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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2021年，教育部将分3年全面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该计划要求高校紧扣时代新要求、

经济社会发展新实践和科技革命新进展，积极推进新文科建设。鉴于新文科建设的动态复杂性，该文从

学习型组织的视角，即系统思考新文科建设、生成新文科共同愿景、开展新文科团队学习、改善新文科

建设者心智、实现新文科建设者自我超越等系列修炼着手，探索我国高校新文科建设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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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ill fully implement the “six excellence, one topnotch” plan 2.0 among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m
https://doi.org/10.12677/mm.2021.116083
https://doi.org/10.12677/mm.2021.116083
http://www.hanspub.org


马勇 等 
 

 

DOI: 10.12677/mm.2021.116083 657 现代管理 
 

2020~2021 years, which requires universities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in keeping with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new practic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
velopment and new progres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Given the new dynamic 
complex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ing 
organization, namely, system thinking of new liberal arts building, generation of new liberal art 
shared vision, team learning of new liberal arts, improving mind of new liberal arts builders, 
beyond the self of new liberal arts builders pushing yourself etc.,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way of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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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美国西拉姆学院率先提出“新文科”概念，他们所阐释的新文科主要是指学校如何通过专

业重组与学科交叉，采取体验式教学、短期实习、海外游学、引导性研究项目等进行个性化教育，从而

达到培养技术精湛的职业导向型学生。2018 年，教育部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我国新文

科建设开始浮出水面。相比国外新文科，我国新文科建设内涵更为丰富，它是基于新时代、新经济、新

技术构建产学深度合作，学科有机融合，学研创有效衔接，课堂内外相互补充，古今中外兼容并合的教

育理念[1]。鉴于新文科建设的动态复杂性，本文从学习型组织视角，探索我国高校新文科建设的有效路

径。 

2. 系统思考新文科建设 

系统思考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组织管理模式。它要求组织在决策和行动时，要兼顾全局和

局部、整体和个体、当前和长远的关系[2]。就新文科建设而言，它是指高校在动态复杂的新文科建设组

织系统运行中，充分考虑国家、学校、教师、学生、关联企业以及社会用人单位等利益相关者的诉求；

从新文科共同愿景的生成、团队学习的开展、心智模式的改善和自我超越的实现等系列修炼着手；实现

个体和群体行为在时间与空间上相互耦合，以便达到新文科建设如下系列活动成果(见图 1)。 
 

 
Figure 1. Systematic think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organiza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图 1. 新文科学习型组织建设系统思考 

 
1)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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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文科建设中，要充分发挥各类课程的育人功能，深入挖掘各门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及

各教学环节的育人功能，把思想政治教育全面融入每一门课程中。这种融入不是牵强附会，要依据课程

特点、课程内容，科学合理而又恰如其分地将其嵌入教学过程中。通过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课程同向同

行，实现价值引领，知识教育、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其主要目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让学生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专业问题；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利用专业领域发展成就，

增强学生“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和做到“两个维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提升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水平。 
2) 产、学、研之间的有效衔接 
高校新文科建设对人才培养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新实践，培养知行合一的应用

型人才。常言道“纸上谈兵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结合具体的产业和社会环境，把理论知识应用

于具体劳动实践中，把学术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采取“干中学”和“事中研”的产、学、研一体化的

知识生成机制，才能有效应对当前经济和社会新实践。同时，高校在新文科建设中，还可采取政法实务、

新闻实务、经管实务和文史哲实务等系列大讲堂，有效实现产、学、研之间的深度合作，实现协同育人

的目的。 
3) 不同学科之间的有机融合 
近年来，由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和推广，社会对既具

有人文素养又具有技术专长的复合型人才需求越来越大，这对高校文科人才的培养机制和模式提出了全

新的要求。高校当前对人才培养的管理主要采取的是院系行政管理、这种方式形成了管理上的“谷仓效

应(Silo effect)”，学科间缺乏交流，各自为政，不利于通过学科融合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因此，

它需要学校通过建立跨学科教研室(或虚拟教研室)来打破以往学科之间存在的壁垒，实现跨学科育人的新

格局、新气象。 
4) 语言教育与专业教育协调发展 
新文科建设力求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一方面要求立足中国、挖掘历史，在哲学思想、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另一方面还要配合国

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在新

文科建设中，高校不仅要提升学生辨认繁体字和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以便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挖

掘学科和专业素材，而且还要强化国际小语种的教学能力，培养和“一带一路”国家相匹配的涉外法律

人才、涉外经济人才、涉外管理人才等。 
5) 专业教育和双创教育相互促进 
新文科建设要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互促进，培养学生“敢闯”的素质和“会创”的能力。

这就要求高校以“敢闯会创”为核心要素，让学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在创新创业课程

体系、教学方法、实践训练、队伍建设等方面和专业教育实现有效衔接。由于专业教育是由学校教务处

协调各院系教学单位具体落实，创新创业教育则是由学校就业创业指导处协调各院系团学口来具体落实，

在具体实践中，可通过“课–研–赛–创”一体化方式把专业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把学

生所学的专业知识转化成创新创业的具体实践，做到学以致用。 
6) 线上线下教育教学相结合 
新文科建设是一场学习革命，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建立“互联网 + 教学”“智能 + 教学”的新形

态，推进教育观念革命、课堂革命、技术革命、方法革命，提高教学效率，激发教与学的活力。它要求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因课制宜选择课程教学方式，积极推广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科学设计课程考核

内容和方式，引导学生自我管理、主动学习，激发求知欲望，提高学习效率。同时，大力推动互联网、

https://doi.org/10.12677/mm.2021.116083


马勇 等 
 

 

DOI: 10.12677/mm.2021.116083 659 现代管理 
 

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探索实施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

的教育，实现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教育教学新形态。 

3. 生成新文科共同愿景 

系统思考付诸实施的前提是新文科建设组织系统中各成员(节点)要对新文科建设这种构想在思想上

形成共识，换话句话说，就是要达成新文科建设的共同愿景。这个共同愿景就是组织中所有成员对新文

科未来的憧憬，即未来投射到成员内心世界的生动图景与画面。这种图景和画面会让整个组织成员产生

一种关切、一种共鸣、一种承诺进而形成一种内在的凝聚力。它是贯穿整个组织的共同性，从而使新文

科建设过程中的各种活动保持一致性和连惯性。就新文科建设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生成共同愿景。 
1) 形成新文科建设共同关切 
一种事业能否成为一个组织的共同愿景，让该项事业成为组织成员的共同关切是最基本的前提。新

文科建设能够成为共同关切的主要原因是：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而言，新文科建设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时代要求；对各个高校而言，

新文科建设是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通过“双一流”建设，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

高人才培养能力实际需要；对教师而言，新文科建设是积极应对教育教学模式的革命性变化，获得可持

续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客观需要；对学生而言，新文科建设是为主动迎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对人才的新要求，与时俱进提升自己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迫切愿望；对关联企业而言，新文科建设是

企业获取新时代人力资源，增强市场竞争力，维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2) 浮现新文科未来图景 
上述形成新文科建设共同关切是要向组织中每一个成员说明为什么要建设新文科(why)，那么，浮现

新文科未来图景就是生动形象地说明新文科建成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what)。新文科未来图景可用以下两

个特征描述：①网络一体化管理。和高校当前采取的职能管理和院系管理相结合的条块式管理不同，它

更强调的是组织系统中各节点(职能部门、教学院系、相关企业等)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协作；②专业化

能力中心。每个节点都是一个特殊的能力中心，并用自己的能力为其它节点提供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

资源或资产的独占，这种能力只有和其它节点能力相融合，才能通过共创产生新知识。上述两个特征就

像人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等能力各不相同，但它们会通过神经网络协调一致来解决某个问题。 
3) 提炼新文科建设价值观 
新文科建设未来图景为组织中成员提供了一种经过长期努力后未来可能实现的一种景象，但共同愿

景更需要一种“导航之星”即共同价值观来为新文科建设的日常决策提供指引，这种价值观主要包括开

放、信任、共创和共享。开放是指打破组织之间的界限，实现学校内部各职能部门和教学院系，以及学

校和外部关联企业之间的联动；信任是指各组织成员相信其它成员有意愿、有能力完成新文科建设的一

种信心；共创是指新文科建设是一种全新的战略，它需要组织各成员贡献自己的资源、知识和能力，协

同实现教育教学的创新；共享是指新文科建设的成果要惠及各个利益相关者，实现共同促进、共同提高

和共同发展。 
4) 关联新文科建设各方利益 
新闻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这一系统中包括众多的利益相关者，比如，政府、学校管理者、教

师、学生、关联企业等等。新文科建设共同愿景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各方参入者的利益期待，各个成员(节
点)之间的链接是基于对自身利益的一种追求。在新文科建设中，要把共同愿景转化为一种利益共同体，

教育主管部门把资金拨付与高校新文科建设成果相关联；学校要把教师职称评审与课时工作量与新文科

建设投入度相结合；要把学生奖学金评审与“课–赛–创”成绩相关联；政府把企业配合高校开展新文

https://doi.org/10.12677/mm.2021.116083


马勇 等 
 

 

DOI: 10.12677/mm.2021.116083 660 现代管理 
 

科建设与给企业减税降费以及社会荣誉相关联。 
5) 根植新文科共同愿景 
新文科建设能否成为组织的共同愿景，关键是看这种愿景是否是各利益相关者发自内心的愿望。它

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宣传和灌输，它需要组织各方在此问题上产生共识和共鸣，换句话说，它需要各

方把新文科建设的愿景根植于心。只有当这种真心的愿景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不同于大家熟悉的“愿景宣

布”)，组织成员才会专心致志、积极进取、力求卓越。只有当这种真心的愿景内化于心、内化于情、内

化于行的时候，组织成员才会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产生一致性，即知行合一。 

4. 开展新文科建设团队学习 

团队学习是新文科建设组织成员(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教育行政管理者、相关企业等)实现整体

搭配和提升愿景实现能力的过程。团队学习需要一个萌发、阐释、组合和运用成员知识的互动场所，这

个场所就是“巴”(Ba)。这里的“巴”我们可以把其理解成类似教研室、会议室、学术报告厅这种有形

场地，还可以理解为类似微信朋友圈、社交平台这种虚拟空间。无论是有形空间还是虚拟的空间，由共

同愿景所营造的空间氛围(气场)是最为关键的，它直接决定着组织成员进行知识分享和情感交流的意愿与

方式[3]。就新文科而言，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巴”开展团队学习。 
1) 激发基层教学组织活力 
基层教学组织是高校教学与科研最基层的团队，它是专业教师进行教学与科研交流活动最重要的平

台。它的活力直接决定新文科建设的成败，新文科建设众多的措施需要该团队具体落实。如何提升团队

学习效果，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① 把党支部建在基层教学组织上，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② 建立基层教学组织联系人制度，让学院院长(包括教学副院长、科研副院长)和知名

教授直接策划和指导日常教研活动；③ 充分发挥那些思想活跃、知识丰富、技能娴熟的中青年教师的作

用，让他们在团队中引发“鲶鱼效应”。 
2) 构建跨学科交流平台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虚拟技术、5G 等新技术飞速发展以及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广

泛应用，它催生了一系列新产业、新业态的诞生。这就要求我们能够培养出知识面更广、能力更综合的

新兴复合型人才。构建跨学科交流平台，实现不同学科的贯通已刻不容缓。这种平台的建立可从以下几

个方面着手：① 设立跨学科教研室，以关联的理科、工科为基础，嫁接相关的人文社科，比如，统计学 
+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 + 金融学或营销学；② 组建跨学科虚拟教研室，教研室的本质是教学与研究的交

流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虚拟教研室在沟通成本、沟通效率和沟通速度并不差；③ 召开学期或年

度跨学科交流会，通过这种定期的会议也可解决跨学科交叉融合问题。 
3) 组建跨职能团队 
高校的行政是采用职能管理的方式，教务处负责教学管理、科研处负责科研管理、就业创业指导处

负责学生创业创新教育等等，然而，新文科建设过程中需要保持产学研之间有效链接、专业教育和双创

教育要相互促进，这就需要组建跨职能团队来实现部门间的有效协作。一般来说，这种跨职能团队建立

的形式有：① 基于工作内容要求与能力互补原则，抽调相关职能部门人员组建固定性跨职能团队，以便

更好地完成该项工作；② 基于某项具体的工作任务，组建临时性跨职能任务团队，一旦该项任务完成，

该团队就可以解散了。比如，代表学校参加各种不同层面的竞赛；③ 采取相关职能部门主要领导交叉兼

职办法，实现“双岗双责”，共同负责，让部门之间实现有效链接和深度融合。 
4) 建立学术交流机制 
新文科建设是在新时代、新经济、新技术背景下，对社会人才新需求所做出的一种创新性响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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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响应没有古法可循，它需要新文科建设利益相关方进行知识的共创。知识共创的核心是对话(Dialog)，
通过对话把默会知识明晰化；明晰化的知识经过组合后，内化于组织成员行为中，进而形成解决某个问

题新思路、新方法、新措施[4]。学校可建立有效的学术交流机制，促进以下多种形式的学术对话：① 派

出“种子员工”通过访学、进修、参会等方式获取新理念、新知识、新方法、新技能，然后让其在组织

内部进行感染和传播；② 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入校通过演讲、讲座、工作坊等方式向学校师生介绍学术

前沿；③ 围绕新文科建设组建高校联盟，相互交流办学经验，特别是通过联盟中的“双一流”高校带动

地方高校和中西部高校建设。 
5) 建立产学合作协同育人平台 
新文科建设不仅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且要面向社会，即面向社会对人才的实际需求。为了更

好的实现面向社会，建立与社会用人单位更加紧密的人才培养机制便是一条最有效的途径。高校产学合

作协同育人平台的建立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① 政府通过制度明确规定国有企事业部门需要无条件接受

和配合高校建立实习基地，承担实践教学和创新创业教育的义务，并且对配合的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

国家应给予税收和其他政策优惠；② 高校要联合相关部门联合制订人才培养标准，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切实提高人才培养的达成度；③ 统筹专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和实务部门合作，办好政法实务、新闻实务、

经管实务、文史哲实务大讲堂，提高实践教学水平。 

5. 改善新文科建设者心智 

新文科建设系统思考、共同愿景和团队学习，需要组织中每个成员清除存在于心目中一些根深蒂固

的成见、逻辑、规则等，用一种全新的理念、方式、方法来理解周围的人和事(包括自己、他人、组织和

整个世界)。新文科建设中改善心智模式的过程，就是组织成员尝试以新眼光获得新信息、新知识、新技

能、新方法的心理调适过程，它是关于新文科建设的一套全新认知方式、情感反应和行为模式。从新文

科建设关联者角度看，改善心智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管理者心智改善 
高校管理者在新文科建设中扮演设计者、协调者和促进者的角色。他们的心智模式直接决定着新文

科建设组织系统的科学性与有效性，进而决定组织系统运转效率和效果。结合新文科建设要求，高校管

理者心智改善包括；① 把立德树人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管理者制定的所有政策和标准都要服务于

这个根本，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人、培养成才；② 要努力做到与时俱进。当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管理者要超前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以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新时代人才培养

的新要求；③ 要有全局性思维。通过全程全员全方位“三全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方位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④ 要有开放意识。通过主动

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开展联合培养，选拔青年

教师学术带头人赴国外高水平机构访学交流，培养具有宽广国际视野的人才；⑤ 立足中国大地办教育观

念。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创建中国理念、中国标准、中国

方法和中国模式。 
2) 教师心智改善 
教师在新文科建设中扮演着传播者和工程师的角色。他们承载着传播思想、传播真理、传播知识、

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结合新文科建设要求，高校教师心智改善包括：① 坚守道

德情操。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

施教，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② 坚持共创理念。教学过程是教师“教”和学

生“学”的共创过程。共创的核心是互动，老师要广泛开展探究式、参与式、个性化教学，把沉默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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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堂变成碰撞思想、启迪智慧的互动场所；③ 坚持终身学习。抱着“生有涯、知无涯，活到老、学到

老”心态，不断更新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一直站在学科发展的最前沿，不仅做

到学高，而且做到艺高；④ 秉承仁义之心。仁者爱人，对学生利益不能漠不关心，要像关心爱护自己的

孩子一样关心爱护自己的学生。君子喻于义，不能有利就上，无利就避。教书育人是个良心活，需要奉

献精神。 
3) 学生心智改善 
学生在新文科建设中扮演着承载者和共创者角色。因材施教和教学相长是教育的基本要求，他们的

承载力大小和涉入程度高低直接决定新文科建设效果好坏。结合新文科建设要求，学生心智改善主要包

括：① 要有健全的人格。就是要有崇高的理想追求，正确的人生态度，客观的自我认知，良好的社会适

应性，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公德意识，强烈的求知欲望；② 要有积极主动性。

要根据社会需求和自己的兴趣主动谋划自己的职业道路。依据自己职业规划主动提升自己的知识、能力

和素质。依据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计划好自己要学的课程体系，力争做到有的放矢；③ 要有刻苦勤奋

的精神。成绩是奋斗出来的，不是轻轻松松、玩玩游戏就能实现，“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心理必

须扭转；④ 抛除急功近利思想。知书的目的是达理，沿着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的方向前进，而不仅

仅是狭隘的求功名、谋利益；⑤ 要有全面发展思想。要努力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增强综合素质

与能力上下功夫，在提升自己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上下功夫，在提升自己的实践和动手能力上下功夫，力

争做到一精多会、一专多能。 
4) 关联企业心智改善 
关联企业在新文科建设中扮演着合作者和贡献者角色。新文科建设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同时还

要面向社会。关联企业通过产学深度合作参入到新文科建设中来，贡献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结合新文科

建设要求，关联企业心智改善主要包括：① 具有社会责任感。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和员工承担责任

的同时，还要承担类似德鲁克所说的“围墙之外”的社会责任[5]。从整体和长远的角度看，企业参入新

文科建设也是为自身可持续发展需要的人力资源进行投入；② 具有合作协同意识。企业要同高校一起共

同制订人才培养标准，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建设实践教育基地，切实加强实习过程管理，促进高校的创

新创业教育，达到产学协同育人的目的；③ 具有持续学习意识。高校是一个传承和创造知识的地方，从

某种意义上说，企业组织本身也是一个知识体，它需要不断地吸收知识、消化知识、使用知识、创造知

识。通过产学合作协同育人，可以大大促进企业学习进程，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 

6. 实现新文科建设者自我超越 

通过改善心智模式，清除了实现共同愿景和团队学习的心智障碍后，新文科建设最终要落脚到组织

个体成员的自我超越上。自我超越就是组织成员在内嵌于共同愿景中的自我愿景激励下，基于现实基础

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素养培育和能力拓展过程。现实基础和自我愿景之间差距就是所谓的“创造性张

力”，即把当前现实拉到和自我愿景一致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激发组织成员释放自己的潜能。自我超

越的过程不是组织成员被迫反应式的而是主动创造式的能力提升。在新文科建设中，主要是提高以下素

养与精通以下技术。 
1) 掌握数据挖掘技术 
人类社会已经由 IT 时代进入 DT 时代，万物互联化、万物数据化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最主要的特征，

新文科建设的一个主要背景就是这种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在新文科建设组织系统中，无论是教师、管

理者、学生，还是关联的企业，数据素养和数据挖掘的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数据素养(data literacy)就是

对数据的敏感性、数据的收集能力、数据的分析与处理能力、利用数据进行决策的能力、对数据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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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维等。数据挖掘是指从大量数据中揭示出隐含的、先前未知的并有潜在价值信息的非平凡过程。数

据挖掘是一种决策支持过程，它主要基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模式识别、统计学、数据库、可视化技

术等。 
2) 熟练运用相关语言 
语言是信息、知识、文化的载体，人们借助语言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的成果，借助语言实现人际间

的交流和沟通。新文科建设一方面要立足中国、挖掘历史，在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等方面充

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需要学生在辨认繁体字和读懂文言文的能力上要大大提升。

另一方面，新文科建设要面向世界，配合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

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这需要提升小语种语言交流能力。尽管人们可借助一

些通用的翻译软件，减轻对这种能力的依赖，但是，翻译软件带来的信息丢失和信息扭曲不可避免，语

言能力的培养仍不可或缺。 
3) 精通学科发展历史 
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很大的区别，在自然科学中，即使你不了解这个原理和发明产生的历史

背景，它也不影响你理解和运用这个原理和发明。人文社会科学则不然，“人”和“社会”是它研究的

两个核心要素，人以及人和人之间的社会交往都是在某个历史阶段，某个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脱离了人

和社会的历史背景，人的个体行为以及社会群体行为就无法理解和借鉴。换句话说，文科必须要从历史

的视角来探讨即具有历史观。由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人类

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这需要在新文科建设中，每一个学科从历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去有意识、有目的

地进行探寻。 
4) 捕捉学科与产业前沿 
由于网络化、信息化、全球化日趋发展，人类社会不断地被虚拟化、智能化、一体化。每个个体以

及每个群体几乎全都拉入到一个庞大的系统中。在这个庞大的系统中，成员数量以及成员之间的互动频

率都呈指数化的增长。在这个动态复杂的系统中，个体认知、情感和行为以及群体的规范和行为模式和

过去大不相同。面对这种巨变，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者必须创新理论和实践，给出针对性的科学而

有效的解决方案。在新文科建设中，无论是教师、管理者、学生还是相关企业都要了解、掌握并积极参

入到这一全所未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去。 
5) 创新意识与能力 
人类社会活动的本质是服务，就是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为某个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并在这个过程

中获得自己需要的利益。通俗点说，人类活动就是自服务、个体服务、企业服务、系统服务构成的一个

大体系[6]。作为接受服务的个体和群体都是在特定情境(政治环境、经济、文化、自然、技术)下的存在，

每个个体和群体都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相应的为他们提供的每一个解决方案都应是不同的，解决方案相

同只是偶然性。解决方案具有很强的情境依赖性，针对性地定制解决方案才是真正实现了人类的解放。

在新文科建设中，每一成员不是简单的运用现成知识和技术，而要针对具体情境生成新知识和新技术，

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因此，创新是每个成员、在每个岗位、每时每刻都应具有的意识和能力。 
上面从学习型组织的视角分别从五个方面探讨了新文科建设的路径，但需要明确这五个方面是一个

有机整体而不是相互独立的。新文科建设的系统思考至关重要，它需要共同愿景、心智模式、团队学习

和自我超越的支持才能发挥其潜力。同时，整合这五个方面并不意味着新文科建设学习型组织创建完成。

新文科建设的本质不仅在于知，实际上更在于行，它主要是一种组织管理的实践。正如明代著名思想家

王阳明所说：“行之明觉精察处即为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为行”，新文科建设需要在启动新文科建设

这件事上去练，“干中学”才是它应有方法。另外，要把新文科建设落实在执行和行动上，下一步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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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是如何建立新文科建设的平衡积分卡，用系统思考的方法把新文科建设战略目标转化为组织员工

的日常行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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