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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宣传网址：http://marx.usc.edu.cn/xb/yjsgz1/yjszs.htm）
一、学院简介
马克思主义学院是承担南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的二级机构。学院现有专兼任教师123人，其中

正高职称28人、副高职称42人、中级职称40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35人。

学院设党政办公室、科研与研究生办公室、教务办公室、资料室和6个教研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教研室、思想道德与法治教研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形势与政策教研室、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以及6个研究所/中心（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所、哲学研究所、核安全文化研究所、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研究所、经典文本与当代研究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院现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有硕士研究生导师23人。

学院是全国行业特色数字马院建设中心、湖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省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研究会会长单位。现有“高校形势与政策

课规范化建设”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团队1个；有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华大学基地、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基

地和省“抗战历史与抗战精神展览馆”、“健康文化宣传与研究基地”等4个省级社科研究和普及基地；有全国思政课名师工作室1个、省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名师工作室1个、省优秀教学团队2个、省级一流课程5门、省金课2门。近5年来，承担国家、省部级等项目100多项，发表论文300余

篇，出版著作21部，获得部省科研和教研成果奖10多项，学院连续五年获得教育部高校示范马院及优秀教学科研团队项目。近年来，学院教师指

导学生参赛获全国特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省级奖20余项；学院教师获全国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一等奖2人。

学院现有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指委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人、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专家2人、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年度

影响力提名人物1人、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中青年教师择优资助计划1人、全国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1人、全国思想政治教育中青

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培育对象1人、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1人；有湖南省“最美思政课”教师1人、省教育系统优秀党员1人、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1人、省“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3人、省青年骨干教师8人、省青年教学能手2人、省理论学习

服务体系专家4人、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特约研究员2人、衡阳市优秀社会科学专家3人。

二、学位点介绍
（一）哲学（010100）
1.学科简介
哲学一级学科（学科代码：0101）属于哲学门类，下含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和科学技术

哲学等八个二级学科。南华大学哲学学科为哲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伦理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四个二级学

科硕士点。本学科伦理学专业硕士点于2006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而设立，于2007年开始招生。哲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于2018年获批。

2.研究方向简介
（1）马克思主义哲学（010101）
本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等问题。特色和优势为：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②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③党的创新理论。

（2）中国哲学（010102）
本方向研究先秦诸子哲学、汉代经学与魏晋玄学、隋唐哲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汉学；中国近现代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特色和优势

为：①湖湘哲学史；②船山哲学；③中国近现代哲学。

（3）伦理学（010105）
本方向研究道德的本质、起源和发展、道德水平同物质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道德的最高原则和道德评价的标准、道德规范体系、道德的教育

和修养、人生的意义、人的价值、生活态度等问题。特色和优势为：①伦理思想史；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③应用伦理学尤其是医学伦理、核伦理

和工程伦理。

（4）科学技术哲学（010108）
本方向主要研究自然界的一般规律、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方法、科学技术及其发展中的哲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等内容。特色和

优势为：①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②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③生命哲学。

3.研究生培养特色
南华大学哲学学科根据国家对硕士学位获得者的基本要求，结合本学科的特点和优势，培养和造就高层次哲学专门人才，其特色如下：

（1）能较好地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弘扬爱祖国、爱集体的精神；养成

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的良好品德，具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和良好的学术修养；坚持学以致用，用所学知识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

（2）在本学科内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较高的哲学素养，全面了解当代哲学的发展态势，以及学科前沿所应达到的广

度及深度。

（3）政治立场坚定，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展研究工作。掌握不断发展的哲学研究方法，紧扣时代脉搏，把握

学术动态，具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创新能力。具有熟练运用本学科常用研究方法的实践能力和参加完整科研过程的科研能力，具有独立从事专业

研究工作、教学工作或担负其它专门工作的能力。

4. 学科平台简介
（1）师资和导师队伍整体情况
本学位点现有专职教师21人，其中教授9人、副教授12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11人，具有硕士学位的教师14人。成立有哲学研究所、湖南

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华大学基地）。学位点目前承担国家级、省厅级以上科研课题23项。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被

人大复印资料收录46篇，出版学术专著8部，获省厅级以上优秀成果奖19项。

（2）科研特色
南华大学哲学学科科研主要具有以下特色：

①在伦理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基础上，注重伦理学与实际应用的结合，突出医学伦理、核伦理和工程伦理的研究特色。

②与地方文化特色相结合，在全面研究中国哲学的基础上，突出湖湘哲学史、船山哲学和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研究特色。

③开展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突出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和生命哲学等方面的研究特色。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03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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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科简介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的一级学科，下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

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6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需求，担负着马克思主

义理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任务，同时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学理支撑。

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法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

代史基本问题研究4个学科方向。本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于2006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而设立，于2007年开始招生。

2.研究方向简介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030501）

本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和解答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认识。特色和

优势为：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②党的创新理论研究；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问题研究。

（2）思想政治教育（030502）

本方向重点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模式、新方法，研究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规范化、科学化等问题，探讨高

校“三全育人”的方法与路径。特色和优势为：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②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教学研究；③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开放性教学新模式研究；④高校“三全育人”的方法与路径。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030503）

本方向拥有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华大学基地，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重点研究核工业文化、医院文化和衡阳

地域文化等。特色和优势为：①重点研究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②军工文化研究；③医院文化建设研究；④衡阳地域文化研究。

（4）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030504）

本方向重点研究中国近现代国家治理、政治变革与政治发展，中国近现代政党关系变迁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形成等问题。特色和优势为：①晚

清民国时期国家治理和政治变革研究；②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③中国近现代民主党派革命与建设史。

3.研究生培养特色
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根据国家对硕士学位获得者的基本要求，结合本学科的特点和优势，培养具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素养，

以及较强科研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的复合型、创新性高级专门人才，其特色如下：

（1）有较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相关专业基础知识，能够很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或总结马克

思主义理论发展和指导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服务于政府和社会。

（2）能把握本学科最新前沿动态，熟练运用本学科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教育教学工作或其它专门工作。

（3）能深入了解地方文化、行业文化，结合自身专长与特点，开展特色领域研究。

4.学科平台简介
（1）师资和导师队伍整体情况
经过多年的发展，本学科师资队伍强大，现有教授10名，副教授27名，其中博士21人，湖南省理论服务专家4人。学科点先后获批2个国家级

团队：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教学科研团队和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网络资源建设团队；6个省部级学科基地：全国军工文化教育基地、湖南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华大学基地、湖南省大学生贫困生资助育人研究基地、湖南省第三批和第四批社科普及基地、湖南省思想政

治工作研究基地。学科点所在马克思主义学院于2016年挤身湖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本学科长期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近5年

来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课题80多项，出版专著26部，发表论文400多篇，科研成果获省级成果奖10余项。近5年来，本学科培养毕业研究生80

多名。就业去向主要是政府公务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以及自主创业者等。

（2）研究特色
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科研主要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党的理论研究与宣传有特色。形势与政策教育规范化建设全国示范，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面有长期的

跟踪研究；第二，育人方式方法研究有特色。“三全育人”综合改革成效显著，以军工文化和核工业精神育人为特色，已形成“两弹一星”育人氛

围。第三，行业特色优势明显。结合本校的办学特色，突出核特色、医品牌和环保优势，结合行业特色开展思想理论课教学和理论研究。第四，科

研和人才培养平台有优势。学科点是全国军工文化优秀基地、教育部“三全育人”综合改革首批试点单位、省重点马院、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基

地、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基地、省“形势与政策”课会长单位、省“抗战历史与抗战精神”和省“健康文化宣传与研究”社科普及基地

等。

三、考试科目及招生联系人的联系方式

专业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复试科

目

加试科

目

联系人

010100

哲学

01马克思主义

哲学

①101思想政治

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1马克思主

义哲学

④801中西方哲

学简史

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

理

①中国

近现代史

②时事

政治

何芳

0734-8282715

15096007061

E-

mail: 2224899156@qq.com

QQ: 2224899156

02伦理学

03科技哲学

04中国哲学

030500

马克思主义

理论

01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①101思想政治

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1马克思主

义哲学

④812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

思想政

治教育原理

02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究

03思想政治教

育

04中国近现代

史基本问题研究

mailto:2224899156@qq.com


四、专业考试大纲
1. 马克思主义哲学

招生学院
招生专业代

码
招生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0101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哲学

611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考试内容

（一）概论部分

1.哲学及其基本问题：哲学与世界观；哲学基本问题；哲学派别及其历史形

态。

2.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理论来源、基本特征；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

3.努力学习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

础；树立科学世界观；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二）辩证唯物主义部分

1.唯物论：物质及其存在形式；实践；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与人的意识活动。

2.辩证法：联系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事物发展的状态和趋

势；唯物辩证法的范畴和方法论意义。

3.认识论：认识的结构和本质；认识的辩证过程；真理与价值；辩证思维方

法。

（三）历史唯物主义部分

1.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历史观及其基本问题；人类社会的物质基

础；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形态的更替与发展。

2.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社会改

革；科学技术；文化与文明。

3.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人性与人的本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者；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二、考试形式与

试卷结构

（一）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150分，考试时间为18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概论部分：约30分

辩证唯物主义部分：约70分

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约50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约30分）；简答题（约40分）；论述题（约60分）；材料分析题

（约20分）。

2.中西方哲学简史

招生学院
招生专业代

码

招生专业名

称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马克思主义学院 010100 哲学 801中西方哲学简史

一、考试内容

（一）概论部分

1. 中西哲学史及其学派：中西方各个时期主要的哲学学派和主要哲学问

题。

2. 中西方经典哲学问题：中西方经典哲学问题，核心概念、观点和理论及

其在哲学史上的传承、地位和价值。

3. 中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概念演进的发展脉络；方法演变的发展脉络；

多学科交叉互融的发展脉络。

（二）中西方哲学史的分析与探讨

1. 中西方哲学思想流变的逻辑异同：中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与主

体精神异同。

2. 中西方哲学基本问题的客观差异：“道之性”与“道之生”以及“天人

合一”的关系问题；西方逻辑学体系以及自然哲学思想问题。

3. 中西方哲学的本体架构与方法差异：中西方哲学形而上的本体差异；中

西方哲学与文化差异。

（三）中西方哲学史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1. 哲学阐释与诠释的历史变奏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2. 实践哲学与实验哲学的历史演变及对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3. 新文科视野下对中西哲学史的再认识。

二、考试形式与

试卷结构

（一）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150分，考试时间为18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概论部分：约50分

中西方哲学史的分析与探讨：约70分

中西方哲学史对当代中国的启示：约30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约30分）；简答题（约40分）；论述题（约60分）；材料分析题

（约20分）。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招生学院 招生专业代码 招生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马克思主义

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81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



一 、 考 试

内容

1、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2、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3、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4、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5、邓小平理论

6、“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7、科学发展观

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9、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10、“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11、“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12、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13、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14、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二、考试形

式与试卷结构

（一）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150分，考试时间为18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约30分）；简答题（约40分）；材料分析题（约30分）；论述题（约50

分）。

五、复试和加试科目大纲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招生学院
招生专业代

码

招生专业名

称
复试科目及名称

马克思主义学院 010100 哲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一、考试内容

1、世界的物质性及发展规律

2、认识的本质及发展规律

3、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4、资本主义的本质及规律

5、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趋势

6、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规律

7、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及其最终实现

二、考试形式与

试卷结构

（一）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100分，考试时间为6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简答题（约40分）；论述题（约60分）。

2.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

招生学院
招生专业代

码
招生专业名称 复试科目及名称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

一、考试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

2、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功能

3、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和任务

4、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5、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及其规律

6、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

7、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8、思想政治教育原则

9、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艺术

10、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11、思想政治教育管理

二、考试形式与

试卷结构

（一）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100分，考试时间为6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简答题（约40分）；论述题（约60分）。

3. 中国近现代史+时事政治

招生学院
招生专业代

码
招生专业名称 加试科目一名称

加试科目二名

称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010100

马克思主义理

论

哲学

中国近现代史 时事政治

一、考试内容

1、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2、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3、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4、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5、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6、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7、为新中国而奋斗

8、国际时事热点

9、国内形势政策



二、考试形式与

试卷结构

（一）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100分，考试时间为6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简答题（约40分）；论述题（约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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