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学院 2020 年夏季（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线上答辩公告 

（持续更新） 

一、 答辩注意事项 

1. 答辩人应提前 3 天将论文电子版发送给答辩委员。 

2. 在答辩前 2 天我院将进行设备测试，请答辩人下载软件做好测试准备。 

3. 答辩前，答辩人需填写以下两个表格中的个人信息，将电子版附件发送给答辩秘

书，以便答辩当天使用。 

附件 8《南开大学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答辩记录》 

附件 9《南开大学科学学位硕士毕业（学位）论文答辩评分表》 

4. 答辩流程： 

（1）宣读答辩程序与规则。按照申请时间，答辩秘书提前召集答辩委员与答辩人进入

平台，将答辩委员会主席设为联席主持人，调试并确认录像设备存储空间充足、音质画质清

晰稳定，上传共享文档。相关准备工作应在答辩正式开始前 10 分钟安排就绪。答辩开始后，

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答辩会议，宣读答辩委员会组成、答辩程序、答辩规则与答辩纪律，并

要求答辩秘书做好记录工作。 

（2）介绍答辩人基本情况。由导师（导师未参加答辩的可由答辩秘书）介绍答辩人基

本情况，包括学习经历、论文题目、课程学习与考试成绩、科学研究、学术活动及撰写论文

等。 

（3）答辩陈述与问答。答辩人应在单独空间全程独立进行答辩，答辩开始后向答辩委

员展示答辩环境；答辩人报告毕业（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可采用 PPT 形式），并回答答

辩委员提出的问题。在此期间，答辩人与答辩委员会委员应全程在线，且处于摄像头开启状

态。答辩全程保证网络畅通，图像清晰，声音连贯。 

（4）组织讨论与答辩投票。答辩陈述及问答结束后，答辩委员与答辩秘书留在答辩会

场，答辩人与技术人员先行离开，答辩委员会组织内部会议。答辩委员会对毕业（学位）论

文的学术水平和答辩情况进行评议和充分讨论，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对是否通过答辩及是否

建议授予学位进行表决，同意票数达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二为通过。硕士研究生还应对论文进

行评分。 

（5）宣布表决结果与决议。答辩秘书通知答辩人和技术人员回到会场，由答辩委员会

主席宣布表决结果，宣读答辩委员会决议。 



（6）答辩过程全程记录。答辩秘书应如实记录答辩过程，表决票及委员签字由答辩秘

书在获得委员授权后代签。应指定专人对答辩全程（答辩委员内部讨论时除外）进行录音录

像，对关键环节的画面进行截图（3 至 5 张），其中 1 张应包括所有答辩委员会成员及答辩

人、1 张应展示无记名投票评审结果。除使用软件录制外，还应在答辩现场选择合适角度全

程录音录像进行备份。 

5. 答辩材料整理 

答辩秘书应于答辩后 5 日内将整理完整的 

附件 8《南开大学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答辩记录》 

附件 9《南开大学硕士毕业（学位）论文答辩评分表》、表决票、答辩全程录音录像（含

软件录制及现场录制）、重要环节画面截图（3 至 5 张）交学院研究生教务老师审核。 

 

二、各专业答辩安排 

1. 马克思主义哲学 

答辩人 
指导 

教师 
答辩委员会 

答辩 

秘书 
论文题目 

答辩 

时间 

答辩 

平台 

李家睿 齐艳红 

主席暨委员 

莫  雷（南开大学） 

齐艳红（南开大学） 

赵亚琼（南开大学） 

王时中（南开大学） 

侯振武 

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

路 径 及 其 局 限 —— 以 

G.A.科恩和哈贝马斯为例 

5月 23日 

08:30 
飞书 

李  萌 赵亚琼 论弗雷泽的正义理论 

李  贞 赵亚琼 
艾瑞斯·扬的激进正义理

论研究 

董亚楠 莫  雷 朗西埃的平等理论研究 

罗玉婷 王时中 
唐君毅人文主义科学观研

究 

于仕源 王南湜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

卡西尔人学理论 

苑诗野 王时中 

正义的规范何以可能？ 

——施塔姆勒正义法理论

研究 

陈  琅 王新生 

历史唯物主义与规范性道

德论何以相容——凯·尼

尔森的情境客观主义建构

方法 



丁心悦 齐艳红 
凯尼尔森平等主义正义观

研究 

窦梓绮 王新生 

马克思主义“历史的道德”

何 以 可 能？ — —以 肖

恩·塞耶斯的“历史人道

主义”为线索研究 

李  晶 莫  雷 
齐泽克对黑格尔“绝对的

否定”的阐发和应用 

杨泽颖 王南湜 

E.P.汤普森历史方法论研

究——以英国工人阶级的

形成学说为例 

 

 

2. 中国哲学 

答辩人 
指导 

教师 
答辩委员会 

答辩 

秘书 
论文题目 

答辩 

时间 

答辩 

平台 

郭  慧 卢  兴 

严  正（主席 南开大学） 

吴学国（主席 南开大学） 

卢  兴（委员 南开大学） 

叶树勋（委员 南开大学） 

单虹泽 

儒者的“齐家”思想与实

践 ——以《颜氏家训》

为中心 

5月 20日 

09:00 
飞书 

李朝圆 吴学国 吉藏之“二谛”思想研究 

周莺莺 范广欣 

严复合群自由观对老庄

思想的批判、融摄与 发

展——基于老子评语和

庄子评语的分析 

薛帅君 严  正 吴宓文化观研究 

 

3. 外国哲学 

答辩人 
指导 

教师 
答辩委员会 

答辩 

秘书 
论文题目 

答辩 

时间 

答辩 

平台 

崔鸿宇 钟汉川 

李国山（主席 南开大学） 

王建军（主席 南开大学） 

贾江鸿（委员 南开大学） 

郑辟瑞（委员 南开大学） 

钟汉川（委员 南开大学） 

安  靖 

内在性或超越性——布

伦塔诺的意向的内存在

理论之谜 

5月 19日 

09:00 
飞书 房祥坤 李国山 

塞拉斯言语行为主义研

究 

凡建敏 郑辟瑞 

深度构造是否可能？ 

——胡塞尔的空间构造

理论研究 



王  欣 贾江鸿 论“笛卡尔循环”问题 

魏颖慧 王建军 

论良知与自欺的矛盾关

系——康德良知概念研

究 

袁贝贝 王建军 
论康德鉴赏判断演绎的

情感进路 

 

4. 逻辑学、科学技术哲学 

答辩人 
指导 

教师 
答辩委员会 

答辩 

秘书 
论文题目 

答辩 

时间 

答辩 

平台 

李佳星 翟锦程 

任晓明（主席 南开大学） 

贾向桐（主席 南开大学） 

翟锦程（委员 南开大学） 

张晓芒（委员 南开大学） 

李继东（委员 南开大学） 

李继东

（兼） 

耶方斯《逻辑初级读本》

译本研究 

5月 20日 

09:00 
飞书 

刘子凯 翟锦程 胡适的先秦名学史研究 

张美娜 张晓芒 
《左传》中的引征论证

方法研究 

吴  媚 Fra 米德论心灵 

李婉燕 贾向桐 库恩的科学史思想研究 

 

答辩人 
指导 

教师 
答辩委员会 

答辩 

秘书 
论文题目 

答辩 

时间 

答辩 

平台 

李一璇 任晓明 

任晓明（主席 南开大学） 

田立刚（主席 南开大学） 

李  娜（委员 南开大学） 

王左立（委员 南开大学） 

李继东（委员 南开大学） 

李继东

（兼） 

休谟问题与归纳逻辑的

发展 

5月 20日 

13:00 
飞书 

袁  微 李继东 
布莱尔非形式逻辑思想

研究 

张贝思 田立刚 
约翰·伍兹溯因推理思

想研究 

张  蕾 李  娜 
关于逻辑全知问题的若

干研究 

张娅婷 王左立  
Langacker认知语法的

研究 

 

 



5. 伦理学 

答辩人 
指导 

教师 
答辩委员会 

答辩 

秘书 
论文题目 

答辩 

时间 

答辩 

平台 

谷  霞 钟汉川 

贾江鸿（主席 南开大学） 

钟汉川（委员 南开大学） 

曹  钦（委员 南开大学） 

林建武（委员 南开大学） 

魏犇群 

内在价值何以可能——

基于 G.E.摩尔的《伦理

学原理》 

5月 21日 

09:00 
飞书 侯秀英 林建武 

威廉斯道德哲学中厚概

念与道德客观性的关系 

刘  贺 曹  钦 论罗尔斯的妒忌观念 

 

6. 美学 

答辩人 
指导 

教师 
答辩委员会 

答辩 

秘书 
论文题目 

答辩 

时间 

答辩 

平台 

聂一齐 朱进富 
李国山（主席 南开大学） 

薛富兴（委员 南开大学） 

张仕颖（委员 南开大学） 

朱进富（委员 南开大学） 

陶  锋（委员 南开大学） 

张俊国 

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

的审美意识结构 
5月 24日 

09:00 
飞书 

吕  雪 薛富兴 
庄子“物化”观及其美

学价值 

 

7. 宗教学 

答辩人 
指导 

教师 
答辩委员会 

答辩 

秘书 
论文题目 

答辩 

时间 

答辩 

平台 

刘仁超 张仕颖 

薛富兴（主席 南开大学） 

张仕颖（委员 南开大学） 

于  涛（委员 南开大学） 

刘子桢（委员 南开大学） 

赵  文 

查尔斯·泰勒宗教世俗

化思想初探 ——以道

德根源的转变为中心 

5月 22日 

10:00 
飞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