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文科背景下的逻辑学系列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哲学学院 陈伟

一．项目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2019 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

提出，建设新文科示范性本科专业，引领带动高校优化专业结构、促进专业建设

质量提升，推动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逻辑学作为一门兼具基础性、工具性

和人文性的学科，对哲学一流学科建设和复旦一流大学建设无疑意义重大。但是，

由于学科演变和社会历史等复杂原因，逻辑教育教学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首先，逻辑教育教学有明显的“三化”“三远”特征。“三化”即教学内容的

形式化、抽象化、书斋化，其产生的后果是“三远”：疏远社会生活、疏远其他

学科和疏远公共议题。“三化”造成逻辑的自我束缚、自我解读和自我生存，广

大本科生无法理解逻辑语言，对逻辑学望而生畏、自觉回避。其次，逻辑教育教

学的规模和队伍有相对限缩的趋势。相较于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的高速发展，逻

辑教育教学的发展相对缓慢和滞后，队伍人员相对减少。最后，这导致逻辑教育

教学无法充分满足本科生对逻辑素养的内在需求。可以说，逻辑教育的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大学生日益增长的逻辑素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对此，我们提出加强逻辑学系列课程教学改革和实践，充分发挥逻辑学的方

法论功能。具而言之，重在解决三个教学问题：一是如何充分发挥逻辑学的“哲

学工具”功能，推进世界一流哲学学科建设和哲学人才培养；二是如何充分发挥

逻辑学的“数学基础”功能，为逻辑和数学的交叉领域培养基础学科创新型人才；

三是如何充分发挥逻辑学的“科学方法论”功能，促进人文社会科学之交叉领域

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

二．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法与过程

我们主要通过调查研究、课程研讨、文献研究、学术研讨、学术讲座、教学

研修和对话交流等多种方法推进项目的具体实施。

1.调查研究和课程研讨

通过院内专家研讨会和选课学生交谈等方式，调研新文科背景下逻辑学系列

课程建设的经验和不足。通过跨院系跨学科教师教学交流研讨，了解我校新文科



背景下相关课程建设情况。同时，深入研究相关文献，认真总结经验和不足；积

极组织和参加校内外教学研究研讨会，宣读研究论文。

图 1 “逻辑与科学哲学”课程教学研讨会

2.“研教相长”和“以研促教”

团队成员先后举办和参与“逻辑方法与社会治理”“全国高校批判性思维与

创新教育学术研讨会”“全国科学传播学术会议”“跨文化叙事论辩国际学术研

讨会”“科学和社会发展中的知识论与逻辑问题”等学术研讨会以及上海市社联

“科学普及活动周”讲座；先后邀请逻辑学名家举办“基于纯粹可能的逻辑分析”

“隐喻的符号学分析与逻辑描述”“反推数学和实用主义”等一系列教学学术讲

座。通过“研教相长”促进科研和教学的融合互动，通过“以研促教”深化对课

程建设的思考和研究，最终形成一系列教学研究学术论文。

图 2 “逻辑方法与社会治理”线上研讨会

图 3 团队成员正在做“科学普及活动周”讲座



3.教学研修和对话交流

团队成员积极参加教学研修，通过学习相关知识以及和教学研究领域专家学

者的对话交流促进对逻辑学系列课程教学改革的反思。例如，2021 年 11 月，参

加“复旦大学课程思政骨干教师培训班”，获得“复旦大学课程思政骨干教师培

训班结业证书”。2022 年 1 月，参加“2021 年度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教

学研讨会”。2022 年 4-5 月，参加复旦大学第十九期教师教学发展研修班，以

优秀成绩获得研修证书。

此外，团队成员还参加“大学-中学课程合作”项目，通过和优秀高中生的

对话交流促进思考大学本科生逻辑课程的设置和建设。特别是，参加了“复旦大

学-中学合作微课程”“复旦哲院—复旦中学哲学特色课程”等项目，向上中、

华二、南模、复旦中学和上外附中等校优秀中学生讲授逻辑学系列微课程。

三．项目的主要成果、成效与价值

我们在新文科建设的大背景之下，结合复旦大学逻辑学教学改革与实践，反

思总结已有的经验教训，尝试形成目标明确、结构合理、层级清晰、分类施教的

逻辑学课程体系。

1.“逻辑+哲学”课程体系逐步完善。形成初阶（“推理与论证”“数理逻

辑”）和高阶（“弗雷格原著选读”“模态逻辑”“非经典逻辑”“逻辑哲学”）

递进式专业课程层级。

2.“逻辑+数学”学程项目不断推进。已经形成“数理逻辑 H”“集合论”

“模型论导论”“模型论”“递归论”等课程结构。从 2018 年开始的数理逻辑

学程项目，今年是第四届学生毕业。“逻辑与形而上学”教科书系列获得复旦大

学教材建设奖一等奖，其中《集合论》获得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3.“逻辑+人文社科”课程建设成果显著。人文大类基础课程“逻辑学”教

学团队增加 1人，实行更为科学的交替开课机制。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批判性思

维与论证问题”先后获得“复旦大学精品课程”“复旦大学课程思政标杆课”“课

程思政金课”。“翻译与思辨”“英语论辩与思辨”“修辞学”“汉语修辞”“汉

语修辞学史”“《修辞学发凡》研究”“思辨与创新”等一系列相关课程和项目

建设形成良性互动。

特别是，项目团队成员参与的“哲学公共教育本科教学体系建设——非哲学



专业学生哲学能力培养之复旦模式”项目，获得“2022 年高等教育（本科）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图 4 “批判性思维与论证问题”课程网站首页

4.形成一系列教科书和教学研究论文。两个系列的教科书：一个是“逻辑与

形而上学”教科书系列 5本，其中《数理逻辑》已出第二版；另一个是“当代哲

学问题研读指针丛书”的逻辑系列，其中《非形式逻辑思想渊源》《逻辑真》《哥

德尔纲领》成为许多高校相关课程的参考教材。另外，《逻辑学导论》教材基本

完稿。

团队成员还发表“‘批判性思维’究竟是一门什么课程”“返回亚里士多德

的哲学修辞学”等一系列教学研究论文；参写撰写《复旦通识 100》和《复旦大

学课程思政优秀教学案例 100》等教材资料。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

先后推出“‘一堂好课’之《批判性思维与论证问题》”“数理逻辑学程推介：

从数理逻辑到无限世界”等教学访谈。

图 5 “逻辑与形而上学”教科书系列

图 6 “当代哲学问题研读指针丛书”和“逻辑时空”部分教材



5.项目研究已产生并将继续产生良好的成效与价值。可以说，这项研究不仅

具有描述性意义，而且具有规范性价值。其一，“逻辑+”系列课程影响力提升，

本科生更加注重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这从相关课程选课人数的

稳定增长可见一斑。其二，对哲学学院公共课程产生内容性影响。例如，和青年

教师王聚、徐志宏等人的合作交流，把基于论证的批判性思维引入“自然辩证法”

等科技哲学课程教学之中。其三，对校内其他学科专业课程的交叉性影响。例如，

外语学院陶友兰、中文系霍四通、法学院段厚省、上海医学院王莉英等老师把逻

辑学和批判性思维的方法渗透到英语、文学、医学和法学等学科专业的课程教学

之中。其四，对其他院校课程教学研究的影响。例如，团队成员和华东政法大学

缪四平、上海大学曹青春、上海师范大学张晓兰等老师的合作交流，对其课程教

学改革和实践产生较大价值。

四.项目研究中的困难、问题和建议，以及下一步进行研究与实践的思路

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我们遇到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整合

问题。不仅需要整合逻辑学科的课程，还需要调研与逻辑学有紧密交叉的学科专

业领域的课程，牵涉面较大，协调有一定难度。另一个是师资问题。逻辑学教研

室大多数教师属于数学逻辑方向，偏重于“逻辑+数学”教学和研究；相较而言，

“逻辑+哲学”“逻辑+人文社科”方向的教师偏少，项目开展容易失衡。

因此，我们提出两个建议：其一是校内整合。从近期看，建议支持逻辑学交

叉学科教学研讨工作坊，深层推动逻辑学交叉学科的教学改革和实践。其二是平

台建设。从长远看，为真正发挥逻辑学的社会功能，建议成立“逻辑与社会”研

究中心，推进逻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领域研究，促进具有复合型知识和创

新能力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最后，接下来研究和实践的思路仍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深化“逻辑+

哲学”课程建设，充分发挥逻辑学作为“基础学科之基础”的地位和作用。二是

尝试逻辑、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深度合作。三是探索建立“逻辑+人文社科”课

程研讨机制，加强逻辑学与汉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法学、政治学和新闻传

播学等交叉学科领域的课程教学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