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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点介绍  

科学技术哲学

 

我校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点是曾近义教授创立的，现在的学科带头人是颜泽贤教授。本学科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为省内外高等

学校、科研机构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骨干，1981年首次招收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并由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取得硕士学位授

予权，2000年取得博士学科授予权。博士点有三个研究方向：1、系统理论与系统管理（导师颜泽贤教授），2、科学哲学与科学

方法论（导师陈晓平教授），3、科学技术史（导师黄世瑞教授）。本学科点研究队伍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学历职称结构比较

合理，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均有自己明显的特色和优势，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要影响，是广东省重点学科。 

本学科点既注重理论研究又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如将系统理论与系统管理应用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为广东现代化建

设服务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社会称道。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国家“211工程”立项重点建设的学科和广东省重点学科。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本专业着重于市场经济理论

与实践的学习与研究，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和观察、分析、处理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近五年来，已经为政府部门、金融机

构、企业和教学科研单位培养了一批高级经济研究和管理人才，其中不少毕业生已成为所在单位的领导或重要骨干。本专业师资

力量雄厚，现有教授15人，副教授18人，博士生导师6人。先后承担国家及部省级社会科学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40多项，出

版专著、译著、教材、工具书等60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动态》、《世界经

济》、《中国工业经济》等权威刊物发表论文600多篇，曾获国家、省部级等优秀社科成果奖50多项。现设有市场经济理论与政

策、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金融理论与政策、劳动经济理论与政策等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1990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0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该专业博士

点导师队伍和梯队主要由政法学院相关专业的教师组成。现有教授8人，副教授13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6人，在职攻读博士学

位的教师4人。导师队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当代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等。近年来，该专业博士点导师队伍主持和完成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

发表文章300多篇，出版专著22部，获得了第12届中国图书奖、广东省第六次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专著类一等奖、第三届中国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多项国家和省级以上奖励。目前，博士生导师有王宏维教授、刘卓红教授、陈金龙教授，设置有三

个招生研究生方向：即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唯物史观与当代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 

教育技术学

 

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科与信息技术学科相结合的交叉学科，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制高点。本学科博士点是国家“211工程”重

点建设学科，国家重点学科，长期承担国家和部省级重点科研课题，曾连续四次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整体实力和科研、教学水

平居全国前列。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李克东、徐福荫和丁新教授均为我国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知名专家。设有计算机与教育、

教育技术基本理论、教育电视和现代远程教育四个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文理科兼收。 

体育人文社会学

 

本专业博士授予点于2000年获得批准，现已招收3届10名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有体育原理、学校体育学、体育社会学、体育



美学等。体育原理、体育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已经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现有博士生导师5人：杨文轩教授的专著《体育原理》在国内独树一帜；胡小明教授是国内人文学科《体育美学》和《体育人

类学》的创立者；卢元镇教授是国内《体育社会学》的权威；周爱光博士体育哲学功底深厚，在研究竞技运动异化问题上影响很

大；陈琦教授在学校体育等研究领域成果累累。5位导师编写出版学术专著和研究生教材多部。 

该学科已建成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国家教育部体育与艺术人才培养基地和广东省中小学体育骨干教师培训

基地，正在申报广东文科基地，争取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保持国内领先水平。1998年以来，每年都主持新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还有省部级课题及其它横向合作项目多项。 

该学科博士后流动站于2003年获得批准。

 

运动人体科学

 

运动人体科学学科专业是具有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授权点。其主要研究方向颇具特色，包括：运动与心血管功能、运动与

免疫、激光运动医学、运动生化与营养、运动负荷的生物学适应等。学科带头人是邓树勋教授，该学科拥有一支高学历、高素质

的指导教师队伍，共有教授6人，副教授4人，其中有博士学位的4人、有硕士学位的5人、在读博士的有4人。该学科中的运动生理

学是省优秀重点课程，多次获得国家级及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优秀教材奖，主编“九五”、“十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该学科教师出了一批高质量科研成果，有十多篇论文被SCI收录。该学科拥有10多个实验室，有一批国际先进水平的仪器设备，供

研究生研究实验使用。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2000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经过多年的积累与建设，该学科形成了比较稳定而

有特色的4个研究方向。唐宋文学与文献考据方向以文献资料整理为基础，以文史结合方法从唐宋制度、政治文化背景上研究唐宋

文学的基本问题；先唐文学与传统文化方向力图将文学放置在广阔文化背景下，以文化视野审视先唐文学的发展变化，充分体现

出文、史、哲交融的研究特点；古代戏曲与叙事文学方向重视文献资料与田野作业、文本研究和艺术表演方式研究的结合，分析

文学的演进规律及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底层运动形态，研究戏曲、小说生成原因及其叙事文学特点；岭南文学与近代文化方向围绕

岭南文学与近代文化的关系、岭南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和走向等问题进行研究，既有好的学术传统，又深得地利之便。该学科点

现有教授10人，副教授7人，其中具博士学位者9人。 

中国古代史

 

本学科博士点目前共有专任教师14人，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6人，有博士学位的教师7人。整个教师队伍梯队结构合理，并趋

于年轻化、高学历以及高职称。 

本学科博士点分设战国秦汉六朝史、唐宋史、明清史三个研究方向。这三个研究方向，在学术界都有重要影响和一定的地

位。 

战国秦汉六朝史方向的特色在于战国秦汉出土文献研究、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比较研究、秦汉六朝政治制度史研究、秦汉郡

县制度研究、魏晋九品官人法制度研究等。唐宋史方向的特色在于唐代幕府制度、唐宋制度变迁、宋代经济史、宋代乡村制度、

宋代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明清史方向侧重于对明清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价值观念、重要历史人物、中西文化

差异比较等基本问题的研究。 

光学

 

华南师范大学光学学科与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并列为七个光学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之一。

 

在中科院院士刘颂豪教授带领下，经过了大约20年的艰苦创业和稳步发展，本学科已经初步建成了激光与光电子学产学研结

合的光学高层次人才培养及科研基地。 

 



光学博士点现有博士生导师6人，研究领域分属以下四个方向：

传输光学与非线性导波光学方向属激光与光电子学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础研究瞄准国际最前沿水平，应用基础研究

依托国家863计划及国家重大科学工程。激光生命科学方向属激光技术与生命科学交叉的前沿学科，瞄准有广泛应用前景和潜在

市场需求的基础高新技术开展研究。光电子材料与器件方向从事先进光电材料、纳米材料等研发工作，将发展成新型光电材料与

元器件研发和生产的支撑基地。光学与光机电一体化技术及应用方向具有大型国防光学精密仪器与环保监测仪器研制和激光加

工的实力。 

自然地理学

 

华南师范大学自然地理学博士点立足于华南、突出热带亚热带，确定以华南热带亚热带区域的自然地理为主要研究对象，同

时重视自然环境及其演变过程的理论研究。含环境演变与热带亚热带地貌、华南地区环境生态及其管理、第四纪环境及其区域响

应等研究方向。国家“八五”以来，本专业人员出版专著及教材40余部；发表论文逾800篇，其中，有多篇在<<中国科学>>、<<地

理学报>>和<<地质学报>>及<<QUATERNARY INTERNATIONAL>>、<<Palaeo—geography,climatology, ecology >>等国内外重要学术

期刊杂志上发表，且有多篇论文SCI等世界重要检索系统收录；近10年来，本专业人员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教委（二

等奖、三等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以及广东高校科技进步等15奖项。目前主持或承担

国家、省部级和地方政府等项目30多项。 

植物学

 

植物学博士点设立于1986年，植物学科同年被批准为广东省重点学科。1991年经国家人事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设立生物

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至今已招收博士生40名余名, 先后有30余名博士后进站工作。 

博士点以广东省植物发育生物工程重点实验室和学校“211”重点学科为支撑，拥有一支梯队结构合理、学历层次高、科研实

力强的师资队伍。现有教授11名，副教授11名，其中博士生导师6名。科研环境优良，设备先进，实验室面积达1500 M2，仪器设

备价值1000 多万元。 

2002年以来，承担国家、省市级科研课题 30余项，经费达 600多万元；在国际国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17篇被SCI收

录，研究成果曾获广东省自然科学奖和省教育厅科技进步奖。 

主要研究方向: 植物细胞和基因工程； 植物发育分子生物学及其调控；植物生长物质的细胞生物学； 植物资源与环境保

护； 植物生物活性物质研究。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的“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专业是1998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3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现有教

授7人，副教授5人，讲师6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8人，博士生导师1人。发表论文200多篇，被SCI.,EI.,ISTP收录的有60多篇。

主持省级以上科研项目20多项。现有研究方向和特色： 

1. 超晶格、量子阱器件和应用

 

利用世界先进水平的MOCVD技术外延生长制备半导体GaAlInP/GaInP、GaN/GaInN和ZnO等材料，并对这些高难度宽带超晶格、

量子阱及ZnO量子的结构、特性和光发射性能进行研究。并且进行超高亮度红光、绿光、蓝发光二极管和大功率白光器件及面发光

半导体激光器的基础理论、制备及应用的研究。承担了“超高亮度发光二极管（UHB——LED）半工业化试验”重大攻关项目

（1634万），做出了红色超高亮度发光二极管（达250cmcd），还试制出橙色和黄色的UHB-LED，取得了UHB-LED的系列产品。该项

目通过了有两名院士参加的鉴定，获得专家们很高评价。鉴定结论认为：超标准完成了攻关任务；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产品质

量达国内先进水平和国际较好水平。 

2.低维结构材料与纳米电子器件

 

利用低温等离子体技术在低沉积温度合成纳米薄膜和纳米粉体材料以及对半导体薄膜进行等离子体干法刻蚀和低温等离子表

  



面改性的研究。进行了纳电子器件及量子信息理论研究，在量子信息、量子计算机理论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成果，曾

成功地从理论上解释了通过量子环的电导傅利叶谱的分裂结构.并量子点、纳米低电容Josenphson结等的理论计算和实验方面已取

得初步成果。已在Phys. Rev. Lett.，Phys.Rev.B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 

3.量子信息处理器件与技术

 

开展了超短光脉冲产生、传输及其在高码率通信系统中的应用等研究工作，参与研制CPM对撞锁模染料激光器，输出33fs的超

短光脉冲（当时国内最短光脉冲）。设计与研制了一台转镜式快速扫描自相关器，并用飞秒脉冲对半导体GaAs/AlGaAs量子阱载流

子的驰豫特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创新性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广东省高教厅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非线性导波光学研究方面，提出了飞秒基孤子的压缩和Raman自频移抑制的新方法，研制了新型分布反馈DFB激光器，获得了高

码率通信波段800fs的超短光脉冲。进行了低维电子系统（分子系统、铁磁系统）中的孤子激发和Aharonov-Bohn磁通对它们的影

响的研究，并提出的非线性分布耦合理论与实验证明，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 

教育经济与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于200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可授予管理学博士学位。本专

业博士点的获得是我校管理学科博士点建设的突破。本专业师资力量强，学历层次高，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研究成果丰富，在全

国有较大的影响。面向大陆、港、澳、台地区和世界各地招生，为各种教育管理部门培养高级研究人才和管理人才。 

一、专业团队

 

本专业现有专职教师12人，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8人。其中8人具有博士学位。本专业博士点导师胡中锋教授（博士），长期

从事教育评价、教育人力资源研究，是本专业的学术骨干，担任全国教育评价专业委员会理事。 

二、研究方向

 

本专业现设教育管理学、区域教育政策与法规研究、教育人力资源管理等三个方向。教育管理学方向在本专业硕士点的基础

上深化研究教育管理学的基本问题，包括教育管理基本理论、教育管理体制、教育管理伦理、教育管理文化、教育经营；区域教

育政策与法规方向主要研究我国区域教育政策和法规建设问题；教育人力资源管理方向主要研究教育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教育

评价、教育测量、教育管理心理问题。 

三、课程设置

 

本专业开设的主要专业课程有教育管理学研究、教育政策与法规研究、 教育评价研究。

 

四、学生招生 

 

本专业招收具有硕士学位的经济学科、管理学科或相近学科专业的应届或往届毕业生；如果没有硕士学位，具有副高职称的

有关专业人员也可以报考本专业。所有报考者均需要有两名本专业或有关专业的正高职称的学者推荐。本专业面向国内、港、

澳、台地区和世界各地招生。 

四、科学研究

 

“九五”、“十五”以来，本专业教师承担国家、省部、教育厅研究课题20多项，重大横向课题10多项。在国内权威刊物

《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等上面发表论文250多篇，发表学术著作和教材15部。 

五、国际交流

 

本专业注重国际学术交流，不少教师同国际同行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学术联系。胡中锋教授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2003年

度资助到澳大利亚做一年的访问学者；谢少华博士留学澳大利亚博士；王红博士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2003年度资助，到美

国做一年半的访问学者。 



 

 

 

本站首页 | 研究生处 | 华师首页 | 全国地方高四院校联合招生网站 | 联系我们 

广东省广州市石牌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所 电话：020—85213863 邮编：510631 Email:yjsc@sc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