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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道教思想史 

 

 

国家“九五”规划重点课题 8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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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年月－毕业年月 研究方向 人数 获学位数  



指导博士研究生情况须同时报送有效证明。 

 

 

 

3、科学研究 

指导

博士

研究

生情

况 

91年9月-94年7月 

92年9月-95年7月 

中国道教 

中国道教 

2

2

 2

 2

 

93年9月-96年7月 

94年9月-97年7月 

中国道教 

中国道教 

2

3

2

3

95年9月-98年7月 

96年9月-99年7月 

中国道教 

中国道教 

4

4

4

4

 

99年9月- 

中国道教 

 

4  

 

主讲

课程 

授课学年 课程名称 学时 授课对象  

 

1996-1997

1997-1998

1998-1999

中国道教史 432   博士 

 

1997-1998

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72 本科 

 

 

     

 

 

 

3－1申报研究基地的主要研究方向、特色和意义 

3－1－1研究方向之一名称：道教史与道教思想研究 

主要学术带头人姓名：卿希泰 

所在博士点名

称 

宗教学 硕士点1 

名称 

宗教学 

硕士点2名称 中国哲学 硕士点3名称 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研究方向的特色、学术地位、作用和意义（1000字） 

    本研究方向的特色，就在于将中国道教史和中国道教思想史的科研工作和教学工作相结合，将

历史研究和思想史的研究相结合，也就是将史与论相结合，以教学带动科研，科研促进教学，使培

养出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不仅具有专门知识，而且具有较强的进行独立科学研究的能力。本方向将

通史研究和断代史研究结合起来，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结合起来，注重研究的原创性，做到人无我

有，人有我精，因此做了许多填补道教研究空白的工作，科研上不断保持着开拓创新的精神。敢于

在科研上打硬仗，啃骨头，经过艰苦努力，承担完成国家大型课题。有一支团结协作的科研队伍，



 

协同攻关能力很强。 

    本研究方向的学术地位：全国高校中第一个以研究中国道教史和思想史为主的博士学位授权

点，承担和完成了国家“六五——八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道教史》(四卷本)的科研工作，不仅

填补学术研究的空白，还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认为道教史和道教思想史的研

究处于国际国内的领先水平，具有一流的学术地位。 

    除此之外，又承担了国家“九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道教思想史》的科研工作，本研究方向

毕业博士，大多成为本研究方向的学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 

    本研究方向的作用和意义：本研究方向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以

史鉴今，为当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参照和反思，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推动了我国道教学术

研究的深入发展，改变了过去我国不能培养自己的从事该研究方向的高级人才，而需要到国外学习

的不正常局面；为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部门(如公安、统战等)输送了一批既有专门知识，又具实际

工作能力的高层次人才，他们不仅对解决各部门的一些实际问题，且对政策性问题的解决，都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对推动学术研究和高校的教学结构改革有积极意义和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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