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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已经成为当前全国高校文科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新文科建设有其必然性，

文科发展的内在困境和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都呼唤新文科建设。新文科不但具有跨学科性、现实性、技

术性及政策性内涵，而且在教育理念、重点任务、具体方式和把握维度上体现了其创新性。要建设好新

文科，不但要把握历史的深度、文化的厚度、哲学的高度、世界的广度、学科的跨度等五大原则，更要

从新目标、新专业、新模式、新课程、新评价等五大路径来开展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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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in an all-round wa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hand 
in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The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has its inevitability, and the intrinsic predicament of the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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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of Liberal Arts and the realistic dema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call for the new lib-
eral arts construction. The new liberal arts not only has interdisciplinary, realistic, technical and 
policy connotation, but also embodies its innovation in education idea, key task, concrete way and 
grasp dimension. To construct the new liberal arts well, we should not only grasp the five prin-
ciples of the depth of history, the thickness of culture, the height of philosophy, the breadth of the 
world and the span of disciplines, but also carry out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from the five paths of 
the new goal, the new specialty, the new model, the new curriculum and the new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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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 8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统领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2019
年 4 月 29 日，教育部、科技部等 13 个部门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要求全面推进新工科、

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切实提高高校服务社会经济发展能力；2020 年 11 月 3 日，新文科建设

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召开，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达成了新文科建设共识，即新时代新使命要求

文科教育必须加快创新发展，也标志着我国新文科建设全面启动；2021 年 6 月 10 日，江西新文科建设

启动大会在江西师范大学召开，发布了《江西省普通高校新文科建设实施方案》，积极探索实践新文科

建设，走在了全国第一方阵。新文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员参与、全方位推动、各学科

融合发展。推进新文科建设，促进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厘清“为什么要推进新文科建设”、“新文科

建设新在哪里”以及“如何推进新文科建设”三个根本问题至关重要。 

2. 价值溯源：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与意义 

为什么要推进新文科建设？新文科建设有其必然性，作者认为主要有二个原因：一是文科发展的内

在困境，二是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这二者都呼唤新文科建设。 

2.1. 文科发展的内在困境 

中国文科发展虽然迎来了春天，但也从侧面折射出近年来文科建设遇到了一些发展困境。社会达尔

文主义之父赫伯特·斯宾塞对这一困境早有预见[1]，认为知识生产强调应用性与文科无用观念日益盛行，

两者共存作用，导致出现了价值消散、精神空场的“空心”文科形态。文科内在困境主要体现在五个方

面： 
1) 西方学术语境依赖。我国在短暂几十年完成了西方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建立起庞大且相对完备

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但巨大的成就背后所依托的是西方学术研究的话语语境，多以西方作为实践的蓝

本，这种用基于西方传统文化的学术体系来指导和评价中国的实践，必然存在冲突之处，需要打破对西

方学术语境的依赖，彰显我国文科自身的价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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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科专业壁垒存在。目前我国已形成明确的学科建设目标和清晰的学科专业划分，但专业分化的

日益加剧造成学科分类问题日渐突出，限制了文科专业内部的自我突破。现行学科分类体系更多体现的

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社会实践、知识创造和知识分类的要求，已经难以适应现阶段知识创新的现实要求

及未来趋势。 
3) 基层学术组织同化。我国高校院系、研究所、教研室或课程组等文科类基层学术组织基本上是由

同一学科、同一专业的学者或由讲授同一门课程或同类课程的学者组成，在学科交叉融合创新上难以产

生“化学反应”。而文科学者之间、文科学者与理工农医学者之间因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

方法运用等方面的差异，无法充分合作[3]。 
4) 教育资源不均衡。自然科学迅速地整合了改革开放浪潮所带来的各种资源，并创造出巨大的成就

回馈社会，这必然带来大学教育资源对自然科学的倾斜，文科相应地开始缺少资源的支撑。文科发展过

程中资源不足，必然使文科学生基数降低，从而减少文科教师数量，难以保障教师和学生的权益，文科

发展逐渐陷入尴尬的境地。 
5) 评价体系融合激励不足。在学科评价、学术评价、学生评价、学者评价等方面，依然坚守传统学

科、传统专业的价值追求，对高等学校探索学科交叉融合创新以及新文科转型发展激励不足。如学科评

价横向交叉创新关注不够，学术评价忽视长期积累而拔苗助长，学生评价过于强调论文选题、就业专业

对口，学者评价重视数量而对创新要求不足等[3]。 

2.2. 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 

建设“新文科”的核心要义是要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促进文科科技化、时代性、中国化、国

际化，引领人文社科新发展，服务人的现代化新目标[4]。 
1) 适应新科技革命的需要。当今世界，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掀起了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给我们带来物理空间、网络空间、生物空间和人文空间的深入融合。文科教育

应该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积极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环境、生态、伦理等风险，不断推进传统文

科内容、课程、专业的更新换代，促进新技术革命和文科教育的深度融合[5]。 
2) 塑造时代精神的需要。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当代中国拥有的是一种以人为

本、和谐发展、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用这三种精神致力于塑造中国经济腾飞、社会繁荣和文明进化，

是新文科建设的要旨所在。为此，哲学要深掘爱智志道精神，文学要弘扬文道合一精神，教育学要筑牢

立德树人精神，历史学要倡导家国一体情怀，经济学要高扬富民强国精神。 
3) 涵养中国价值的需要。中国价值是在中国人心灵深处奔腾不息、源远流长、持续更新的价值信念，

是一切中国经验、中国话语、中国文化、中国道路、中国表达的思想原点与精神起点，持续滋养、充实、

完善、升级这种价值信念是新文科建设的历史使命。要通过新文科建设提升中国学生、中国人对中国价

值的认同感、理解力和坚守意识，助力中国思想、中国声音、中国方案走向世界。 
4) 迎接世界挑战的需要。能否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中国价值，能否提出被世界公民高度认可的中国

主张，是新文科建设的历史性重任；能否继续保持中国方案的比较优势与坚挺势头，是当代中国新文科

建设事业面临的现实挑战。提升中国文化的内涵与魅力，增加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力与影响力，迎

战世界文化软实力角逐，是新文科建设的国家战略所在，也是当代中国文科参与世界竞争的必由之路[6]。 

3. 本质属性：新文科建设的内涵与特征 

20 世纪 80 年代，旧文科开始步入暮年，无视人类命运、文化根基、生命意义，成为人文学者反叛

的对象，后现代主义先驱者利奥塔宣布：“文科已死！”[7]。2017 年，美国希拉姆学院最早提出新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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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宣誓“为新文科设计模型”，试图改革旧文科，建立新文科，使文科正式进入转型变轨时期。 

3.1. 新文科建设的内涵 

新文科是在以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和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快速发展

视阈下，对传统文科在核心理念和发展模式上进行质的总结和概括[8]。要理解新文科的内涵，就要从“新

文科”表现形式入手，分析其跨学科性、现实性、技术性及政策性。 
1) 新文科的跨学科性。文科建设应当淡化“分科治学”，致力于“学科交叉与融合”。新文科是“大

文科”，打破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学、法学等传统文科学科之间的“人为”壁垒而实现

文科之间内在交融；新文科是“跨学科”，突破文科与理工农医学科之间的界限来研究人的行为及社会

运行规律；新文科是“超学科”，不能局限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必须向包括政策制定者、相关利益

方开放，真正解决人类生活中重大问题[3]。 
2) 新文科的现实性。传统文科建设“为学术而学术”的时代已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新文科”应

紧跟时代，突出问题导向，顺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需要，致力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构

建一种全新的、紧密的联系。 
3) 新文科的技术性。“新文科”要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用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成果贯穿

新文科建设全过程。如传统文献已由纸质型变成了数字型，工具书式的文献检索已被强大的网络搜索引

擎替代，传统的课堂讲授、黑板板书等样式演变成了各种教学软件、网络教学等。 
4) 新文科的政策性。相对于国外“自下而上型”的“新文科”建设，我国“新文科”建设是一种“自

上而下型”的国家主张；除强调其跨学科性、现实性与技术性外，还强调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执着坚

守和传承，并被提升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高度，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9]。 

3.2. 新文科建设的新特征 

“新文科”之“新”是“创新”之新，而不是人们日常语境“新旧”之新、“新老”之新。新文科

之“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0]，即“新”在理念，“新”在重点，“新”在方式，“新”在维度。 
1) 教育理念新。新文科重在实现培养“某种人”与培养“人”的统一。新文科和既有文科相比，更

注重人的全面培养和全面发展，也更注重素质教育，及其现代性的教育。 
2) 重点任务新。新文科重在建设新专业和新方向，探索新模式，建设新课程，构建新理论，要实现

观念更新，改善制度供给，改革完善教育管理制度，优化教育评价体系。 
3) 具体方式新。新文科重在“融合与发展”，实现从“分科治学”转变到“科际融合”；从“重学

科轻问题”，转向“重问题轻学科”；从“重既有世界和知识”，转向“关心变化的中国和世界”。 
4) 把握角度新。可以从四个新维度来把握新文科建设，即在使命引领中坚定方向的“目标之维”，

在文明传承中自主创新的“原则之维”，在学科交叉中激活思想的“方法之维”，在良好的生态中持续

发展的“保障之维”[11]。 

4. 实现路径：新文科建设的原则与举措 

新文科是从历史、哲学、文化、科学、政治、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等多维度来综合考虑和建设的文

科，是实现古今打通、中外打通、新旧打通、学科打通、知行打通的“五通”文科。建设好新文科，要

把握五大原则和五大举措。 

4.1. 新文科建设的原则 

新文科建设应围绕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构建展现中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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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练中国经验、体现中国智慧、发出中国声音的文科学派，形成交叉、融合、守正、创新的文科形态。

为此，要坚持五个原则[12]： 
1) 历史的深度。任何一个学科的建设都是与一个国家的制度、历史、文化的变迁分不开的。新文科

建设应该在人类文明的历史纵深中进行，充分拓展历史的深度，把文科建设放置到中国近现代史、中共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历史维度中来思考和实践。同时面向未来，在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的历史纵深中深入推进。 
2) 文化的厚度。文化是文科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土壤，是文科的生命之源。文科的建设要建立在文化

发展的厚实基础之上，充分体现高尚的价值追求与人文精神。同时突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与世界上

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共识。 
3) 哲学的高度。新文科建设充满了价值判断与价值认同，须充分考虑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问题，

这就要从哲学的高度来定位和建设新文科，融入哲学的思维与方法。只有站在哲学的角度，以哲学的思

维来思考和探索新文科建设，才能更好地看待事物的本来面目，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4) 世界的广度。中国不但要参与国际化，还要引领国际化，包括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文科建设要把

中国强起来、中国融入世界、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种大势在学科建设中体现出来，以全球视野、

世界眼光关注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大力培养国家急需的全球治理人才。 
5) 学科的跨度。多学科交叉有利于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跨学科交叉有利于科学创新，还可以节约

知识积累与运用的交易费用。文科与文科之间，文科与其他学科之间要打通、交叉、融合，学习和运用

其他学科的思维与方法，在交叉融合中不断丰富、完善、创新文科建设的内容和方法。 

4.2. 新文科建设的重点举措 

“新文科”建设要引领学科方向，回应社会关切，坚持问题导向，打破学科壁垒，以解决新时代

提出的新问题为指归，重点举措则在于新目标、新专业、新模式、新课程、新评价等方面的探索与实

践。 
1) 落实新目标。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做好新文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文科建设

要强化价值引领，推进立德树人落地落实。高校要将立德树人贯穿于通识教育、思想品德教育教学之中，

使思政教育与文科教育同向同行，共促共生。 
2) 优化新专业。不但要以新的思路和跨界模式，探索建设适应引领时代发展的新专业，实现人文科

学内部融合、人文与社科融合、文理融合、文工融合、文医融合，培养创新型专业人才，而且要通过培

养目标和课程结构的改革调整，推动现有专业的转型升级[13]。 
3) 建设新课程。需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拓展完善文科教育课程内容，剔除与时代发展不符的教育

内容，继承发展与时代契合的教育内容，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实践引入课

堂、写入教材，注入时代元素，丰富课程内容。要打破学科专业的壁垒，开设更多跨学科专业新兴交叉

课程，创立跨学科课程体系[5]。 
4) 探索新模式。紧扣软实力、新技术、新产业的专业优化与改造升级，围绕交叉融通、实践训练、

研教互哺的课程改革与教材迭代，聚焦改革开放新战略和应用型实务文科人才培养，推行高校与高校、

高校与实务部门、国内与国外“三协同”的新型育人机制培养模式[8]。 
5) 构建新评价。以大数据为基础推进新文科教育评价制度改革，从单一性评价向多元评价转变，坚

持德智体美劳多元评价学生，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多维评价教师；从等级评价改为绩效评价，坚持以

绩效为导向，以解决国家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重要权重；从工具性评价向具有人文精神评价转变，从

人的存在、发展和价值出发，从对人的成长性评价入手进行评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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