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学研究所
一级学

科

二级学科

（方向）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010100
哲学

01(全日制 )
马克思主义

哲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701 哲学综合(马哲原理 40﹪,中西哲

学史常识各 30%)④801 马克思主义哲

学原理

马克思主

义哲学史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

经典原著

②西方哲学专题

02(全日制 )
伦理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701 哲学综合(马哲原理 40﹪,中西哲

学史常识各 30%)④802 伦理学原理

伦理学基

础理论

①中国伦理学专题

②西方伦理学专题

03(全日制 )
宗教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701 哲学综合(马哲原理 40﹪,中西哲

学史常识各 30%)④803 宗教学基础理

论

宗教学基

础

①中国哲学专题

②西方哲学专题

哲学研究所简介

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由伦理学研究所发展而来，始建于 1995 年。2003 年获伦理学硕士

学位授予权，2005 年获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10 年获哲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

授予权，2011 年哲学获批为湖南省“十二五”重点学科，2015 年省重点学科验收结论为良

好。现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室、伦理学研究室、宗教学研究室。拥有三个省级重点研究

基地：湖南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差异与和谐社会研究中心，湖南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吉首大学基地，民族宗教与文化研究基地。截至 2017 年

6 月，该所已招收硕士研究生 209 人，其中已取得硕士学位者 167 人，毕业研究生中有 18

人考取博士研究生，大部分研究生毕业后进入高校或党政机关工作。

该所拥有一支科研能力较强、结构合理的学术队伍，其中教授 8 人，副教授 8 人，博士

13 人。学科带头人易小明系湖南省二级教授、留德和留英学者、博士生导师，是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湖南省首届青年社会科学家、湖南省

省级学科带头人、湖南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百位人才”培养对象。

该所集中研究伦理学基础理论、马克思早期哲学、民族民间宗教文化，其中差异研究、

正义理论研究、美德伦理研究、人的感性解放研究、土家族苗族宗教研究等在学界有一定影

响。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19 项，省部级科研课题 46 项，获科研经费 400 多万元。

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 CSSCI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300 余篇，其中 19 篇被《新

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120 余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

印资料》等转载。出版学术著作 20 余部。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9 项。

该所注重对外学术交流，长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东南大学、中南大学、湖

南师范大学等著名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保持良好的合作交流关系，先后有来自上述单位的著

名专家学者 80 余人次来校讲学。

招生学位点简介

●马克思主义哲学



该专业现设有三个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现实、

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方向主要集中在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研究，马克思主

义哲学当代价值转换研究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现实方向着重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理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相结合，对诸如社会差异等热点问题进行深

层次的研究。文化哲学方向着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方法，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

文化从生态、风俗、心理等方面进行多视角研究，探索我国和谐社会的民族化实现形式。

●伦理学

该专业设有三个研究方向：伦理学原理、应用伦理学、民族伦理文化。伦理学原理方向

主要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对伦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关系、原理进行深入研究，力图梳理建构

一套既具有理论高度又具有现实适用性的伦理学基本理论体系。应用伦理学方向主要针对社

会现实问题着重于生态伦理、发展伦理、经济伦理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民族伦理文化方向强

调从少数民族伦理文化实际出发，着力揭示少数民族伦理文化的生成要素、内在特质、发展

规律，挖掘少数民族传统伦理文化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借鉴价值。

●宗教学

该专业设有三个研究方向：宗教学基本理论、宗教伦理思想、民间宗教与文化。宗教学

基本理论着力于透过人类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宗教现象，揭示宗教的本质、功能及其在当今

现实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宗教伦理思想研究方向主要着眼于宗教理论与实践中所蕴含的伦理

思想研究，关注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的内在相关性。民族宗教与文化研究方向主要研究西南

少数民族民间宗教，揭示这些民族民间宗教与佛教、道教、儒教间的互动关系。

地 址：湖南省吉首市人民南路 120 号 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

邮 编：416000

联系电话：0743－8565376 传 真：0743－8565376

联 系 人：侯有德 151074294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