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学学院 2024 年学术学位博士 

“申请-考核”制招考说明 

 

院系简介 

一、基本概况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是国内充满活力的哲学研究重镇。1970 年原华

中工学院在全国理工科大学率先创办文科，哲学学科亦在其中；1980 年成

立哲学研究所，1996 年成立哲学系，2000 年设置哲学本科专业，2001 年

正式开始招收哲学专业本科生，2019 年获批成立哲学学院，2020 年 8 月正

式成立哲学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科是湖北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拥有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批准的哲学博士学位、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设有马克思主义

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六个专业方

向博士点、硕士点以及哲学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华中

科技大学哲学学科被评为 B+学科，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等校

并列全国第 9。 

现有专任教师 32 人（其中教授 12 人，副教授 11 人，讲师 11 人，含

外籍教师 1 人），拥有一支以学界领军人物（邓晓芒教授、欧阳康教授）统

领、中青年学者为主体的老中青结合的师资队伍，学缘结构合理，均来自

北京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及世界名校，其中海外获得博士学位 8 人。20 余

位教师曾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图宾根大学、海德堡大

学、鲁汶大学等海外名校学习、合作研究或访学。 

二、学科特色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哲学学院现有六个专业方向形成了鲜明的学

科特色。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方向的特色为：以欧阳康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科

研团队在社会认识论、人文社会科学哲学及国家治理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

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以王晓升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

科研团队长期致力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以吴畏

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化研究，在学界具有较大的

影响。 

外国哲学专业方向的特色为：哲学学院在该方向的研究实力，稳居国

内学界前列，特别是邓晓芒教授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何卫平教授的解释



学研究、张廷国教授的现象学研究，在学界均处于领先水平。邓晓芒教授

领衔的德国哲学研究中心是国内德国哲学研究的学术重镇。 

中国哲学专业方向的特色为：赵建功副教授在易学（史）领域、廖晓

炜副教授在先秦儒学、现代中国哲学领域，取得不少成果，具有一定学术

影响力。 

伦理学专业方向的特色为：以程新宇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科研团队多

年来一直从事生命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研究，在生命伦理学研究领域已取

得多项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叶金州副教授等在政治哲

学、元伦理学等领域已出版、发表多项重要学术成果，在学界具有一定影

响力。 

宗教学专业方向的特色为：以董尚文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科研团队在

中世纪哲学研究、基督教哲学研究和托马斯•阿奎那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

富的成果，在国内学术界处于领先水平；唐琳教授在易学、中国宗教等领

域发表论著多部，洪亮教授在 19-20 世纪德语宗教思想史及哲学人类学等

领域成果突出，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 

科学技术哲学专业方向的特色为：陈刚教授长期致力于心灵哲学的研

究，在非还原物理主义方面主张形式实在论和知觉二重论，形成鲜明的研

究方法和研究特色，在哲学界产生一定影响；徐敏教授、张瑛教授在逻辑

学、形而上学、知识论等领域科研成果突出，在学界具有一定影响力。 

学术与组织机构： 

研究机构： 

1．国家治理研究院 院长：欧阳康 

2．哲学研究所 所长：欧阳康 

3．应用现象学研究中心 主任：张廷国 

4．德国哲学研究中心 主任：邓晓芒 

5．解释学研究中心暨伽达默尔文献馆 主任：何卫平 

6．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 主任：邱仁宗 

系所： 

1．哲学一系 主任：赵泽林，支书：张瑛 

下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科学技术哲学三个研究方向 

2．哲学二系 主任：邵华，支书：袁辉 

下设：中国哲学、外国哲学、宗教学三个研究方向 



招生专业目录及报考条件 

类型 学科（类别）及研究方向 申请条件 

学术 

学位 

010100 哲学 1.符合我校博士生招生简章规定的报考条件。 

 

2.英语水平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CET-6）成绩达到

425 分及以上（须提供成绩证书及中国教育考试

网 http://cjcx.neea.edu.cn/查询成绩的截图）。涉及

其他语种的，以国内相应语种六级或专业四级成

绩合格为参考。 

（2）全国高校英语专业八级考试（TEM-8）合格。 

（3）TOEFL 成绩（iBT）达到 90 分及以上；或

IELTS 成绩达到 6 分及以上；或 GRE 成绩达到

300 分及以上；或 GMAT 成绩达到 650 分及以上。 

（4）本科或硕士阶段获外语专业的学位证书或毕

业证书。 

（5）在国（境）外有 1 年以上（含 1 年）全日制

学习或研究经历（英语为当地主要日用语言和授

课语言），须提供国外学习经历的证明、学历学位

证书或成绩单。 

未满足以上条件的考生，如希望报考，须参

加学校统一组织的外语水平测试并通过最低合格

分数线。 

 

3.具有良好的学术科研能力，提供一篇代表性学

术论文（不限是否发表）。 

 

4.至少有 2 位专家推荐。推荐专家信息由考生在

报名系统中提供，必须提供准确的邮箱地址和手

机联系方式。推荐人一般为考生的硕士生导师及

一位与哲学学科相关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

称人员）。 

01(全日制)马克思主义哲学 

02(全日制)中国哲学 

03(全日制)外国哲学 

04(全日制)伦理学 

05(全日制)宗教学 

06(全日制)科学技术哲学 



提交材料清单 

1．《华中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计划》，模板参见我校研招网。 

2．本科、硕士阶段学业成绩单（须加盖学校教务或人事档案部门公章）。 

3．硕士学位论文（往届生提交），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或研究工作进展

报告（应届生提交）。 

4．具有代表性的科学研究成果，如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所获专利及其他

原创性研究成果的陈述和证明。 

5．各类外语水平证书或证明材料。如申请免考，请务必在系统中选择，并

提交有效证明材料。注：大学英语四六级成绩除证书外，还须提供中国教

育考试网（http://cjcx.neea.edu.cn）查询结果截图。 

6．推荐专家信息：我校将通过系统向推荐专家发送邮件和短信，由推荐专

家在线提交意见。请考生提前联系好推荐专家，并获取准确有效的联系方

式（邮箱与联系电话）。推荐专家建议为考生的硕士导师，或与报考学科或

专业类别相关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材料提交方式 

考生申请材料提交及缴费务必在 2024 年 3 月 8 日 17:00 前在我校博士

“申请-考核”报名系统完成。 

学院将对申请材料符合报考说明要求的情况进行初审并反馈意见。已

在3月8日前完成材料提交及缴费的考生可根据反馈意见修改或补充材料，

截止时间为 3 月 12 日 17:00 前（包括推荐人在系统提交推荐意见）。系统

关闭后不再接收补充材料。 

 

联系人：陈老师   咨询电话：027-87542403 

咨询邮箱：877647732@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