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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019 年级研究生开始使用） 

 

一、专业学科、学制、学习方式 

一级学科：   哲学    （代码： 0101 ） 

二级学科：   马克思主义哲学    （代码： 010101 ） 

学制：3年                             学习方式：全日制 

 

二、本学科情况介绍 

马克思主义哲学于 2006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为学院重点发展的二级学科。本学科从事教学与科

研的教师有 15人，形成了一支政治素养优良、专业能力突出、梯队较为完整、学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

其中有教授 7 人，副教授 5 人；拥有博士学位教师 12 人；拥有海外经历教师 3 人；包括了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 2人，全国优秀教师 1 人，省理论领军人才 1人，兼任全国一级学会、省学会理事以上专家 7人；

拥有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 2 人，拥有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 10 人。本学科的科研实力雄厚，紧贴现实和学

科前沿，产出高层次的研究成果。近五年来新增国家级项目 6项（含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各

1 项），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5篇）、《哲学研究》（6篇）、《马克思主义研究》（4 篇）、《马克思主义与

现实》（2 篇）等 CSSCI 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57 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等出版专著 6 部，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7 项，其中一等奖以上 4 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省级

精品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改革获广东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质量得到了专家

和学生的充分肯定。本学科依托广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广州大学研究基地、广州市理

论普及基地、广州青年运动史与青年发展研究中心、广州政协理论研究中心等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并实现

了与广州市委宣传部“共建高水平马克思主义学院”，培育打造了“最受欢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团队”，

以更好地促进本学位点的教学科研。 

 

三、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和

系统的专业知识，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成为本

专业的教学、研究和党政实际工作部门的高级专门人才。 

 

四、培养方式 

本学科学制为三年（在职研究生的学习年限可相应延长 1 年），其中课程学习时间不超过 2 年，论文

工作时间累计不少于 1年。提前完成培养计划，并撰写完成毕业论文的可提前一年毕业。课程学分修满后

为完成学位/毕业论文的，由本人申请，导师同意，学院批准，报研究生处备案，可提前离校，学位申请

和论文答辩可延长至四年。在规定最长期限内仍不能完成学业的，以结业论处。 

 

五、研究方向及其内容介绍 

序

号 

研究方向 

名称 
研究内容和特色简介 

其他

要求 

1 
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国化研究 

本方向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和规律为研究对象，探讨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趋势、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大众化的有效路径，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和中国气派的形成机制和现代特征，尤其注

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解释学的视阈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2 

唯物史观与社

会、文化哲学

研究 

本方向把唯物史观研究与社会、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从唯物史观方面揭示

文化现象的现实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当代趋势，从社会认识、文化解释方面

探讨唯物史观的思想机制与时代特征，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文化哲学与

当代优秀思想文化的对话，注重社会认识论的探讨，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建

设作出理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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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研究方向 

名称 
研究内容和特色简介 

其他

要求 

3 

马克思主义哲

学与现代思维

方式研究 

本方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统一解读，联系

认知科学和思维规律的探讨，深化思维方式的研究，在汲取现代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有益方法的基础上，拓展现代思维方式研究的意义和空间。 

 

4 
国外马克思主

义哲学研究 

本方向主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成背景、形态变迁、思想流派和

发展趋势，探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化规律；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空间，深化两者内在关系的比较研究，探讨在

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 

 

  

六、课程设置与要求 

研究生须修读 30-32 学分，其中学位课 21.5 学分，教学(社会)实践 2 学分，学位论文开题与中期报

告 1学分，学术活动 1学分。16学时计 1学分。 

未获学士学位（学历）考取的研究生及跨学科考取的研究生，或在招生考试时被认为在基础理论或专

业知识方面有缺陷、需要在入学后进行适当补课的研究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补修本专业大学本科的主干

课程（不少于二门），并通过相应的考核，方能申请参加论文答辩。补修课程填入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

登记成绩，不计学分。 

研究生课程设置附后 

 

七、课程教学大纲 

见“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八、实践学习规划 

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课堂教学实践不少于 10 学时，达到要求者记 2 学分；参加学术活动和参与导

师课题研究活动不少于 10次，其中硕士研究生以主讲人不少于 4次（学术活动 1次，读书报告 3次）。达

到要求者记 1学分。 

研究生培养计划中规定的课程都必须进行考核。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必修课程一律为考试，选修、

补修课程以考查进行。考试按百分制评定成绩，考查按合格、不合格两级记分制评定成绩。 

 

九、学位论文 

1．开题报告：硕士研究生一般应在第 4 学期 4 月 1 日前确定学位论文题目并通过论文开题报告。开

题报告由研究生导师组审定是否通过。未通过开题者须进行第二次开题报告。 

2．论文中期检查：在论文撰写过程中，要进行论文中期检查。导师应每月两次听取研究生的汇报，

检查论文写作计划的进展和完成情况，并针对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加强指导，以保证硕士学位论文工作

的顺利进行。 

3．科研研究：为保证硕士学位的授予质量，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后方具有申请

硕士学位的资格。本专业硕士生在校期间应至少完成 4 篇课程论文，2 篇学年论文，要求以指导教师为第

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并以广州大学名义至少公开发表 1篇学术论文。对申请提前答辩的优秀研究生

科研成果的要求以学校规定为准。研究生在校期间至少应参加 6次学术活动（学术会议、学术报告会和学

术讲座等）。 

 

十、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位论文必须在毕业当年 4月底前完成和打印装订好，提交研究生处和培养单位，准备答辩。学位论

文须经校内外 2位专家评阅，一致通过，方可申请论文答辩。论文答辩会在毕业当年 6月初举行。论文答

辩通过并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查通过，可毕业和授予硕士学位参照《广州大学学位授予细则》执行。 

 

十一、必读和选读书目及重要学术期刊 

    [必读和选读书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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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宁选集》1-4卷，列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 

3．《毛泽东文集》1-8卷，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 

4．《邓小平文选》1-3卷，邓小平，人民出版社，1993 年。 

5．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商务印书馆，1979年。 

6．小逻辑，黑格尔，商务印书馆，1980年。 

7．历史哲学，黑格尔，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8．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商务印书馆，2003年。 

9．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商务印书馆，1984年。 

10．现象学的方法，胡塞尔，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年。 

11．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三联书店，1999年。 

12．形而上学导论，海德格尔，商务印书馆，1996年。 

13．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4．真理与方法，伽达黙尔，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年。 

15．后现代主义，利奥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 

16．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17．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商务印书馆，1996年。 

18．西方哲学史，全增嘏，人民出版社，2001年。 

19．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20．知识考古学，福柯，三联书店，1998年。 

21．否定的辩证法，阿多诺，重庆出版社，1993年。 

22．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 

23．保卫马克思，阿尔都塞，商务印书馆，1984年。 

24．现代西方哲学，刘放桐，人民出版社，2001年。 

25．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张一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6．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陶德麟，人民出版社，2005年。 

27．回到马克思，张一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28．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俞吾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 

[主要期刊] 

1．《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2．《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 

3．《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4.《政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5.《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6.《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7．《求是》，中共中央委员会。 

8．《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 

9．《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主办。 

10．《国外社会科学动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1．《毛泽东思想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 

13．《社会主义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14．《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山东大学。 

15．《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北京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和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办。 

16．《当代思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 

17．《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18．《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19．《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 

20．《马克思主义研究书讯》，中国社会科学院。 

21．《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 

22．《思想理论教育导刊》，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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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思想理论动态参阅》，人民日报出版社。 

24．《思想理论教育》，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25．《党史纵横》，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 

26．《当代中国史研究》，当代中国研究所。 

 

 
 附件:                        广州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专业名称 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在学院(研究所) 马克思主义学院 

序

号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中、英文） 

学 

时 

开课学期 学

分 

任课 

教师 

考

试 

考

查 
备注 

1 2 3 4 

必

修

课 

公 

共 

学 

位 

课 

000020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 

Theoretical and Practice 

Stud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2 √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  

7学分 0000200025 
      社会科学方法论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s 
32  √   2 公管学院 √  

0000200023 
英语读写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32 √    2 

外国语学

院 

√  

0000200005 
英语听说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32 √    1 √  

一级

学科

学位

课 

0063290041 

西方哲学经典文本研究 

Textual Analysis on Classic 

Western philosophy 

32 √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  

 

14.5

学分 

0003203102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 

Research on Marxist Classic 

Texts 

32 √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  

0063290042 

唯物辩证法专题研究 

Thematic research on 

materialist dialectics 

32 √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  

0063290043 

历史唯物论专题研究 

Research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32 √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  

0003201108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Hist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 
32 √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  

0063290044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认知科学 

Marxist Epistem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32 √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  

0063290032 
论文写作指导 

Thesis Writing Guidance 
8 √    0.5 

马克思主

义学院 
 √ 

0063290033 

学科前沿讲座 

Lectures on Frontier of  

Research 

32   √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 

选

修

课 

二级

学科

指定

选修

课 

0003201203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Study of Marxist Ideological 

Theory 

32  √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 

 

 

 

 

 
0003201206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ontemporary Era 

32  √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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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290034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Study of Western Marxist 
32  √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 

 

 

 

 0003201201 

中国哲学专题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32  √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 

任 

选 

课 

0003201207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 

Marxist Legal Philosophy Study 
32   √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 

 

0003203109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Thought on Chinese Society 

32   √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 

0063290036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 

32   √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 

0063290039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研究 

Research on Marxist Ecological 

Thought 

32   √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 

公共

选修

课 

0000200030 
翻译理论与实践   

English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16  √   0.5 

外国语学

院 

 √ 

 

须 按

模 块

选满 1

学分 

 

0000200046 
雅思写作能力提高 

 English Writing for IELTS 16  √   0.5  √ 

0000200029 
英语演讲艺术 

The Art of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16  √   0.5  √ 

0000200028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16  √   0.5  √ 

0000200047 
国际学术交流与写作   

English Writing for Academic 
Communication 

16  √   0.5  √ 

0000200048 
学术英语阅读    

English Reading for Academic 
Purposes 

16  √   0.5  √ 

0000200037 
欧洲文化入门 

 European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16  √   0.5  √ 

0000200038 
美国文学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16  √   0.5  √ 

其他

环节 

0063290040 
教学(社会)实践 

Teaching（Society） Practice 
32   √ √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 

 

0063290002 
学术活动 

Academic Activities 
32 √ √ √ √ 1 

马克思主

义学院 
 √ 

0063290003 
学位论文开题与中期报告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32   √ √ 1 

马克思主

义学院 
 √ 

0063290005 
业务实习 

Professional Practice 
32  √ √ √ 0 

马克思主

义学院 
 √ 

补修本科主干课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2 √     

马克思主

义学院 
  

 
西方哲学史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phy 
32  √    

马克思主

义学院 
  

 

注：要求每门课程填写相应的英文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