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哲学综合》考试大纲 

   

一、考试科目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   

本《大纲》适用于中国科学院大学哲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本科目的考试，要求考生了解与理解逻辑学、知识论、心灵哲学、语言哲

学、科学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理论，并且具有哲学阅读

与辨析论证的基础能力，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对哲学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

考试内容不超出所列参考书目。 

 

二、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 180 分钟，总分 150分，试卷包括简答

（90分）和论述（60分）两类题型。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   

1.逻辑学 

重点：自然语言与逻辑形式、逻辑的应用、逻辑真理与性质、语言的规

约、分析悖论 

扩展：证据与推断 

2.知识论 

重点：知识是证成的真信念 、证成要求确定或不确定、知识之基础、怀疑

论、因果理论与传统证成的对比、认识论的自然化、知识相对主义 

扩展：关于怀疑论的怀疑论、感知与外在世界、知道知识 

3.心灵哲学 

重点：现代心灵哲学的开端 、私人语言论证、电脑作为心灵的模型、功能

主义与两个问题、简单功能主义、拉姆齐的解答、再论 M、意识、物理学的疑

难 

扩展：心灵即身体、软件、迷思、特性 

4.语言哲学  

重点：语言学转向、盒子里的甲虫、弗雷格的“意义”和“指称”、谓词与

开句、内涵问题、真值条件与可能世界、分析—综合与必然—偶然 

扩展：解释不可能之物之可能性、思想实验 

5.科学哲学 



重点：对科学的描述与规定、孟德尔的遗传理论、理论和观察、理论的 

“公认观点” 、解释的演绎—律则模型、理论的归约和工具论、理论负载性、

证成理论、古德曼的新归纳问题、定律和因果关系、哲学与科学 

6.伦理学 

重点：事实与价值、实在主义与情绪主义、直觉主义、康德的可普遍化原

则、应对相对主义、规范主义与随附性、功利主义的问题、权利、自己与他人 

扩展：相对主义问题与道德 

7.形而上学   

重点：数的存在、作为一个专名、必然存在、先验论证、存在不是一个谓

词 

扩展：人格同一性问题、自由意志与决定论  

8. 哲学阅读与写作   

辅助：专事于论证、哲学文章、批评哲学的五条路、阅读哲学的六种方

式、当心修饰语、定义类比与思想实验 

 

四、主要参考书   
 

1. 夸梅·安东尼·阿皮亚，《想透彻：当代哲学导论》，姜昊骞译，新华出

版社，2017年。（重点参考，第六章与第七章不考） 

2. 小西奥多·希克／刘易斯·沃恩，《做哲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

年。（扩展参考，第六章不考） 

3. Rosenberg JF. The Practice of Philosophy: A Handbook for 

Beginners.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96. （辅助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