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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张艳清副教授（图）

[ 作者 ] 首都医科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 

[ 单位 ] 首都医科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 

[ 摘要 ] 张艳清，副教授，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主任。教学和研究方向：国学与国学中的健康思想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著

作：1、《“三个代表”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参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2、《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副主

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8月版。3、《宋代理学与道家哲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版。 

[ 关键词 ] 首都医科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健康思想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张艳清，副教授，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主任。教学和研究方向：国学与国学中的健康思想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教育

背景：  1983— —1990，兰州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 1997— —2000，南开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教学以及教改：课程教学：讲授

必修课《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概论》，选修课《中国古代哲学》等。教改课题：《构建素质教育下的“两课”教学新模式

（2003—2005）》课题参加人。教改论文：《医学院校“两课”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中国教育改革》2004年第5期。科研方向：  

国学与国学中的健康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科研课题以及科研论文：  课题： ①2002— —2003年度，《学会共处——论中

国文化精神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启示》，北京市卫生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②2002— —2004年度，《宋代理学与道家哲学》，北京

市委组织部优秀人才培养专项资助。 ③2004— —2005年度，校党建《大学德育中情感教育模式研究》。 ④2004— —2005年度，校社科

《中国传统伦理与大学生道德教育》。 ⑤2005— —2006年度，《天理与自然-宋儒境界中的儒道之辩》北京市教委面上项目。科研论文： 

1、《朱子之学与老庄》，《中国哲学史》1999、2； 2、《生生之仁与道家自然主义》，《理论学刊》1999、5； 3、《程朱理学与道家

道教关系研究概述》，《哲学动态》1999、9； 4、《论朱熹的太极观》，《曲靖社会科学》1999、4； 5、《周敦颐融合儒道的新动

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2； 6、《传统文化理想人格追求的启示》，《中国卫生》2003、5； 7、《本体与境界——释朱熹的

“心与理一”》，《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3、4； 8、《从元晦到不远复——朱熹早期教育环境的道家影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2003、1； 9、《理学“生生”观念与道家思想资源》，《人文》2004、1； 10、《传统文化的理想追求与校园文化的品位提升》《辽宁

工学院学报》2005、1； 11、《让心灵洒满阳光—大学德育中情感教育模式研究》《首都医科大学学报》2005，核心； 12、《程颢与道

家关系研究》《社科研究》，2005、4； 13、《理学性即理的儒道根源》《理论学刊》，2005、4； 14、《天理与自然——宋儒境界中的

儒道之辩》《中国哲学史》2006、1； 15、《和谐社会与现代医学教育的人文旨归》《医学教育探索》06、7； 16、《北宋的儒学复兴与

儒道关系的新动向》《中华学术论坛》06、6 著作： 1、《“三个代表”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参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

月版。 2、《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副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8月版。 3、《宋代理学与道家哲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8

月版。获奖情况： 1、2002年论文《周敦颐融合儒道的新动向》获北京市高教哲学研究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2、2003年被评为首都医科大

学校级优秀党员。 3、2005年论文《理学“性即理”与道家德性论》，获北京市高教哲学研究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4、2006年论文《弘扬

人文精神，创造和谐教育》获北京市委宣传部优秀论文奖。联系方式：（010）839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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