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科、专业名称 伦理学 

学科、专业简介（导师、研究方向及其特色、学术地位、研究成果、在研项目、课程设置、就业去向等方面）： 

(一)学科简介 

伦理学专业是上海市高峰高原 I类建设学科，1998年获批伦理学硕士点，2011年开始招收伦理学博士

研究生。2012年伦理学科进入上海市一流学科建设行列，2015年成为上海市高原建设学科。伦理学科历史

积淀丰厚，目前，硕士点硕士生导师5人，博士生导师3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2人，具有博士学位和博

士后经历的导师6人。本专业导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重大项目、一般项目和省部级研究课题30余项，

多篇学术论文在《哲学研究》、《学术月刊》、《新华文摘》、《中国哲学史》、《道德与文明》、《孔子研究》、《光

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权威报刊上发表或转载；多位老师获批上海市重点课程、精品课程和省部

级教学成果奖。自1998年招生以来，本专业共培养研究生近200人，博士生20余人。 

（二）导师队伍 

1．晏辉教授：1960年生，1984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98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哲

学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

所长；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0年晋升为副教授，2001年被评为硕士研

究生导师；2006年晋升为教授，2007年被评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及

省部级课题十余项；荣获北京师范大学第二届“十佳教师”称号；出版专著《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公

共生活与公民伦理》、《现代性语境下的价值与价值观》等 7 部，发表论文 210 余篇。研究方向为伦理学基

本理论、应用伦理学。 

2.张自慧教授：1966年生，河南大学哲学学士，山西大学法学硕士，郑州大学历史学中国文化史方向博士。

2000年晋升副教授，获评“省级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并担任硕士生导师；2009年晋升教授，2016年担任

博士生导师。曾任教于郑州大学哲学系，2015 年以来任职于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哲学系。出版专

著《礼文化的价值与反思》、《礼文化与致和之道》、《道德失范与文化救赎》、《象牙塔之魂》等 7 部，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省部级项目 10 余项，在《光明日报》《孔子研究》《伦理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

等重要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近 70余篇。研究方向：礼文化与传统伦理思想、中华元典与先秦伦理。 

3. 张永超教授：1982 年生，河南师范大学法学学士，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硕士，北京大学哲学博士，辅仁

大学博士后。2012 年 12 月担任硕士生导师，2014 年 12 月任副教授。2020 年晋升教授。2011-2018 任职于

郑州大学哲学系，2018 年 9 月以来任职于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哲学系；出版《经验与先验》、《仁

爱与圣爱》、《天人之际》、《人文关怀论》等专著 7 部（含合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省部级项目等 6

项；在《哲学研究》《学术月刊》《哲学与文化月刊》《哲学分析》《清华西方哲学研究》《南国学术》等刊物

发表论文 60 余篇。研究方向：比较伦理学、生命伦理学。    



（二）研究方向及其特色 

1.研究方向： 

伦理学基本理论：包括道德哲学、伦理学基本理论、西方伦理学史等领域。 

应用伦理学：包括应用伦理学基础理论、环境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等领域。 

礼文化与传统伦理思想：包括礼学经典伦理思想、“三礼学”与儒家伦理思想等领域。 

中华元典与先秦伦理：包括“五经”中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华元典精神与儒家伦理等领域。 

比较伦理学：侧重于中西伦理思想比较、知识论与伦理学、生命伦理与生死学等。 

生命伦理学：侧重于生命伦理与生死学等。 

2.研究特色：本学科研究特色是伦理学基本理论与应用伦理学相结合、中国传统伦理与儒家礼学经学相结

合、中西伦理思想比较与古今伦理思想比较兼顾。 

（三）学术地位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伦理学硕士点成立于 1998 年，是哲学系最早获批的硕士点，是上海高校的伦理学

重镇，在全国也有较大的影响力。前辈学者如王正平教授是中国教育伦理学会会长、中国环境伦理学会副

会长、上海市“理论创新咨询专家”，其伦理学研究团队在上海市教委支持下，于 2015 年发起成立了全国

首个“教育伦理与师德实践研究智库”——“上海师德研究评价中心”；陈泽环教授是国内研究法国著名生

命伦理学家施韦泽的开创者，“敬畏生命”一词就是由其翻译施韦泽的著作而在国内流行的。在现任教师中，

晏辉教授现任上海市伦理学学会副会长，“道德文明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其在当代中国道德观念史

与道德实践史研究、转型期中国伦理基础变迁及其重建研究等方面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张自慧教授现任上

海市哲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伦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伦理学会理事等职务，其在先秦元典中的中华民族

文化基因研究、古代礼文化的“致和之道”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道德失范与文化救赎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

影响力；张永超教授担任“华人生死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癌症防治学会“生死学与生死教育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其在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中的知识论问题研究、天道与人道：比较视域下李泽厚“巫史传

统论”研究等方面成就显著。 

（四）在研项目 

1.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道德观念史与道德实践史研究” 

2．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转型期中国伦理基础变迁及其重建研究” 

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秦元典中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研究”  

4．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古代礼文化的“致和之道”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5．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三俗”文化冲击下的道德失范与文化救赎 

6.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中的知识论问题研究”  

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意义的迷失与追寻：当代生活世界的价值哲学批判” 

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天道与人道：比较视域下李泽厚“巫史传统论”研究”  

（五）课程设置 

开设课程：《中国古代伦理学原著选读》、《西方伦理学原著选读》、《应用伦理学》、《礼文化与中国传统

伦理》、《西方伦理学研究方法》、《中国伦理学研究方法》、《学术前言与文献研究》、《专业外语》、《比较伦

理学》、《生命伦理学》、《伦理学原典选读》等。 

（六）学习就业 

学生就业方向：继续读博士后、成为大学教师、科研机构研究人员、政府部门公务员、出版社及杂

志社编辑、企业和其他社会机构工作人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