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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本申报书由申报人如实填写，并对所提供的材料负责。本表中填写的内容如有弄虚作假等不

实情形，一经核实即取消参评资格。如有涉密内容，请声明。

2.“二级学科”：按《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填写。

3.“主要学历”：研究生入学年月务必填准。

4.“主要工作和学术经历”：参加工作年月、晋升教授、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的年月务必填准。

5.“重要学术兼职”：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或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或教育部学科

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全国性一级学术团体的会长(理事长、主任)、副会长或

全国性二级学术团体的会长(理事长、主任)用黑体字填写，其它学术兼职用宋体字填写。

6.“所获荣誉称号”：国家教学名师奖，或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或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

划”、“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或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

杰出人才、领军人才用黑体字填写，其它荣誉称号用宋体字填写。

7.“重要科研项目”：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项目，或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用黑体字填写，

其它科研项目用宋体字填写。

8.“教学、科研获奖情况”：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或中宣部“五

个一工程”奖，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或国家优秀教材奖的一等奖，或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成果文库用黑体字填写，其它获奖用宋体字填写。

9.“出席重要国际学术会议或到国（境）外讲学情况”中“本人所担任角色”指会议召集人、

主持人、大会发言人等。

10.“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主要成就、贡献及客观反响”栏（3000字以内），填写反映本人

主要成就、贡献和学术水平的有关内容。

11.请同时提供以下附件材料：

（1）证明性附件

重要学术兼职的聘书或证书复印件；荣誉称号证书复印件；重要科研项目立项通知书或合同

书复印件；教学、科研获奖证书复印件；

（2）成果及反响附件

15项以内有代表性的论文、著作和咨询报告的原件及复印件（论文复印刊物封面、封底、目

录、正文；著作复印封面、封底、版权页、目录；咨询报告复印全文及采纳证明），咨询报告必

须有采纳证明，并写明所采纳的主要观点和价值或作用，否则无效；

成果被引用、被转载、被评价情况相关内容的复印件，相关部分用红线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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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姓 名 孙利天 性 别 男 民 族 汉族

出生日期 1952 年 8 月 23 日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工作单位 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职称、职务 教授、副主任

联 系 人

姓 名
郭 夏 联系人电话

办公电话 85166363 住宅电话

手 机 15948356568

主
要
学
历
﹁
六
项
以
内
﹂

起止年月 校（院）、系及专业 学 历 学 位

1978.3—1982.1 吉林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 本科 学士

1988.9—1993.9 吉林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

专业

研究生 博士

主
要
工
作
和
学
术
经
历
﹁
十
项
以
内
﹂

起止年月 工 作 单 位 职 称 职 务

1982.1—1987.8 吉林大学马列部哲学教研室 助教

1987.8—1992.9 吉林大学马列部哲学教研室 讲师

1992.9—1994.10 吉林大学马列部哲学教研室 副教授

1994.10—2001.9 吉林大学马列部哲学教研室 教授

1994.4—2001.5 吉林大学马列教研部 教授 主任

1999.5—现在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
教授 博
导

2001.9—现在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教授 博
导

2004.11—2008.11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教授 博
导

院长

2002.4—现在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教授 博
导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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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学
术
兼
职
﹁
十
项
以
内
﹂

起止年月 兼职机构（团体）名称 职 务

2004.6—现在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 委员

2013.11—现在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 专家

2002—现在 吉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常务委员

2002—现在 吉林省哲学学会 理事长

2010—现在 吉林大学教学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2010—现在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外审专家

2005—2009 中国哲学年鉴 编委

1996.6—现在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 专家

2011—现在 吉林省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组 成员

2011.9—12月 东北师范大学“东师学者”教学名师 特聘教授

所

获

荣

誉

称

号

﹁

十

项

以

内

﹂

荣誉称号名称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国家级教学名师 教育部 2006

国务院特殊津贴 国务院 1995

宝钢优秀教师奖 宝钢集团 2001

吉林省资深高级专家 吉林省政府 2011

吉林省高级专家 吉林省政府 2005、2008

吉林省管优秀专家 吉林省政府 2001

吉林省优秀教师 吉林省教育厅 2014

长春市五一劳动奖章 长春市政府 2006

吉林省“三育人”工作先进个人 吉林省教委 1997

吉林大学“三育人”标兵 吉林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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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负责人承担的重要科研项目（10 项以内）

经费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来源及类别
经费

数额

起止

时间

最终成果

（名称、形式和时间）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

究
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
60 万

2010——

2015
在研

2

经济全球化下的民族

文化
国家社科基

金重点项目
10 万

2002——

2008
专著 2010 年

3

马克思的哲学观及其

哲学变革
教育部基地

重大项目
20 万

2004——

2007
专著 2008 年

4

辩证法与现代西方哲

学方法

教育部“八

五”规划项

目

0.8 万
1993——

1996

论文集《辩证法与现代西方

哲学方法》 1996 年结项

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开放性研究
教育部委托

项目
5万

2008——

2011
系列论文 2011 年结项鉴定

6

“中国梦”的民族特点

和世界意义
教育部普及

读物项目
15 万

2014-201

5
在研

7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国家级精品课 教育部 10 万 2010—— 在研

8

国家哲学特色专业建

设点 教育部 20 万
2008——

2011
省教育厅评估验收

9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

课（哲学） 教育部 8万 2014—— 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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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表性的论文、著作和咨询报告（15 项以内）

序号 题 目
发表刊物

（出版社、采纳单位）

发表时间

（出版或采纳时间）
本人排名

1 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7月

2006 年 6月
独立

2
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

国话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7 月 独立

3 高清海哲学思想讲座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10 月 独立

4
哲学观与哲学研究的重

大问题（英文）
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 2008 年第 2期 独立

5 哲学的合法性论纲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新

华文摘》全文转载）
1991 年第 4期 独立

6 论哲学的思维方式
长白论丛（《新华文摘》全

文转载）
1992 年第 2期 独立

7
论辩证法的人生态度和

理想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新

华文摘》全文转载）
1993 年第 2期 独立

8
21 世纪哲学：体验的时

代？

长白学刊（《新华文摘》全

文转载）
2001 年第 2期 独立

9
试论当代中国哲学的思

想起点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新

华文摘》全文转载）
2004 年第 2期 独立

10
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

问题和希望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新

华文摘》全文转载）
2005 年第 3期 独立

11 内在与超越
社会科学（《新华文摘》全

文转载）
2006 年第 12 期 第一

12 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
社会科学战线（《新华文摘》

全文转载）
2008 年第 1期 独立

13
哲学的人性自觉及其意

义

长白学刊（《新华文摘》全

文转载）
2011 年第 1期 第一

14 多元基础主义的哲学观
社会科学战线（《新华文摘》

全文转载）
2012 年第 2期 第一

15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体

自觉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新

华文摘》全文转载）
2013 年第 1期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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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科研获奖情况（10 项以内）
序

号
获奖成果名称

颁奖单位及

奖项名称

获奖

等级

获奖

时间

本人

排名

1
哲学学科国家级教学团

队建设

教育部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 2014 年 9 月 第二

2
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

题和希望

吉林省政府

第七次吉林省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

一等 2007 年 12 月 独立

3
现代哲学革命和当代辩证

法理论

吉林省政府

第四次吉林省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

三等 1998 年 12 月 独立

4 生命意识从书·死亡意识
吉林省

吉林省长白山优秀图书
一等 2001 年 9 月 独立

5 生命意识从书（之一）
吉林省政府

吉林省优秀图书

优秀

图书
2002 年 12 月 独立

6
新时期民族精神的科学化

和理性化

吉林省委宣传部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优秀

论文

一等 1998 年 12 月 独立

7 科学发展观与知识观变革

光明日报社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理

论研讨会优秀论文

一等 2004 年 7 月 独立

8 现代苦难哲思录

吉林大学

第五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

著作奖

优秀奖

（最高

奖）

1997 年 12 月 独立

9
论辩证法的人生态度和理

想

吉林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第三次优秀

科研成果

优秀

论文奖
1993 年 11 月 独立

10
后现代转向与哲学思维方

式变革

吉林省学位委员会

2008 年吉林省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

优秀 2008 年 2 月
指导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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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席重要国际学术会议或到国（境）外讲学情况（10 项以内）

序号 会议名称（讲学地点） 时间
本人所

担任角色

提交论文题目

（讲学内容）

1

“笹川良一”优秀青年基金

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北

京）

1993 大会发言 理解和宽容

2
世界哲学日在中国：哲学与

公共政策（中国·长春）
2005 大会发言

血缘伦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

用

3

吉林大学人文代表团访问

萨尔茨堡大学座谈会（奥地

利·萨尔茨堡大学）

2005 发言 维也纳小组在中国的影响

4

吉林大学人文代表团访问

科隆大学胡塞尔档案馆座

谈会（德国·科隆大学）

2005 发言
胡塞尔著作中译情况及“超

越”的两重含义

5
全球化与东亚现代性（韩

国·釜山大学）
2006

主持

大会发言
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

6

“哲学：基础理论与当代问

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中

国·长春）

2007
大会总结

发言
哲学对话的意义

7
“全球化与多元现代性”国

际学术研讨会（中国·长春）
2007

主持

发言
全球化的时空意义

8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学

术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美国·杜克大学）

2011 大会发言
哲学对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

自觉

9 世界哲学大会（希腊·雅典） 2013 分组会发言 生活的理想和反思的限度

10

第五届社会思想学术研讨

会（台湾辅仁大学社会科学

院）

2014 大会发言 特殊主义的慈善观



8

六、人才培养情况

年份 专业方向 入学人数 获学位人数

指

导

博

士

研

究

生

情

况

2014 年 辩证法理论 2 2

2013 年 辩证法理论 1 3

2012 年 辩证法理论 2 4

2011 年 辩证法理论 3 2

2010 年 辩证法理论 2 4

2009 年 辩证法理论 5 4

2008 年 辩证法理论 3 3

2007 年 辩证法理论 2 8

2006 年 辩证法理论 3 5

2005 年 辩证法理论 3 2

2004 年 辩证法理论 4 3

2003 年 辩证法理论 4 1

2002 年 辩证法理论 5

2001 年 辩证法理论 8（含高清海教授去世后转入 4人）

2000 年 辩证法理论 4

培

养

的

优

秀

人

才

姓 名 毕业时间 学位 现职称 现职务 现工作单位

王国坛 2003 博士 教授 博导 院长 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贾中海 2005 博士 教授 博导 副院长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吴友军 2004 博士 教授 空军航空大学

高家方 2005 博士 教授 副院长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宋伟 2005 博士 教授 博导 辽宁大学中文系

李海平 2005 博士 教授 吉林大学外语学院

王志刚 2007 博士 教授 副院长 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郭嘤蔚 2008 博士 教授 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七、创建学科专业情况

学科专业名称 创建时间 被评为硕士点时间 被评为博士点时间
被评为一级学科

学位授权点时间

马克思主义理论 1987 年 1987 年 2003 年 2006 年

马克思主义哲学 1958 年 1978 年 1981 年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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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成就、贡献及客观反响（3000 字以内）

本人是国家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的创建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首席专

家，国家级精品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国家级哲学特色专业点负责人。2004年当选为教

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2006年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2013年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

2014年任吉林省哲学学会理事长，是我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4年晋职为教授，1999年遴选为博士生导师，2004年任哲学

社会学院院长，在三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中，我认真学习体会、自觉继承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学术传统和学术风格，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主题、风格和个性，取得

显著的研究成果，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共出版《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让马

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现代苦难哲思录》、《死亡意识》、《高清海哲学思想讲座》等

5部学术专著，另有《哲学问题与哲学思维训练》等 4部书稿在修改中。发表论文 100多篇，

其中有 11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另有 40余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

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有 10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哲

学动态》、《中国哲学年鉴》等摘编介绍。自 1998至 2013年，CSSCI收录论文 35篇。2014

年我们集体申报的“哲学学科国家级教学团队建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被《新华文

摘》转载的“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希望”一文获第七次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

等奖。2002年我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时尚无重大项目类）“经济全球化下的民

族文化：论中国哲学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2004年承担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重大项目“马克思的哲学观及其哲学变革”；2008年承担教育部委托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开放性研究”，均已通过鉴定结项。现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我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向：一是辩证法理论研究。这是我校哲学研究有传统

优势的方向，我在高清海教授、邹化政教授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和深化了辩证法理论研究

一些重大的理论命题，提出辩证法是理论形态与思维方式的统一，是直觉与逻辑的统一，是认

知概念框架与价值态度框架的统一，辩证法是一种人生态度和理想，辩证法是关于绝对的相对

真理，辩证法研究需要思辨与实证的统一等，这些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在我的专著《论辩证法的

思维方式》中得到较为充分的理论论证，产生较大的学术影响。《新华文摘》1991、1992、1993

连续三年转载 3篇我关于辩证法的研究论文，另有“现代哲学革命和当代辩证法理论”1994年

发表在《哲学研究》杂志上，这些成果标志着我在这一研究方向上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二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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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观研究。这也是我校哲学研究具有明显优势的方向，高清海教授和孙正聿教授在此方向上居

于国内领先地位。我的研究工作特点是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和挑战中思考和澄清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哲学观，我认为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性工作。我从大学本科开始即关

注和学习现代西方哲学，三十多年来坚持阅读《哲学译丛》（现改刊为《世界哲学》），也阅

读了较大数量的现代西方哲学文献，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有较全面的了解，对现代西方

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质疑和挑战有较清楚的了解。在反驳和回应现代西方哲学的批

判中，我论证了马克思的哲学观及其当代意义，其要点是马克思哲学作为“实践的理论”和“理

论的实践”，仍保留着超越的形而上学维度，它可以在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平面”上展开更

好生活的理想，从而保持着哲学的批判性和理想性功能。“马克思的哲学观变革及其当代意义”

和相关 5篇论文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中的一章，产生较好的学术影响。

新近出版的《高清海哲学思想讲座》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方向的理论研究。三是中国哲学、西方

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会通的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实践、当代国际社会各种思潮的

碰撞和文化软实力的竞争，迫切要求我们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中、西、马哲学的对

话和会通成为创造中华民族自己哲学理论的基本途径因而成为近十余年来我国哲学界的理论热

点。我在大学本科时写的一篇论文“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1984年发表）即表达了我

对这一研究方向的理论兴趣，此后三十多年从未间断。2000年后，随着学术积累的增加和思考

的深入，我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中西马哲学会通的思路，即以我们如何能平凡、真实、快乐的生

活为问题基础，以对生命的领会和精神的自觉的辩证过程为本体基础，以信仰的对话的辩证法

为方法基础，在这样一个基础性的理论平台上才能有中西马会通的扎实可靠的研究。我在这方

面的研究成果有 7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这些成果汇集在我个人的理论文集《让马

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中。该书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青年名家文库的一种由武汉

大学出版社 2010年出版，我国著名哲学家孙正聿教授为该书撰写书评，在《学习与探索》2012

年第 8期发表，充分肯定该书在中西马哲学会通研究中的国内领先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

所副所长崔唯航研究员也对该书给予很高评价。我还以该书为主要前期成果，成功申请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我将在这一研究方向上努力做出更好的成果。

任教三十年来，我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讲授了 15门以上课程，既有哲学原理、普通

心理学、逻辑学等哲学基础课程，也有现代西方哲学经典著作研究、当代哲学前沿问题研究等

研究型课程，我还开设了体现我校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学科特色的“高清海哲学思想讲座”、

“哲学问题与哲学思维训练”等课程，这些授课均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2006年我获得第二届

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励。2010年我负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被评为国家精品课，2013

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我负责的国家哲学特色专业点建设取得明显成就，2011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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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检查验收。

我从 1991年任马列主义教研部副主任，1994年 4月任主任，直到 2001年 5月合校后院系

调整，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领导我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在调入哲学社会学院

以后，按学校领导的安排，我仍作为主要学科带头人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双聘教授，

成功获批马克思主义原理博士点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一级学位授权点。从 2002年 4月起我担

任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至今，协助主任孙正聿教授创建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2005年）。从 2004年至 2008年任哲学社会学院院长，2005年获批哲学一级学科博士

授权点，2007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三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2年高清海教授患癌症到 2004

年去世，孙正聿教授和我及贺来教授是近十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家重点学科的主要负责人

和学术带头人。

2004年我当选首届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年来我认真履行委员职责，全过程参加

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的选题、评审、中期检查和成果鉴定，为繁荣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作出了自

己的贡献。曾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南大学、中国

政法大学等十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讲学数十次。2007、2008、2011中国校友会网三次评选中国

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我都有幸名列其中，并列入吉林大学杰出校友。2013年我与孙正聿教授

作为首席讲座嘉宾主讲的《长白山讲坛》“精神家园建设”系列讲座，经《吉林卫视》播出后，

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受到省委的好评。

本人保证上述所填内容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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