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技术哲学专业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007年修订）
 

  

一、主要研究方向 

  

二、入学要求 

1，新生能力、水平的基本要求 

考生一般要求具备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硕士学位，立志从事本专业的理论研究或教学工作，有良好的西方科学史和西方哲学史

背景。第一外语听说读写基本过关，入学后即能够直接顺畅地阅读外文文献。 

  2，入学考试科目 

1，外语（英法德任选一门） 

2，西方哲学史 

3，科学思想史（含自然哲学）（科学思想史与自然哲学方向选考）或科学哲学（含技术哲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方向选

考） 

专业课考试要求考生熟读“必读文献”，能够举一反三地阐释文献所及的主要理论问题。 

“科学思想史（含自然哲学）”必读文献： 

1.         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柏拉图：《蒂迈欧篇》，谢文郁译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 

3.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4.         库恩：《哥白尼革命》，吴国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         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邬波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         伯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徐向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科学哲学（含技术哲学）”必读文献： 

1.         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2.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 

3.         法伊尔阿本德：《反对方法》，周昌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4.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第一、第二部分，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5.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第五编“技术的追问”，孙周兴等译，上海三联1996年版  

6.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等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三、培养目标 

本专业博士培养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为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史学科的发展输送高级理论人才。 

1，  外语要求 

博士研究生入学时应该具备第一外语（通常是英语）的基本听说读写能力，在研究生学习期间，至少学习并掌握一门第二外语

（通常是德语或法语），具备该语种初步的文献阅读能力。 

2，  系统地哲学训练 

序

号 
研究方向 主要内容 导

师 

1 科学思想史与

自然哲学 
主要但不限于西方科学思想史和西方自然哲学

史的研究 
吴

国

盛 

2 科学哲学与技

术哲学 
主要但不限于将现象学－解释学的方法运用到

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研究中 
吴

国

盛 



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方向的学生将接受比较系统的哲学训练。 

分析哲学背景的学生应该熟悉分析哲学经典作家（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蒯因、罗蒂）的主要著作；现象学

背景的学生应该熟悉现象学经典作家（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的主要著作。 

科学哲学方向的学生应该熟悉英美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的主要著作，同时对现象学－解释学的科

学哲学文献有通盘的了解。 

技术哲学方向的学生应该熟悉工程派技术哲学家和批判派技术哲学家的主要著作，同时对现象学－解释学的技术哲学文献有通

盘的了解。 

3，  系统地历史训练 

自然哲学与科学思想史方向的学生将接受比较系统的西方哲学史与西方科学史训练。 

对从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史以及西方科学的历史应有基本的通盘了解，对西方科学史界的各种编史理论及其主要成就应有基本

了解。 

自然哲学方向的学生应该熟悉西方哲学史上重要的自然哲学著作，并且对某些人物、某些著作、某些派别有深入的了解。 

科学思想史方向的学生应该熟悉科学思想史学派的主要代表著作，并且对西方科学史的某些时期、某些人物、某些学科能够做

出思想史的透视。 

4，  深入学科前沿 

除了厚实的基础外，应该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知识背景和外部条件（时间的限制、文献资料的限制等），恰当地选择一个比

较专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要围绕该专门问题阅读文献，进入所研究问题的最前沿。 

5，  博士论文 

撰写的博士论文要达到国内学界关于该问题的最高水平，推进我国学界在该领域的学术研究。 

  

四、培养程序 

1，学习年限：4年 

2，培养程序 

1，  第1学期，为每位博士生成立由导师任组长、3－5名专家组成的博士生指导小组，制定培养计划。 

2，  第1－2学期，学生修习有关课程，寻找主攻方向，并在第2学期末基本确定主攻方向。 

3，  第3学期，基于主攻方向继续修习有关课程。学期结束之前进行学科综合考试。成立至少5名副教授或以上职称专家组成的

考试委员会（导师不担任主席）。学生需要提交2篇独立完成的已经发表或能够发表的文献综述或学术论文，并就论文涉

及的问题接受考试委员会的面试。 

4，  第4学期，学位论文开题 

5，  第3学年开始，在导师指导下准备和撰写学位论文，第7学期末提交论文初稿。 

6，  第8学期初论文预答辩。 

7，  第8学期，修改论文，送审，论文答辩。论文答辩之前必须提交两篇独立完成的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 

  

五、课程设置 

1，应修学分：18学分，分配如下：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3分 

第一外国语4分 

本专业之外相关学科课程1门3分 

本专业基本文献研读课程1门4分 

主攻方向基本文献研读课程1门4分。 

  2，课程安排 

除“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第一外国语”为学校统一安排外，其余三门课程均由导师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现有知识背

景和未来主攻方向）单独设计。 

“本专业之外相关学科课程”依据该课程要求开课和考试，两门“基本文献研读课程”以自学为主，师生研讨为辅，以论文方

式考试。 

  

六、直博生与硕博连读生的培养方案 

1， 学习年限：5年 

2， 选拔方式 

  直博生在本科生中选拔，硕博连读生在本校本专业硕士生中选拔。入学后第1学年按硕士生方案培养。第3学期末之前提出读博



申请，第4学期进行综合考试。第5学期开始成为正式博士生。 

3， 学分与课程安排 

  总学分：42，其中头3个学期完成本校本专业“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方向培养方案指定的必修课（除开外语和马克思主义理

论课共9学分）和选修课共24学分，从第4学期开始完成上述4年制博士生所要求的18学分。 

4， 综合考试安排 

  第4学期结束之前进行。 

5， 论文开题安排 

  第5学期结束之前进行。 

  

七、学位论文 

1.         时间保障：从第4学期开始写作学位论文，至少要花2年的时间全力投入论文的写作 

2.         字数：不少于15万字 

3.         应掌握所涉论题的核心一手材料 

4.         应全面掌握所涉论题的二手材料 

5.         在所涉论题的研究深度上，应走在国内学界的前列 

  

试题样本 

  

历年录取结果
 

  

导师附言：
 

0，  经常有考生来信来电话询问考博的情况，甚至希望不远千里专程来京面谈，其实没有特别的必要（顺路来访依然欢迎）。有关

问题在此一并说明。 

1，  欢迎一切学术背景的考生报考，但是希望考生，第一，出于热爱学术、增进学术的目的而不只是其它非学术的目的（如拿文

凭、换身份等），第二，出于对导师专业方向的兴趣和认同而不只是因为北大这块牌子。因为我培养博士的目的是要在这两个

专业方向推出理论创新人才，而不只是制造博士文凭。 

2，  录取的决定性因素是笔试成绩，除极个别本校硕士直接免试升博（该生必须在读硕期间不仅显示出充分的专业能力而且显示出

通过博士入学考试三门科目的能力）外，其余考生的录取与否主要看笔试成绩。既没有事先的内定，也没有对本校学生的照

顾，校内校外、文科理科、科班自学一视同仁。与导师进行学术交流之外的社交攻关活动是庸俗的。 

3，  要重视专业课笔试。目前的考博有一种倾向，似乎主要是考外语，专业课只是走过场。对我而言，外语固然是底线，但专业课

笔试是判定考生专业能力和思维水平的主要依据，请务必重视。中国的博士学制太短，没有时间重新打基础，考生在入学考试

时就必须显示出自己在本专业方向已经有雄厚的基础。考生不重视专业课必读文献的阅读，通常难以及格，专业课考几分的考

生大有人在。 

4，  要提前准备。我所招收的两个专业方向“西方自然哲学史与科学思想史”和“现象学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比较特别，国内

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导师不多，因而开列的必读文献对许多考生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由于中国科技哲学界缺乏统一的学术规

范，硕士生尚无统一的必修课和必读书制度，许多本专业硕士毕业的考生对这些文献都很陌生。“熟读“必读文献”，能够举

一反三地阐释文献所及的主要理论问题”，并不是一个很容易达到的要求。因为对这些经典著作要真正读懂读通，除了熟读，

还要参考许多别的二手文献。所以，愿意投考的考生需要提前准备。 

5，  07年压缩了必读书目，为的是让考生阅读范围更集中，但另一方面，要求读得更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