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哲学基础”考试大纲 

 

Ⅰ.考查目标 

考查考生对中西哲学的基本问题和理论、中西哲学的发展历程、中西哲学的内涵与差异

的了解程度；考察考生是否同时能够正确理解和辨析中西哲学文献资料，解读哲学理论问题。 

 

Ⅱ.考查范围 

中西哲学的基本问题和理论、中西哲学的发展历程、中西哲学的内涵与差异，以及中西

哲学的互动与交流等相关知识。 

 

Ⅲ.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总分数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理论及其发展历程（40%）。 

 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理论及其发展历程（40%）。 

    中西哲学的内涵、差异及其互动交流（20%）。 

四、试卷题型结构 

（一）名词解释（5小题，每小题 8分，共 40分）。 

（二）简答题（4 小题选做 3题，每小题 20分，共 60分，多选不给分）。 

（三）论述题（1 小题，每小题 50分，共 50分）。 

 

Ⅳ.试题示例 

一、名词解释（5小题，每小题 8分，共 40分） 

1.仁爱 

2.涤除玄鉴 

3.见性成佛 

4.先天综合判断 

5.酒神精神 



二、简答题（4小题选做 3题，每小题 20分，共 60分） 

1.简述孟子的人性善思想。 

2.简述阿奎那的“三位一体”思想。 

3.简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4.简述禅宗史上南宗与北宗的区别。 

 

三、论述题（1小题，每小题 50分，共 50分） 

1.试述近代进化论与中国哲学的互动与关联。 

2.谈谈你对现代新儒学的认识。 

3.试论柏拉图的《理想国》及其影响。 

4.请阐述你对科学与哲学之关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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