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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第23期高级研讨班(环境哲学)

招生简章
201 9年7月22日一8月8日

中国-上海

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暂学研究所与英国皇家哲学研究所、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于1988

年共同创立的非盈利性教学机构。学院宗旨是：通过聘请英、美等英语国家和地区的当代著名哲学家来华教学和

交流，使中国的中青年哲学工作者能深入了解英美和欧洲大陆哲学各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状况和发展动向，促

进中英美学术交流和各国哲学家的相互了解。截至目前，暑期学院已举办过22期高级研讨班和6期高级读书班。

本期高级研讨班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承办，将于2019年7月22日至8月8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现已开始招生。本期研讨班的主题为“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 Philosophy)，拟招收正式学员40名，

旁听生20名。凡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的专业人士，哲学专业研究生或本科生，以及对本期内容感兴趣并具有

一定哲学基础和英语水平者，均可报名。

研讨班以英文授课。学员须阅读英文教材，用英文参加讨论并撰写结业论文。结业考核第一名可获赴英国

研究访问3个月的奖学金。

本期正式学员学费为每人1500元人民币，旁听生学费为每人500元人民币。食宿费用自理。

报名者可从网站(V＼，＼#VW．philosophy．ac．cn，或、^n^，＼^，．philosophy。org．cn)直接下载申请表。请务必于

2019年5月17日前将填写好的申请表寄回(纸质及电子版)。学院将在2019年5月31日之后陆续发出录

取通知。

关于本期研讨班更详细的信息，请访问哲学中国网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网站，也可向主办方询问。

主办方联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白帆

联系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哲学研究所915孝

邮编：100732

电子邮箱：keyan—ZXS@cass．org．cn

联系电话：010-8519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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