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填写“孔子新汉学计划” 

博士生导师名录的说明 

2018“孔子新汉学计划”博士生项目招生即将开始，为

做好招生工作，请各校协助更新“孔子新汉学计划”博士生

导师名录，名录填写说明如下，以资参考。 

1、导师姓名、性别：请填写有指导“孔子新汉学计划”

博士生意愿的导师姓名及其他详细信息，如为本年新加入导

师，请在姓名栏加亮，以便区分。 

2、所在院系：请填写导师所在院系，如该导师可同时

在其他院系指导博士生（例如导师为历史学院教授，但可指

导文学院及历史学院博士生，请具体说明），请在备注说明。 

3、专业：请以该导师指导学生最终可获得的学位证专

业为准，如新闻学、行政管理等。 

4、基本学制：请以本校及院系对本专业博士培养规定

时间为准，填写准确年限，原则上不超过4年。 

5、学科专长及研究方向：请填写导师主要从事的研究

领域及研究方向，此项为学生报考重要参考信息，请尽可能

详细列举。 

6、主要研究课题：请填写本年度导师拟招收博士生主

要研究课题，此项为学生报考重要参考信息，请尽可能详细

列举。 



7、可指导新汉学课题：“孔子新汉学计划”项目组列

出100个课题供学生参考（详见附件），如有可指导课题，

请在此栏列举（课题编号+课题名称，如60.中国经济运行中

的政府、市场与企业）。 

8、授予博士学位类型：请以该导师指导的学生最终可

获得的学位证类型为准，如法学博士、管理学博士。 

9、邮件地址：请填写有效邮件地址 

10、学校官网简介链接：请填写该导师在学校官网上简

历的有效链接，请各校提醒导师实时更新官网简历，以免信

息陈旧或不全。 

11、备注：如符合以下特殊情况，请在此栏备注 

①导师可指导两个及以上院系/专业/学位类型博士生。

如该导师为中文系教授，既可指导中文系学生攻读古代文学

专业文学博士，也可指导历史学院学生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

历史学博士。 

②导师所指导专业为全英文授课。 

③导师在博士生培养规定期间有长期（4个月及以上）

出国/出差计划。 

④导师擅长英语外的其他语言。 

⑤导师对招收的学生有其他特殊要求。 

 

附件：“孔子新汉学计划”100个参考课题 



“孔子新汉学计划”研究参考课题目录 

（8类，100个课题） 

一． 孔子学院 

1. 孔子学院与其它语言文化传播机构的比较研究 

2. 先进孔子学院特色分析、数据库建设、经营模式研

究 

3. 孔子学院国别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4. 孔子学院的目标和目标实施方法 

5. 如何让孔子学院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中小学生服务 

二． 语言、文学和艺术 

6. 中国古代典籍外文译本研究 

7. 中国历代经典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 

8. 中国神话起源 

9. 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管弦乐与西方交响乐 

10. 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入和影响 

11. 中外（某国）现代语言学比较研究 

12. 中外（某国）比较文学研究 

13. 甲骨文：形象到概念的发展 

14. 明清时代的文学与艺术 

15. 佛教艺术与中国历史 

16. 海外收藏的中国文献和文物研究 

17. 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美术、音乐、戏剧 



18. 佛教绘画（例如敦煌）和基督教绘画（圣像等） 

19. 中国流行文化：电影、视觉艺术、文学与当代文化 

20.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三． 历史和哲学 

21. 欧美传教士在中国 

22. 中西早期交流史（十七、十八世纪） 

23. 欧洲早期汉语教学史（十七、十八世纪） 

24. 来华传教士文献中的汉语和中国（包括未出版手稿） 

25. 清末赴欧中国人眼中的西方——文化、风俗习惯、

政 

治社会制度等 

26. 中国人在明清时期的外语学习 

27. 汉唐盛世的制度建设及其现代启示研究 

28. 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对某国） 

29. 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和思想理念与西方的互动 

30. 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 

31. 中国文化的生态精神价值 

32. 作为社会体系的中国古典哲学 

33. 前儒学时期的儒学思想：创造与并举 

34. 孔子的礼仪思想与中世纪欧洲礼仪思想 

35. 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的儒学研究 

36. 《孙子兵法》与中国战略文化研究 



37. 《周易》与中国哲学思维研究 

38. 儒学的人文精神与普世价值研究 

39. 中外（某国）哲学对比研究 

四． 社会学 

40.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保护 

41. 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在提高妇女地位方面的政策措施及

在社区层面的效应和成果 

42. 多学科交叉视角内中国老龄化社会的跨文化比较研

究 

43. 中国企业发展的文化与制度基础 

44. 创意产业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前景探讨 

45. 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多元文化模式考察 

46. 中国农村的公共卫生、教育和社会问题 

47. 中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与农民 

 

五． 政治学与法学 

48. 中国社会变革与社会建设 

49. 中国 30 年减贫政策研究 

50. 中国现代转型与中国传统文化 

51. 中国发展道路研究 



52. 当代中国发展的动力之一：传统因素和价值观念研

究 

53. 世界“软实力”战略比较研究 

54. 东亚近代转型的思想文化探索比较 

55. 中外（某国）法律对比研究 

56. 冲突与融合：中外（某国）法律文化研究 

57. 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研究 

58. 中国的性别平等与法律 

59. 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 

六． 经济学 

60. 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市场与企业 

61. 经济发展与幸福指数的国别比较研究 

62. 文化消费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63. 中俄经济关系研究 

64. 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市场 

65.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 

66. 人民币国际化过程研究 

67. 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68. 国外中国主题图书出版与市场现状、趋势及作者群

体研究 

七． 教育学 



69.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70. 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评估系统 

71. 中国大学招生制度 

72. 中外教育政策比较，包括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 

73. 中国教育传统和现状 

74. 欧洲国家历史上汉语教学的政策、目的和方法演变 

75. 中国大众教育和精英培养 

76. 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与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研究 

77. 各国汉语本土教师培训研究 

78. 中国现代教育理念与苏俄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 

 

八． 国际关系和跨文化研究 

79. 英语中心主义与汉语思想再发现 

80. 德国在中国，中国在德国 

81. 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塑造 

82. 中国的国际角色 

8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相互认知的变迁 

84. 东亚文化结构与东亚国际关系 

85. 东北亚区域合作战略研究 

86. 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87. 重返世界的中国话语研究 

88. 跨文化对话的中外资源 



89. 跨宗教对话的当代实践 

90. 欧洲文化与汉学传统 

91. “中国形象”在海外 

92. “西方形象”在中国 

93. 美国（或英、法、德、日等国）的中国研究 

94. 青少年文化实践的比较研究 

95. 消费文化模式的中外比较研究 

96. 全球化时代中西方媒体比较研究 

97. 东亚大众文化交流与合作研究 

98. 东亚学术艺术交流与合作研究 

99. 中外（某国）宗教对比研究  

100. 中外（某国）文化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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