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级哲学本科培养方案

基本信息

培养方案名称: 2021级哲学本科培养方案

培养方案代码: 202134021001001

年级: 2021

专业: 哲学

培养方案类别: 主修

大类修读情况: 4

大类概述: 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成立于2012年10月，借鉴国际上注重宽口径、小规模、高质量的

博雅教育（liberal？arts？education）理念，继承我国古典“书院”教育传统，

以经典阅读为方法，会通古今中西，培养基础文科复合型人才，旨在建成中国最好

的博雅教育实验基地、中国西部最好的基础文科人才摇篮。

“先通识再分流”的学制。博雅本科学制四年，其中一、二年级实施不分专业的通

识教育，提供大类培养基础课程，注重基础性综合训练；三四年级实施专业分流，

学生可在文、史、哲三个专业之中选择一个方向主修。

“经典阅读”式教学方法。博雅倡导直接阅读经典原著，引领学生深入文本语境、

理解中外文明传统、把握基础文科基本问题与方法；辅之以深度研讨与大量写作，

强化教学过程，深度互动，提升教学质量与学习体验。

？？“会通中西”的课程体系。博雅大类基础课程涵盖“中华文明”、？“西方文

明”和“现代社会”三大板块，注重联系学科基础和社会现实，倡导多学科综合交

叉；专业课程则在分流之后提供文、史、哲三个方向的专业必修课与选修课。

“国际化与开放式”办学。博雅多门课程为全英文授课，古典语言学习和小语种选

修也别具特色，采取多重措施鼓励学生赴境外访学深造，并致力于和国内外著名大

学建立访问交流机制，汇聚一流资源举办学术文化活动，厚植人文沃土。

“书院制”师生共同体。博雅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化培养，注重“人文关怀”，构

筑教学相长的“书院制”学问共同体，创造有微观管理的沉浸式学习氛围，为此全

面实施小班化、office？hour、全程导师制，并倡导在公共服务和社会实践中增长

才干、夯实所学。

专业概述: 重庆大学自1929年建校便设立文学院，开设哲学（经学）课程。新世纪以来，重庆

大学哲学学科发展进入快车道，自2002年起招收哲学二级学科硕士研究生，2008年

获批哲学一级学科硕士点。2011年，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立后重点发展基础



文科，设立了哲学研究中心与古典学研究中心。2013年，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开始招

收本科生，哲学本科教育获得高起点发展，突破传统文科办学模式和发展老路，坚

持大类培养、科研育人、经典阅读和书院式教学方法，专业发展迅速、成效显著。

专业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博雅教育，引导学生在广泛研修中外文明传统及其经典著作的基础上，

进一步学习和掌握系统的中外哲学知识，了解古今哲学发展历史、哲学基本问题、

基本文献，注重学生思辨能力、外语水平和写作能力等的培养，学生毕业后能在新

闻出版、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教育及对外交流等各行业，从事教学科研、文化

研究和新闻宣传等研究型或实践型工作。

毕业要求: 1.研读哲学及相关学科的经典原著，了解最重要的哲学史研究著作；

2.掌握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及哲学流派的基本问题、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

3.熟悉哲学专业的研究方法和前沿问题，对本专业的重要研究成果有较全面的把握

；

4.独立撰写规范的学术论文，提出并解决具有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的哲学问题；

5.具备较强的逻辑推理、语言表达和人际沟通的能力，能够与学界同仁顺畅交流；

6.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能够胜任教育、文化、宣传、新闻、出版、管理等方面的

工作。

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

标准学制

全日制/非全日制: 全日制

学制时长(年): 4

授予学位

全日制/学历: 本科

学位: 哲学学士

毕业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必修学分 最低选修学分 类别 备注

12 1 思政类



公共基础课程

2 -- 军事类

4 -- 数学类

1 3 体育类

2 --

大类基础课程

10 -- 外语类

47 --

专业课程 24 20

实践环节

2 -- 思政类

2 -- 军事类

14 --

个性化模块 -- 8

  必修学分总计:120 最低选修学分总计: 32 培养方案学分总计:152

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
性质

学科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学
分

总学
时

线上
学时

排课
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实践
周数

课外
学时

推荐
学期

备注
模块
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

必修

NSE1100 国家安全教育 0 16 12
4

集中
实践

1

思政类 MT10101
思想道德与法

治
2 32 32 1

思政类 MT 形势与政策 1-8
【课程
集】

思政类 MT10200
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
3 48 48 2

思政类 MT20400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4 64 64 3

思政类 MT20300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
3 48 48 4

军事类 MET11002 军事理论 2 36 36 1



数学类 MATH10840 微积分基础 4 64 64 1

体育类 PESS21001
大学体育核心

素质课
1 32 32 1

选修

MT00 四史课程集 1-6
【课程
集】

体育类 PESS1
体育自选项目

1
2

【课程
集】

体育类 PESS2
体育自选项目

2
3

【课程
集】

体育类 PESS3
体育自选项目

3
4

【课程
集】

大类基础课程

必修

BY10111 诗经 3 48 48 1

BY10217
中国古代史（

1）
2 32 32 1

BY10303 荷马史诗 2 32 32 1

BY11111 新生研讨课 1 16 16 1

BY10215
中国古代史（

2）
2 32 32 2

BY10221 史记 3 48 48 2

BY10305 古希腊语 3 48 48 2

BY10306
古希腊悲剧与

历史
3 48 48 2

BY20321 四书 3 48 48 2

BY20101 昭明文选 3 48 48 3

BY20203
近代中国文明

史
2 32 32 3

BY20221 左传 3 48 48 3

BY20333 理想国 3 48 48 3

BY20401 人类学经典 2 32 32 3

BY20102 鲁迅精读 3 48 48 4

BY20110 庄子 3 48 48 4

BY20301 社会契约论 2 32 32 4

BY20403 社会研究经典 2 32 32 4

BY20404 田野方法 2 32 32 4

外语类 BY10103
English

Literature
3 48 48 1



外语类 BY10304
Big

Questions
3 48 48 2

外语类 BY20202
World

History
2 32 32 3

外语类 BY20402
Modern
Society

2 32 32 4

专业课程

必修

BY30301
西方中世纪哲

学
3 48 48 5

BY30302 先秦诸子哲学 3 48 48 5

BY30342 形而上学 3 48 48 5

BY36300 三礼 3 48 48 5

BY20350 宋明儒学 3 48 48 6

BY30303
马克思主义哲
学经典选读

3 48 48 6

BY30304
西方近现代哲

学
3 48 48 6

BY30365 春秋公羊传 3 48 48 6

选修

BY30306 西方古典哲学 2 32 32 5

BY30307 汉唐经学 2 32 32 5

BY30308 纯粹理性批判 2 32 32 5

BY30010 中级希腊语 2 32 32 6

BY30309 哲学基本问题 2 32 32 6

BY30401 国际关系 2 32 32 6

BY30402 文化与文明 2 32 32 6

BY40302
经学与儒家哲

学
2 32 32 7

BY40303 初级拉丁语 2 32 32 7

BY40304 明清哲学 2 32 32 7

BY40401 边疆与族群 2 32 32 7

BY40402
国别与区域研

究
2 32 32 7

BY40305 普通逻辑 2 32 32 8

BY40306 德性伦理学 2 32 32 8

BY40307
当代哲学前沿

问题
2 32 32 8

BY40345 东方哲学 2 32 32 8



BY40403
中国西南与东

南亚
2 32 32 8

外语类 BY30312
德语（双语）

入门
2 32 32 6

实践环节

必修

BY45000 毕业论文 6 18周
18周
分散
实践

8

BY10216
城市与文化遗

产
2 3周

3周
集中
实践

S1

BY23000 田野实习 2 3周
3周
集中
实践

S2

BY35000 学年论文 4 18周
18周
集中
实践

S3

思政类 MT13101
思想道德与法

治实践
1 2周

2周
分散
实践

1

思政类 MT23400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实践

1 2周
2周
分散
实践

3

军事类 MET11001 军事技能 2 3周
3周
集中
实践

1

备注

个性化学分说明:

个性化模块包含：非限制选修课程、创新实践环节、短期国际交流项目等。

非限制选修课程：编码为IDUE开头的课程；要求至少跨专业修读1门非限制选修课

程。

创新实践环节：至少获得2学分（可以通过选修IPC开头的创新实践课程、参加学科

竞赛、创新实践项目、发表论文、参与教师科研项目等方式获得）。

短期国际交流项目：根据项目具体内容可认定0~2个学分。

备注:

作者

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