02330053 西方哲学 (下) 3 3 16 二上

02330142 伦理学导论 2 2 0 二下

02330152 美学原理 2 2 0 二上

02330132 科学哲学导论 2 2 0 二下

2-3
 

写作训练与论文: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哲学阅读与写作B 1 2 0 三上下

学年论文 1 0 三下

毕业论文 5 0 四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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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实践实习:1学分

3.
 

选修课程:41~47学分

3-1
 

专业选修课:20学分

(1)
 

下设4个模块,在每一模块中选修规定学分的课程。
(2)

 

模块中标记*的课程为必修。

类别 学分

外国哲学模块 2
理论哲学模块 2
逻辑学模块 8
科学技术哲学模块 8

3-1-1
 

外国哲学模块: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070 现代西方哲学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710 近代哲学研究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910 启蒙运动研究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3090 德国古典哲学专题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3120 俄罗斯哲学专题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6141 亚里士多德与亚里士多德传统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13191 希腊化时期哲学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971 西方古典思想 (一)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973 西方古典思想 (二)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771 西方早期近代哲学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811 法国哲学研究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3096 德国古典哲学原著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6180 中世纪哲学原著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3373 古代西方政治思想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3070 近代欧洲哲学专题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3121 俄罗斯哲学原著选读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0342 中世纪形而上学专题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910 启蒙哲学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13032 古希腊语经典哲学文本阅读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0643 古希腊语哲学经典阅读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13111 中世纪思想中的自由与责任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0320 当代认识论 3 3 0 三上下

02335092 西方自由主义史 3 3 0 三上下

02333431 民主理论 3 3 0 三上下

02313880 种族批判哲学 3 3 0 三上下

02315042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 3 3 0 三上下

02333160 现象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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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3161 现象学导论 3 3 0 三上下

02333150 分析哲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3180 东西方哲学比较 2 2 0 三上下

02312341 比较哲学与多元化哲学 3 3 0 三上下

02333141 当代分析哲学 3 3 0 三上下

02335081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2 2 0 三上下

02332720 现代欧陆哲学原著选读 3 3 0 三上下

02334010 西方哲学原著导读 (形而上学原理) 2 2 0 三上下

02333130 现代法国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32970 柏拉图原著选读 2 2 0 四上下

02332930 亚里士多德原著选读 (《伦理学》研究) 2 2 0 四上下

02332972 柏拉图的 《理想国》 2 2 0 四上下

02332961 黑格尔哲学引论 2 2 0 四上下

02336190 康德实践哲学 2 2 0 四上下

02336191 康德哲学研究 3 3 0 四上下

02336150 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 2 2 0 四上下

02332970 柏拉图原著选读 2 2 0 四上下

02332930 亚里士多德原著选读 (《伦理学》研究) 2 2 0 四上下

02332940 海德格尔的 《尼采》 2 2 0 四上下

02332950 海德格尔的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2 2 0 四上下

02336201 康德 《纯然理性范围内的宗教》 3 3 0 四上下

02335091 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研究 3 3 0 四上下

02332980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2 2 0 四上下

02313810 笛卡尔哲学研究 3 3 0 四上下

02332751 海德格尔哲学研究 2 2 0 四上下

3-1-2
 

理论哲学模块: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340 形而上学 2 2 0 三上下

02335100 知识论 2 2 0 二下

02330610 心灵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33391 语言哲学 2 2 0 三上下

3-1-3
 

逻辑学模块: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1070 数理逻辑* 4 4 0 二下

02331210 集合论 3 3 0 二下

02331051 模态逻辑 3 3 0 三上下

02331031 一阶逻辑 3 3 0 三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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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15051 高级模态逻辑 4 4 0 三上下

02315320 知识的逻辑 3 3 0 三上下

02331121 形式语义学导论 4 4 0 三上下

02331240 公理集合论 3 3 0 三上下

02331221 模型论 3 3 0 三上下

02331160 直觉主义逻辑 2 2 0 三上下

02331370 数学结构 2 2 0 三上下

02331100 逻辑哲学 3 3 0 三上下

02331181 逻辑史 3 3 0 三上下

02331271 悖论研究 3 3 0 三上下

02331073 数理逻辑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1191 哲学逻辑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1260 逻辑应用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1360 数学哲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1320 逻辑史与逻辑哲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3-1-4科学技术哲学模块: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620 科学社会学导论 2 2 0 三上下

02335110 科学与宗教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0501 美国环境思想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5350 博物学导论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5330 世界文明中的科学技术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19160 生物学哲学导论 2 2 0 三上下

3-2
 

自主选修课:21学分

(1)
 

选修的非本专业课程一般不超过10学分。
(2)

 

如修读辅修专业,选修辅修专业培养方案中的非本专业课程可计入本类学分,且

不超过10学分。
(3)

 

如参加跨学科项目,选修项目培养方案中的非本专业课程可计入本类学分,且可

超过10学分。
(4)

 

如开展跨学科科研,确有相关学习需求,经项目或论文指导教师同意,选修的非

本专业课程可超过10学分。

3-3
 

外语类选修课:0~6学分

学生根据入学英语分级考试所确定的等级,修完相应级别的大学英语课程后,未满8
学分的,须选修二外或英语授课的哲学专业课程来补足8学分。

六、 其他

港澳台学生、留学生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修习要求与哲学系学生要求一致。留学生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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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军事理论课,免修课程学分须用 “与中国有关课程”补足。
留学生入校后参加大学英语分级考试,修完相应级别课程后,未满8学分的,须选修

英语及母语以外的第三外语、中文系语言类课程或英语授课的哲学专业课程来补足8学

分。中文系语言类课程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

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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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

宗教学专业

一、 专业简介

1.
 

专业历史沿革和特色

宗教学专业创立于1982年,1995年成立宗教学系,与哲学系联体运行,是国内最早

成立的宗教学系。

2.
 

师资队伍结构

宗教学专业依托于哲学系宗教学系,拥有国内领先的师资队伍,共有中外籍在职教员

66人,其中长江学者特聘教授5人、青年学者1人,国家级教学名师1人,北京市青年教

学名师2人。

二、 培养目标

宗教学专业旨在培养兼具宗教学知识与哲学知识背景的综合型理论人才,以及能够从

事宗教事务管理方面工作的人才。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使学生初步具备原典阅读与独立研究能力,具有较高的理论思维能

力与语言表达能力,能够以自己的宗教学素养处理现实工作中遇到的各种与宗教文化相关

的具体问题。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3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
 

公共基础课程:36~42学分
1-1

 

公共必修课:24~30学分

1-2
 

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
 

专业必修课程:53学分

2-1
 

专业基础课:19学分

2-2
 

专业核心课:26学分

2-3
 

写作训练与论文:7学分

2-4实践实习:1学分

3.
 

选修课程:38~44学分

3-1
 

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
 

自主选修课:18学分

3-3
 

外语类选修课:0~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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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课程设置

1.
 

公共基础课程:36~42学分

1-1
 

公共必修课:24~3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

选课。

— 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 13 — —
按马克思主义学院要求

选课。

—
思想政治理论选择性必

修课
1门 — — 按学校要求选课。

— 劳动教育课 32学时 按学校要求选课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原 “文科计算机基础”,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概论C”课程后,
需要另选该课程的上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

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概论C”课程同

时,需要另选该课程的

上机课 (04831435计算

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课 2 2 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全年

注:①
 

哲学系学生免修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中的思想道德与法治 (3学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即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3学分),以本系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6学分)替代。港澳台学生、留学生

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修习要求与哲学系学生要求一致。留学生免修军事理论课,免修课程学分须用 “与
中国有关课程”补足。

②
 

新生入学后需参加英语分级考试,根据考试成绩编入5个等级,并修习该级别规定学分的课程。

Y级8学分,A级8学分,B级6学分,C级4学分,C+级2学分。本系学生修完相应级别课程后,未

满8学分的,须选修二外或英语授课的哲学专业课程来补足8学分。

③留学生大学英语修课原则:新生入学后需参加英语分级考试,根据考试成绩编入5个等级,并修

习该级别规定学分的课程。Y级8学分,A级8学分,B级6学分,C级4学分,C+级2学分。修完相

应级别课程后,未满8学分的,须选修英语及母语以外的第三种语言、中文系语言类课程或英语授课的

哲学专业课程来补足8学分。中文系语言类课程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

1-2
 

通识教育课:12学分

通识教育课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Ⅲ.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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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分课

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

  

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

  

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

  

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

  

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
 

专业必修课程:53学分

2-1
 

专业基础课:19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16 一上

02330160 宗教学导论 3 3 16 一下

02336401 逻辑与论证 3 3 0 一上

02030021/

02030022/

00137940

古代汉语 (上/下)/
高等数学D (任选一门) 4 4 0 一上

02130011/

02130012/

02035201/
新开课

中国古代史 (上/下)/
中国古代文学 (上/下)
(任选4学分)

4 4 0 二上下

02132081/

03530450
世界史通论/
东方文学 (任选2学分) 2 2 0 二上下

2-2
 

专业核心课:2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102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上) 3 3 16 一下

02330104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下) 3 3 16 二上

02330092 中国哲学 (上) 3 3 16 一上

02330096 中国哲学 (下) 3 3 16 一下

02330051 西方哲学 (上) 3 3 16 一下

02330053 西方哲学 (下) 3 3 16 二上

02330142 伦理学导论 2 2 0 二下

02330152 美学原理 2 2 0 二上

02330132 科学哲学导论 2 2 0 二下

02332250 中国宗教史 2 2 0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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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写作训练与论文: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哲学阅读与写作B 1 2 0 三上下

学年论文 1 0 三下

毕业论文 5 0 四上下

2-4
 

实践实习:1学分

3.
 

选修课程:38~44学分

3-1
 

专业选修课:20学分

下设6个模块,在每一模块中选修规定学分的课程。

类别 学分

哲学模块 8
宗教学基础模块 2
基督教模块 3
伊斯兰教模块 2
佛教模块 3
道教模块 2

3-1-1
 

哲学模块: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5100 知识论 2 2 0 二下

0233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2 2 0 三上下

02330091 中国现代哲学史 2 2 0 三上下

02330070 现代西方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35060 西方哲学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991 中国礼学史 2 2 0 三上下

02335220 《四书》精读 2 2 16 三上下

02333371 政治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33373 西方政治思想 (古代) 2 2 0 三上下

02332211 西方政治思想 (中世纪) 2 2 0 三上下

02332213 西方政治思想 (现代) 2 2 0 三上下

3-1-2
 

宗教学基础模块: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2190 宗教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32180 宗教社会学 2 2 0 三上下

02332541 宗教人类学 2 2 0 三上下

宗教心理学 2 2 0 三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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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2220 宗教哲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18300 宗教史专题 3 3 0 三上下

02318500 宗教与中西文明传统比较研究 2 2 0 三上下

02332200 宗教学经典著作选读 2 2 0 三上下

02332050 宗教学名著选读 3 3 0 三上下

02333050 古希腊语 3 3 0 三上下

02332610 拉丁语 4 4 0 三上下

3-1-3
 

基督教模块: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2210 基督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230 中国基督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042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2 2 0 三上下

02332131 圣经导读 2 2 0 三上下

02332240 基督教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2118 基督教原典 2 2 0 三上下

02332140 东正教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2150 东正教原典 2 2 0 三上下

02332141 东正教艺术 2 2 0 三上下

02333911 基督教伦理学导论 2 2 0 三上下

3-1-4伊斯兰教模块: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2058 伊斯兰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034 伊斯兰教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2025 伊斯兰教原典 2 2 0 三上下

02332080 古兰经导读 2 2 0 三上下

02332024 中国伊斯兰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035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2 2 0 三上下

02318373 伊斯兰哲学研究专题 3 3 0 三上下

3-1-5佛教模块: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2013 印度佛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336 中国佛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0730 日本佛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460 藏传佛教导论 2 2 0 三上下

南传佛教导论 2 2 0 三上下

02332338 印度佛教经典选读 2 2 0 三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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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2017 中国佛教经典选读 2 2 0 三上下

02332321 佛教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2410 佛教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14300 佛教文献学 2 2 0 三上下

02332323 《坛经》 2 2 0 三上下

02332390 天台宗研究 2 2 0 三上下

3-1-6道教模块: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2160 道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072 道教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2071 道教原典 2 2 0 三上下

3-2
 

自主选修课:18学分

(1)
 

选修的非本专业课程一般不超过10学分。
(2)

 

如修读辅修专业,选修辅修专业培养方案中的非本专业课程可计入本类学分,且

不超过10学分。
(3)

 

如参加跨学科项目,选修项目培养方案中的非本专业课程可计入本类学分,且可

超过10学分。
(4)

 

如开展跨学科科研,确有相关学习需求,经项目或论文指导教师同意,选修的非

本专业课程可超过10学分。

3-3
 

外语类选修课:0~6学分

学生根据入学英语分级考试所确定的等级,修完相应级别的大学英语课程后,未满8
学分的,须选修二外或英语授课的哲学专业课程来补足8学分。

六、 其他

港澳台学生、留学生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修习要求与哲学系学生要求一致。留学生免

修军事理论课,免修课程学分须用 “与中国有关课程”补足。
留学生入校后参加大学英语分级考试,修完相应级别课程后,未满8学分的,须选修

英语及母语以外的第三外语、中文系语言类课程或英语授课的哲学专业课程来补足8学

分。中文系语言类课程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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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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