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25中国哲学史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  

《中国哲学史》作为全日制中国哲学专业硕士学位入学考试的专业考试，其目的是考

察考生是否具备进入中国哲学专业学习所要求的专业基础知识和理论水平。  

二、考试性质与范围：  

本考试是一种测试应试者专业基础知识以及相应的专业理论特别是哲学素养的考试。

考试范围包括中国哲学涉猎的古代文化基础、古文理解通读、基本概念理解、专业基

本问题和专业中相关重大问题的分析掌握与应用能力。  

三、考试基本要求 

 1. 具有良好的古汉语基本功，能够识别字词句及通篇主旨涵义，能够诠解相关原著

的意义、具备相关背景知识。 

2. 能熟练掌握专业相关的基本概念、基本问题以及这些概念问题的源流变化和学术价

值。 

3．具有较强的专业问题分析和辩解能力，能够结合现实提出见解。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概念测试与综合分析测试相结合的方法。各

项试题的分布情况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以下部分：句读、原著理解、简答辨析和综合论述等。总分为150分。 

I．句读 

1. 要求 

    句读要求考生能够通读缺标点的经典文献资料，根据文意加上标点并翻译成白话

文。考生必须掌握运用古汉语知识阅读相关资料，解决某些问题。 

2. 题型： 

古汉语经典文献加标点并翻译理解。 

II. 原著理解 

1. 要求： 

能读懂中国古代经典中的相关资料，既能理解其主旨和大意，又能分辨出其中的观点

和正误，并能对其中的观点和隐含意义进行评析批判。 

2. 题型：  

从古代经典中摘取相关文献段落，考生阅读后结合文献内容提出其出处、作者、主要

观点，并进行分析，结合现实问题展开评论和批判。 

本部分题材广泛，体裁多样，选材一般为经典文献中的代表性段落，反映作者的主要

观点。重点考查考生获取信息及其背景知识、理解观点的能力。 

III．简答辨析 

1. 要求： 



考生能对专业所具备的基本概念、基本问题、主要人物的主要观点、断代史中思想源

流中的关键问题能够辩证分析，掌握其内涵、文化价值和功能指向。 

2. 题型：名词解释或者是简答题 

Ⅳ．综合论述 

1. 要求： 

考生能对中国哲学发展中的著名人物的思想观点、学科发展源流中的重大事件熟悉掌

握，并能够展开对比研讨、论述分析。 

2. 题型：论述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