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学校及学院概况

江苏师范大学是江苏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建高校，江苏省重点建设高

水平大学。现有 63 个本科招生专业，35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3 个硕士专业

学位类别，1个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1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学校跻身 2019 US News“全球最佳大学”排行榜，列内地高校 109位。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于 2016年 1月由原法律政治学院和管理学院的相关

专业组建而成立。设有哲学、社会工作、行政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公共

事业管理等全日制本科专业，以及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成人教育本科专

业。学院拥有哲学、公共管理两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建有公共管理硕士（MPA）

和社会工作硕士（MSW）两个专业学位授权点。哲学学科为江苏省重点学科，

公共管理为江苏省重点序列学科的支撑学科，社会工作专业在 2019年入选江

苏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双万计划）。

1.师资力量雄厚

哲学专业：有校内导师 15人，其中教授 10 人，副教授 5 人，博士 13 人，

有海外学习经历的教师 7 人。

行政管理和社会保障专业：有校内导师 20 人，其中教授 14 人，副教授

6 人，博士 17 人，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教师 12 人。

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有校内导师 31人，其中教授 19人，副教

授 12 人，博士 22 人，校外实践导师 12 人。

社会工作专业：有校内导师 8 人，其中教授 3 人，副教授 5 人，校外导

师 4 人。其中博士 6 人，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教师 5 人。



部分教授风采

郝其宏 教授 曹典顺 教授 徐元善 教授

娄峥嵘 教授 楚德江 教授 祝天智 教授



冯建华 教授 石义华 教授 张存建 教授

2.培养条件卓越

学院建有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基地、中央编译局江苏师范

大学发展理论研究基地、民政部国家社工人才培养基地等多个省部级科研平

台，以及 MPA教育中心、MSW教育中心等两个专业学位硕士培养中心，这

两个中心在徐州、苏州、无锡等地建立了研究生实习、实践基地和研究生工

作站十余个。MPA教育中心建有结构化面试模拟室、无领导小组讨论模拟室、

电子政务实验室等多个实验室，同时已建成公共危机管理和地方政府管理两

个大型案例库，中心教师所撰写案例有 4个入选全国专业学位教育案例中心

案例库。



3. 科研实力雄厚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拥有省优秀创新团队 1 个。近年来，学院教师承担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4 项，其中重大项目 2 项，省部级项目 20 余项。在

包括《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哲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

等国内权威期刊，以及国外的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Frontiers in Psychology、Sustainability 等 SSCI 一区或二区期刊发表论文 300余

篇。出版专著 10余部，成果获省部级一等奖一项，二三等奖多项。

4 培养质量过硬

学院坚持精细化和科学化的培养思路，注重研究生的理论水平与实践能

力协调发展，为每一位研究生制定了适合自身特点的培养计划和路径。近年

来，学院每年都有多位研究生考取国内著名高校博士，更有大量研究生考取

省市组织部门选调生和公务员。学院研究生在国家和省部级各类大赛中，屡

屡获奖。

哲管学院近年考取博士研究生名单

序

号
姓名 考取学校 序号 姓名 考取学校

1 牛绍娜 中国人民大学 7 杜致礼 中山大学

2 卞伟伟 中国人民大学 8 李顺前 南京航空大学



3 李娴 东南大学 9 丁颖 上海财经大学

4 金华 华东政法大学 10 李天昀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5 高卓坤 辽宁大学 11 葛大伟 武汉大学

6 徐二花 安徽大学 12 黄飞瑜 中山大学

二、考试科目和参考书目

专业

代码

专业

名称
研究方向代码及名称

学习

方式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同等学力加

试科目

010100 哲学▲

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1 哲学通论

④811 哲学综合

F01 马克思主义

哲学原理
T01 马克思主

义哲学原著选

读

D01 现代西方

哲学

02 中国哲学
F02 中国哲学原

著

03 外国哲学
F03 西方哲学原

著

04 科学技术哲学
F04 科学技术哲

学

120401 行政管理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4 政治学

④814 行政管理学

F06 公共政策

T02 管理学

D02 管理心理

学

120404 社会保障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68 公共管理学

④855 社会保障概论

F110 社会学

T67 宏观经济

学

D67 社会调查

方法

125200

（公共管

理硕士）

公共管理

01 政府管理

非全

日制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

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F78 政治理论与

公共管理学
无

02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

理

03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

04 公共危机管理

035200

（社会工

作硕士）

社会工作

01 社会服务机构管理

全日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1 社会工作原理

④437 社会工作实务

F55 社会工作专

业综合

T55 社会工作

原理

D55 社会调查

方法

02社会工作与社区发展

03 高级临床社会工作



（一）初试科目及参考书

1.哲学专业

611哲学通论

①《哲学通论》（修订版），孙正聿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二版；

②《哲学导论》（第三版），张世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

811哲学综合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黄楠森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

②《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中国哲学史》编写组，人民出版社、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③《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

2.行政管理专业

614 政治学

①《政治学基础》，王浦劬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四版；

②《政治学概论》，政治学概论编写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

814 行政管理学

①《行政管理学》，夏书章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六版；

②《公共行政学》，彭和平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五版。

3. 社会保障专业

668 公共管理学

①《公共管理学》，黎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二版；



②《公共管理学》，张成福、党秀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修订

版。

855社会保障概论

①《社会保障概论》，孙光德、董克用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五版；

②《社会保障概论》，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一版。

4. 公共管理硕士（MPA）

199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全国统考，不指定参考书目）

204英语二（全国统考，不指定参考书目）

5. 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

331社会工作原理

①《社会工作综合能力》（中级），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指导教材，

中国社会出版社，2018年版；

②《社会工作理论》（第二版），何雪松著，格致出版社，2017 年版。

437社会工作实务

①《社会工作实务》（中级），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指导教材，中

国社会出版社，2018年版；

②《个案工作》，许莉娅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③《小组工作》，刘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④《社区工作》，徐永祥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二）复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1.哲学专业



F01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人

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李秀林等著，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F02中国哲学原著（中国哲学方向）

①《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郭齐勇主编，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②《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中国哲学史》编写组编，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

③《中国哲学史》，郭齐勇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F03西方哲学原著（西方哲学方向）

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下卷，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②《法哲学原理》，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2009 年版。

F04科学技术哲学（科技哲学方向）

①《科学技术哲学导论》（第二版），刘大椿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②《自然辩证法》，恩格斯著，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

2.行政管理专业：F06公共政策

①《公共政策导论》，谢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四版；

②《公共政策导论》，[美]斯图尔特著、韩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3. 社会保障专业：F110社会学

①《现代社会学》，吴增基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六版；

②《社会学概论新修精编本》，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二版。

4.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F78政治理论与公共管理学

①《公共管理学》，黎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②《公共管理学》，张成福、党秀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修订版。

5.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F55 社会工作专业综合

①《社会工作概论》（第三版），王思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

②《社会研究方法》（第五版），风笑天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

三、学费、奖助学金及促学措施

1.学费

哲学、行政管理和社会保障专业 8000元/年；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

10000 元/年；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为 15000元/年。

2.奖助学金

全日制研究生（哲学、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助学

金的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6000 元。此外，还提供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

学金、朱敬文奖助学金等奖助基金，以帮助研究生更好地进行学习和科研：

（1）我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实行 100%全覆盖。其中一等奖学金每生每年

12000元（获奖比例为 10%），二等奖学金每生每年 9000元（获奖比例为 70%），

三等奖学金每生每年 6000 元（获奖比例为 20%）。报考我校的“双一流高校”



（含一流学科）应届本科毕业生、我校接收的普通类推免生，第一学年可直

接获得一等学业奖学金（名额单列，不占一等奖学金规定的比例）。

（2）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按有关规定评定，奖学金标准为 20000 元/人。

（3）朱敬文奖助学金按有关文件评定，获得特别奖学金标准为 5000元/人，

获得一般奖学金标准为 2000 元/人，获得助学金标准为 2000元/人。

3.科研资助经费

研究生创新工程项目，其中省级创新工程理工科类资助经费 15000元/项，

文科类资助经费 8000 元/项；校级立项学院资助创新工程项目实行全日制研

究生 100%覆盖，资助额度为 1000-2000元。

4.“三助”

助学金

设立研究生“三助”（助研、助教、助管）岗位，提供相应助学金，平均报酬每人每

年约 6000 元。

5.联系方式

（1）学校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上海路 101 号 邮政编码：221116

网址：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 http://yjszs.jsnu.edu.cn

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0516-83403083；

（2）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师范大学泉山校区 16 号楼 513 室，电话：0516-83403161 王老师

网址：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http://zxgg.js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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