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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学校于 2006年设哲学本科专业并开始招收本科生，同年获批马

克思主义哲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7年开始招收首届研究生，2011

年获批哲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

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发展、中国哲学及其转型、西方哲学及其

当代发展、伦理学理论与应用等四个特色学科方向，学科团队年富力

强，生源充足，就业发展势头良好。

本学位点目前共有专任教师 20人，在读研究生共 42人，其中硕

士生导师 12 人，占比 60%；高级职称 12 人（教授 6 人，副教授 6

人），占比 60%；具有博士学位者 18人，占比 90%；45岁以下 16人，

占比 80%；45岁以上者 4人，占比 20%；是一支职称、学历结构合

理的年轻化的学科团队。

哲学学科是校级“双一流”培育学科，建设有省级研究基地“传统

文化与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和校级哲学研究所，并且与

湘潭县五中、浏阳市新翰中学等建立了实习基地，为每位专任教师配

备工作室以及电脑、打印机等设备，定期征订和购买学科专业期刊和

图书资料，定期举办读书报告会、学术研讨会和教学示范课等活动。

着力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大部分毕业生在高校、党政机关等从事教

学育人或行政管理工作。严把论文质量关，在历年的毕业论文抽检中，

均为合格及以上等级。

二、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1）学科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

第一，继续聘请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院长张京华教授为哲学学

科兼职教授和兼职导师，进一步增强湖南科技大学哲学学位点与湖南

科技学院国学院之间的学术联系和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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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颜中军博士晋升为教授职称并且被遴选为湖南科技大学

奋进学者、湖南省优秀骨干青年教师，为年轻教师的学术发展注入新

动力，进一步优化了导师队伍职称结构。

第三，学科团队成员颜中军教授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汪隐峰博

士、肖蓉博士被遴选为硕士生导师，导师人数和层次有了进一步提升。

（2）科学研究水平稳步提升

第一，由于绝大部分教师都承担了在研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项

目，本年度项目申报较少，主要侧重于完成已有项目研究工作。本年

度，张晚林教授、毛小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结项，凌应生博士的教育部课题已经提交结题申请。

第二，在科研成果方面，本年度出版学术著作 2部，发表学术论

文 15篇，其中 CSSCI源刊论文 3篇，CSSCI扩展版论文 2篇，1篇

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第三，在社会服务方面，本学科围绕智库建设、理论服务和宣讲

大力推进，廖加林、毛小平、廖志鹏、李育军、颜中军、杨盛军、凌

应生等为新进教师培训、党校授课、学术报告等 20余次。

（3）人才培养工作做实做好

第一，加强学术交流，2021 年邀请专家讲学 3场次，教师外出

参加各级各类学术会议 30余人次。

第二，加强研究生的学术训练，通过学术沙龙、研究生创新论坛

等方式提升哲学专业学生的专业素养。全年举办了 3场研究生学术沙

龙和读书报告会，全体师生共同参加讨论。

第三，大力推进教学教育改革研究，凌应生老师主持校级精品课

程 1项，汪隐峰老师多次参加教学比赛、示范课等，并获得师生好评。

第四，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攻读博士

学位。据不完全统计，本年度在校研究生公开发表论文 10余篇，有

6位研究生在湖南省研究生创新论坛等获得各类奖励 5项，并有 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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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研究生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在毕业论文抽检中，没有不合格论文。

（4）省级研究基地、教学实习基地等顺利开展工作

湖南省教育厅研究基地“传统文化与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研

究中心”自挂牌成立以来，进一步加强了哲学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的融合，邀请了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副院长周建刚教授做讲座 1

次，举办学术研讨会 1次。校级哲学研究所每周定期举办读书会。

在协同创新方面与浏阳市新翰中学、湘机中学、湘潭县五中就毕

业生实习（含研究生教育教学实习）开展全方位合作，并建立了稳固

的哲学专业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部分研究生参与了中学教学实习。

另有 1名在读研究生被遴选为援疆支教 1年。

（5）图书资料与办公条件进一步改善

在学校订购数字资源的基础上，哲学学科继续为教师征订《哲学

研究》《伦理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道德与文明》等杂志；

为学科教师购买了《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四书

章句集注》等书籍。另外，依托省级研究基地，以立言楼 A630作为

基地办公室兼学术会议室，定期举办研究生读书报告会、学术沙龙、

学术研讨会等。

（6）研究生生源质量与规模稳中向好

2021年度，哲学学位点共招收新生 13名，大部分为应届本科生。

学生生源质量有较大改善。绝大多数第一学历均为本科学历，仅 1位

为自考本科，大部分同学本科所学专业为思想政治教育、中文、管理

等相关专业，学术基础较为扎实，学习态度较为端正，学习积极性较

高，学术氛围较为浓厚。

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标志性成果不多，省部级以上获奖较少。尽管哲学学科连年

获批国家级项目，但只有 1项国家级重点项目，而国家级重大项目迄

今没有实现零的突破。其次，发表在学科顶级期刊的高水平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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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专著出版偏少。另外，省部级以上奖项少，省级研究生精品课

程和精品教材建设力度不够。

2、经费投入不足，协同创新机制有待完善。作为一级学科硕士

点，哲学学科面临经费不足、招生规模偏小等问题。另外，学科建设

要调动教师积极性，除了工资待遇之外，还需要匹配一定的激烈措施，

营造和谐、活泼的学术氛围。学科团队合作攻关意识不强，没有形成

强大的团队合力和活力，制约了学科发展迈向更高层次。

四、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第一、以老带新，发挥学科带头人的引领作用。注重发挥学科/

学术带头人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结对帮扶”、“手拉手”等活动，为

青年教师课题申报、论文发表、教育教学等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指导

与协助，充分发挥学科/学术带头人在学科队伍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先锋模范作用，提振哲学学科队伍的精神状态，培育良好的学术研究

氛围，积极申报各级各类重大项目，努力产出更多新成果、高质量成

果，持续推进哲学学科朝高水平发展迈进。

第二、内外联动，为学科团队建设注入新活力。积极争取政策，

大力引进 1-2位优秀博士或高层次人才加盟，不断充实壮大学科队伍，

聘请 1-2位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兼职硕导，加强兄弟单位之间的协同攻

关与合作培养。进一步凝练学科特色和发展方向，明确团队成员分工，

构建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充分利用好哲学学科相关平台，整合校内

优势力量，推进哲学学科的横向交流，加强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培

养，充分发挥哲学学科的社会服务功能。

第三、多方筹措，切实加大学科建设扶持力度。积极申报各类学

科平台和团队项目，争取更多经费投入，进一步加大学科建设的扶持

力度；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将其与争先评优、年终考核、绩效分配、

导师遴选以及招生指标等各方面制度挂钩，凸显学科建设的龙头地

位，促进教师教学质量和科研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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