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大学心平奖教金候选人推荐表

姓 名 董 平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59.9

所在单位 人文学院 进校年月 2002.12
从事教学

工作年限
11 年

最后学历 研究生毕业
最高学位及

学位时间

博士

/2001.7

政治面貌 无党派
现任专业

技术职务
教 授

主要研

究方向
中国哲学，中国佛教哲学

办公电话 88273338 手机 E-mail pingdong@zju.edu.cn

主要学习、工作简历

起止时间 学习/工作单位 所学专业/从事工作

1978--1982 杭州大学中文系 中文专业/本科

1983--1986 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 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硕士

1998--2001 复旦大学哲学系 中国哲学专业/博士

1986--2002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中国哲学专业/研究员

2002 至今 浙江大学哲学系 中国哲学专业/教授

主要教学情况（按时间顺序排列）

一、课堂教学工作

起止时间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课堂教学

时数
授课对象

教学评价

（等级）

2003--2004 中国哲学 必修课 32 本科生 良好

2004--2005 中国哲学史及原著选读 必修课 48 本科生 优秀

2005--2006 中国哲学 必修课 32 本科生 优秀

-- 中国哲学史及原著选读 必修课 48 本科生 良好

2006--2007 中国哲学（冬） 必修课 32 本科生 优秀

-- 中国哲学史及原著选读 I 必修课 48 本科生 优秀

-- 中国哲学史及原著选读 II 必修课 32 本科生 优秀

-- 中国哲学（夏） 大类课 48 本科生 优秀

-- 中国哲学专题 通识课 24 本科生 优秀

2007--2008 中国哲学（秋） 大类课 48 本科生 优秀

-- 中国哲学及原著选读 I 必修课 48 本科生 优秀



-- 中国哲学及原著选读 II 必修课 32 本科生 优秀

-- 中国哲学（夏） 大类课 48 本科生 优秀

2008--2009 中国哲学专题 通识课 24 本科生 优秀

-- 中国哲学 大类课 48 本科生 优秀

2009--2010 哲学问题 大类课 32 本科生 良好

-- 中国哲学专题 通识课 24 本科生 优秀

2010--2011 孔子与《论语》 通识核心课 48 本科生 优秀

-- 中国哲学专题 通识课 24 本科生 优秀

-- 中西方哲学 II 必修课 32 本科生 优秀

2011--2012 孔子与《论语》 通识核心课 48 本科生 优秀

-- 中国哲学史及原著选读 I 必修课 48 本科生 优秀

-- 中国哲学史及原著选读 II 必修课 32 本科生 优秀

-- 中华文化精髓 通识课 32 本科生 优秀

-- 中西方哲学 II 必修课 32 本科生 优秀

2012--2013 孔子与《论语》 通识核心课 48 本科生 优秀

2003--2004 中西哲学经典原著精读 专业学位课 64 硕士生 优秀

-- 中国哲学范畴 专业学位课 32 硕士生 优秀

2004--2005 中西哲学经典原著精读 专业学位课 64 硕士生 优秀

-- 中国哲学范畴 专业学位课 32 硕士生 优秀

2005--2006 中西哲学经典原著精读 专业学位课 64 硕士生 优秀

-- 中国哲学范畴 专业学位课 32 硕士生 优秀

2006--2007 中西哲学经典原著精读 专业学位课 64 硕士生 优秀

-- 中国哲学范畴 专业学位课 32 硕士生 优秀

2007--2008 中西哲学经典原著精读 专业学位课 64 硕士生 优秀

-- 中国哲学范畴 专业学位课 32 硕士生 优秀

2008--2009 中西哲学经典原著精读 专业学位课 64 硕士生 优秀

-- 中国哲学范畴 专业学位课 32 硕士生 优秀

2009--2010 中西哲学经典原著精读 专业学位课 64 硕士生 优秀

-- 中国哲学范畴 专业学位课 32 硕士生 优秀

2010--2011 中西哲学经典原著精读 专业学位课 64 硕士生 优秀



-- 中国哲学范畴 专业学位课 32 硕士生 优秀

2011--2012 中西哲学经典原著精读 专业学位课 64 硕士生 优秀

-- 中国哲学范畴 专业学位课 32 硕士生 优秀

二、担任班主任、德育导师或辅导员情况（按时间顺序排列）

起止时间 担任角色 班级名称 班级人数 `考评结果

--

--

--

--

--

--

--

--

三、其他教学工作情况

1. 其他讲学经历：

2010 年，受邀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名相管仲》和《传奇王阳明》，以幽默而智慧的

演讲风格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被称为“最具学术性和思想深度”的主讲人。

2011 年，主讲《王阳明心学》，并入选教育部首批网络视频公开课，因其深刻的思想性而颇受赞誉，

课程点击率至今名列前茅。

多次应邀在浙江省图书馆、绍兴图书馆、衢州人文大讲堂、丽水人文大讲堂、湖州人文大讲堂、贵州

人文大讲堂以及各高校进行以传统思想文化为核心的公益演讲，对推动传统文化的发展，提高国民精神修

养贡献突出。2011 年，被授予“浙江省科普积极分子”；2012 年，被“全国第十四次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经

验交流会”评为“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名家”。

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美国圣母大学，加拿大约克大学，比利时根特大学，法国东方语言学院等海外知

名大学进行讲学，传播中国文化，深受好评。

2. 除了日常的教学工作，还担任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02 年至今共指导硕博士生 34 人，其中硕

士生 12 名，博士生 13 名，外国留学生（含硕博）7名，博士后 5名。

3. 2011 年，主编《中国哲学教程》一书，现已作为哲学专业本科生的专用教材。



教书育人事迹介绍（2000字以内）

董平教授常说，教书育人是他毕生的心愿，而为人师不仅要授业，解惑，更要传道，要帮助学生树立

积极的信念，养成崇高的人格。在浙江大学从教的 12 年间，他始终心系学生，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坚守在教

育教学的第一线，以踏实的言传与身教践行着一位高校教育工作者对自我使命的承诺，2012 年，董平教授

被授予浙江大学“三育人标兵”称号，获得浙江大学优秀教师一等奖，被评为“求是特聘教授”。

一、以教为乐，诲人不倦

董平教授是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长期承担着系里的行政管理工作，同时作为一名中国哲学和佛教哲

学方面的研究专家，兼任着多种全国性的学术职务（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国

家一级学会“朱子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省哲学学会副会长，浙江省社科联理事，

浙江文献集成编纂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编委及“明人集部”主编，《中华大藏经》（汉

文部分续编）编委）。尽管科研工作很繁忙，但他依然长期从事一线的教育教学工作，执教至今，平均每年

的课时基本都在200课时左右，多的几年甚至达到了260课时以上，历年共开课十五门，总授课人数近3000
人。其中，《中国哲学范畴》、《孔子与<论语>》、《中华文化精髓》等课程深受学生的喜爱。不仅如此，董

平教授还一人承担着竺可桢学院本科生的中国哲学必修课以及学校预科班的教学任务，每年还要指导本科

生和研究生撰写学术论文。同时，在每周四的晚上，董平教授还会以读书会的形式为学生逐句讲解儒、释、

道三家的经典文本，自2004年至今，从未间断，吸引了众多不同专业的学生前去听讲，到现在为止已经阅

读过的原著包括《四书》、《老子》、《传习录》、《心经》、《金刚经》、《坛经》、《大乘起信论》等。

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并不轻松的教学任务，加之紧张的科研安排，董平教授依然能够保持着平和的心

态。他常说，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匠，但却愿意做一个快乐的教书匠，并希望能够将自己的快乐

带给学生。如果为学的最高境界是“乐学”，那么教育者的最高境界就是“乐教”，以教为乐。正是对于这

一点的认同，董平教授对待教学工作极为认真，每学期开学之初都会根据之前授课和学生的反馈的情况，

提前制定合理的教学大纲，上课之前会再将需要讲的内容看一遍，即便这门课已经上过很多遍，他也丝毫

不马虎。因为平时工作繁忙，董平教授经常顾不上吃饭就赶到教室给学生讲课，却每次都能够精神饱满地

完成讲课。他风趣而机智的授课风格，儒雅的气质给同学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课也因此成为浙大

学生的推荐课之一。而对于学生的提问，董平教授不仅非常欢迎，而且都会耐心地予以一一解答。

二、创新教学理念，探索大学教育新路径

董平教授不仅开课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几乎每年的教学质量评估都是优秀，这和他多年来一直创新

教学理念是分不开的。他认为真正的大学应该是至善这一最高价值理念的承担者和体现者，而好的大学教

育首先在于培养人，即开明人的内在德性，养成健全的人格，并通过言行将之表达出来，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成为一个好公民。这就对大学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断充实自我，师而有道，不仅仅是教，而

且要“乐教”和“善教”，不仅要“言传”，更要“身教”。因此，在具体的授课过程中，董平教授始终以学

生为本，立足于素质教育，通过启发式教学和生动有趣的讲解，在向学生传授了知识的同时，致力于培养

他们的科学精神，陶冶他们的人文情怀。平时，在和学生讨论问题的时候，若产生分歧，他极少会让步，

反而更加据理力争，这样的行为可能一开始会被理解为是过于严苛，不近人情，但时间久了，学生慢慢领

会了他的良苦用心：知识需要被尊重，为学需要有主意。

进校至今，董平教授一直积极地探索大学教育的新路径。作为哲学系主任，他非常关心系里教育教学



工作的开展，因此，时常和各个研究方向的老师就课程设置及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问题进行讨论，以制

定更为合理的方案。并利用到各个兄弟院校出差开会的机会，一方面积极学习对方的办学经验，另一方面

通过邀请对方师生过来讲学或参访以加强双方之间的交流。从教期间，董平教授举办了多次会议，例如中

欧论坛，“沟通与创新”——中西哲学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等，邀请了国内外哲学界及相关领域的重要学者

来学校，开拓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能力，为他们的求学和成长创造更好平台。并且，董平教授还多次

邀请陈来，陈鼓应，沈清松等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到学校做讲座，以提升学生的哲学素养。同时，他还积极

地参与学校的课程建设，包括教育部的网络视频公开课，学校的通识核心课等，皆取得了很好的反响。

三、为人师表，是良师更是益友

董平教授自担任哲学系主任以来，始终以学生为重。他常说青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是文化的传承者和

历史的开创者，因此，对于学生的事情，无论学业或是生活，无论大事还是小事，他都倾注了很多的心血。

首先在学生的学业方面，除了认真负责地完成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外，董平教授还利用办会议，开讲

座等各种机会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和交流的平台。他时常强调读书之于一个人的重要性，因此每年都会

从自己的科研经费中专门划出一部分作为学生购书之用，以此来鼓励学生爱读书和读好书。

其次在学生的生活方面，很乐意和青年人交朋友的董平教授，只要有时间总是积极参与学生的活动，

例如接受学校社团的访谈，参加学生组织的晚会，义务为学生做讲座等等。并且，他尤其关心学生心灵的

成长，所以每个学期都会自掏腰包开茶话会，和学生一起聊聊学习和家常。而热爱运动的他，每周都会找

时间和学生一起去打打球，以了解学生的想法，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

董平教授谦和有礼，平易近人。平日走在路上，遇到熟悉的学生，他常常会停下脚步和他们聊几句，

而碰到那些不太熟悉的学生同他打招呼，他也都报以和善的微笑。当学生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总是有求必

应。曾有一位本科生毕业后想去清华读研，但因为害怕与对方老师不熟而被拒绝，所以非常犹豫，他了解

了情况后，专门请那位老师到杭州，通过沟通，帮助那位学生达成了继续深造的愿望。

其他事迹介绍（500字以内）

作为浙江大学哲学学科的带头人之一，曾兼任国内多种学术职务，例如教育部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组评审专家，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国家一级学会“朱

子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省哲学学会副会长，浙江省社科联理事，

浙江文献集成编纂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编委及“明人集部”主编，《中华

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编委。一直以来为提升学科的科研水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使得

浙江大学哲学系从最初的默默无闻一跃进入全国高校哲学专业的第一梯队。同时他还积极利

用自己在国内的学术影响力，为引进人才，为青年学者学术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条件。

他是我国知名的中国哲学和佛教哲学领域的专家。曾在《哲学研究》、《学术月刊》等权

威期刊上发表论文 110多篇，出版论著和译著多部，整理点校古籍近千万字。

他非常热衷于国民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推广，先后在“百家讲坛”主讲《名相管

仲》和《传奇王阳明》，并积极配合教育部的网络视频公开课工程，主讲了《王阳明心学》，

都颇受好评。并且，曾多次到到省内和省外的图书馆、大学等进行公益性学术讲座，影响巨

大。2011年，被浙江省社科联授予“浙江省科普积极分子”称号；2012年，被“全国第十四

次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经验交流会”评为“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名家”。



所在院系（单位）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 章

年 月 日

学部（或学工部门）综合推荐意见

评委会主任签名：

公 章

年 月 日

学校评议意见

心平奖教金管理委员会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