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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文科”建设全面启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融汇贯通式创新发展、加快培养时代新

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必然。新时代加速推进“新文科”建设为我国高校外语学科建设发展与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提供了新思路、新契机，也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立足“新文科”建设研究视角，探

讨“新文科”建设背景与内涵；分析目前外语专业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基于CiteSpace5.7 R5，
绘制生成知识图谱，对“新文科”建设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从外语专业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出发，探

析“新文科”背景下外语专业学生科学素养培育机制创新与建设路径，助推培育新时代复合型外语“新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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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initia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has enabled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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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tegrate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reatively with the particular focus on fostering a new 
generation and enhancing cultural soft power.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in the new era not only provides novel idea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
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disciplines and the innov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mode in high education-
al institutions of China, but also puts forward fresh challenges and requirements. From the pers-
pective of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endeavors to discuss the background and 
connota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and analyze the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of the 
current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odel. Besides, based on Citespace5.7 R5, the relevant know-
ledge graphs are generated to conduct visualized 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of 
“New Liberal Arts”. Finally, starting from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talent training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novation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scientific quality 
cultivation mechanism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in the context of “New Liberal Arts”, thereby fa-
cilitating cultivation of composite “new talent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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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代催生新形势，新形势呼唤新作为，国家教育事业与时俱进启动“新文科”建设。哲学社会科

学对于高校文化育人体系构建、思想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意义重大。“新文科”建设的

提出，实现了对传统文科的新突破，赋予了文科教育新内涵与新动力，为传统文科发展谋求新出路，搭

建新平台，为高校人才全面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与新途径，促进文科教育创新与发展。随着国家对外开放

水平的不断提高，外语在架构中外沟通交流的语言桥梁，树立维护国际中的国家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

与文化自信、促进中外学术成果交流发展等方面显现出日益重要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外语作为哲学社

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顺势而为，乘势而上，而外语教育教学则可依托“新文科”建设的良好

契机，锚定人才培养多元化目标，明确学科发展方向，答好“新文科”背景下培育外语“新人”的时

代命题。 

2. “新文科”建设的内涵及重要意义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为明确高校新时代教育定位与

使命担当，立足中国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更好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2019 年，教育部等 13
个部门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全面推进“新四科”建设，即，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2020 年，为研究中国高等文科教育发展新举措，新文科建设工作会在山东大学召开，会上发布

《新文科建设宣言》，聚焦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全局，力倡文理交叉、文文合作与深度融通，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充分发挥文科以文育人、

以文化人的教育功能。因此，关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内涵以及本质特征，对高校人才培养与教育

模式改革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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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文科”建设的内涵 

2.1.1. 新文科“新”在战略定位 
自提出文化强国战略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不断繁荣发展，唱响时代发展主旋律，我国文化软实

力、影响力以及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不断提升，得以彰显。此外，我国高校全面深化“三全育人”改革，

坚持以人为本、立德树人教育理念，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紧围绕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着力点，不

断为培育时代新人，贯彻教育强国战略，作出积极努力。新文科建设与国家战略一脉相承，战略定位明

晰，因时而新、因势而变，是坚定文化自信、培育时代新人、建设教育强国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2.1.2. 新文科“新”在科际联通 
新文科建设旨在推动文科教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倡导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

叉，科际联动，致力于打造综合性跨学科学习模式，为学科建设提供新动力。新文科与新工科、新医科、

新农科融合发展、相互促进，新文科建设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发展注入新元素、新活力，新工科、

新医科、新农科则为新文科提出新命题、新方法[1]，丰富新文科建设下学科知识体系，有利于新文科建

设夯基固本。 

2.1.3. 新文科“新”在技术融入 
随着我国科技的不断进步，现代信息技术、数字化产品方兴未艾，不断涌现，大数据分析、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深度融合；现代信息技术更新了教育教学方式与手段，数

字化教学、网络化教学、智能化教学、虚拟仿真实验技术走进高校课堂，推动静态化教学向动态化教学模式

转变，推动形成“互联网 + 高等教育”新形态[2] (p. 14)，有利于高校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协同育人。 

2.2. “新文科”建设的重要意义 

2.2.1. 注入新能源，赋能文科育人实效 
新文科建设以科际融合为特点的发展范式有助于为文科教育注入全新时代内涵和新能源，切切实实

地发挥好人文学科教育思想引领、价值观塑造、道德培育、气质熏陶的重要作用，赋能育人铸魂工程实

效。同时新文科建设以“育人”为主要目的，加强新文科建设有利于提升高校学生的人文素养，丰富人

文内涵，增强人格魅力，树立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将高校学生培育成“又专又红”、全面发展的时代

新人，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去。 

2.2.2. 把握全局，促进高等教育行稳致远 
新文科建设让人文学科的发展不再单枪匹马，固步自封，“新文科”建设的价值应从整个高等教育

改革发展的角度来审视“新文科”建设[3] (p. 82)。新文科建设强调科际融合，注重现代新技术、新方法、

新理念的融入，注重思政元素的融入，一方面有助于为文科教育教学提供改革创新的动力，丰富人文教

学的时代内涵，激发活力与价值，从而培育新型人才。另一方面，新文科建设强调打破专业发展壁垒，

有助于促进其与理工农医各学科交流互鉴、协同发展，为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更新学科研究范式，丰

富高等教育体系，促进高等教育行稳致远。 

2.2.3. 与时代共振，提升国家软实力 
文科教育是形成国家民族文化自觉的主战场主阵地主渠道，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4]。

新文科建设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汲取精华营养，发挥传统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夯实传

统文化的塑造力，对于高校英语学科发展而言，将中国文化同语言结合，发挥语言的桥梁纽带作用，让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其即润物无声，同时又掷地有声。同时，新文科建设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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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与价值引导作用，结合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提升文明素养和精

神品格。此外，新文科建设立足于文化强国发展全局，有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博采众长，让优秀

文化发光发彩，提升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 

3. 外语专业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随着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发展，中国与世界联系频繁，交流密切，致力于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在此背景下，中国外语教育肩负重要使命，外语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但是目前，高校外语

教学模式仍存在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语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与人格塑造。高校外语教学

模式局限性总结为以下几大方面： 

3.1. 外语教学模式及方法较为单一 

当前，教育模式较为单一是我国外语专业教育教学面临的普遍问题，课堂教学仍延续教师主导课堂、

学生听讲的传统教学模式，只有单向教授而无双向互动。大部分教师依旧存在照本宣读、“佛系教学”

的现象，机械性进行知识的强行灌输，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即便是完成了课堂全部内容教学，但是极大

地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割裂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结合关系，课堂上缺乏师生互动，以至于

无法调动学生课堂积极性与主动性，没有充分给予学生思考理解问题、消化吸收知识的时间，课堂效果

不理想，课堂知识转化效率较低。 

3.2. 学生综合素养与创新能力不足 

外语专业学生综合素养与创新能力良莠不齐。一方面，受应试教育的影响，部分学生依旧遵循“死

记硬背”、“题海战术”、“单向知识输入”等方法，局限于学科内部知识的学习与研究，知识的横向、

纵向拓展程度较弱，对于跨学科、跨领域的方法论缺乏必要的探索与理解，造成学生知识面狭窄且滞后；

另一方面，部分学生实践能力较差，只知枯坐在课堂之中，语言环境单一，自主创新意识缺乏，创新素

养不足，严重限制了创新能力的开发和培养。 

3.3. 教师队伍难以做到“专而精”和“博而广” 

教师是高校发展与人才培养的中坚力量，肩负着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职责，教师的专业

素养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学生成长成才。但是，部分教师仍然欠缺正确处理教材的能力和良好教学设计

的能力，持有“PPT 在手，课堂我有”的教学心态，课堂氛围枯燥，课堂效率低下；其次，部分高校教

师很难做到既“专而精”，又要“博而广”，缺乏过硬的专业能力、科研能力和教学能力，持有“佛系”

态度，不善于更新知识、运用新的教学法和学习现代信息化教学技术，在课堂教学中对于知识点及背后

理论的讲解及拓展不够深入，出现教师失信于学生的尴尬局面，难以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与研究能力。 

4. 基于 CiteSpace 的“新文科”建设可视化分析 

为清晰呈现“新文科”领域核心研究主题与发展动态，更好地探析此背景下外语专业学生科学素质培

育举措和路径，本文从 CNKI 数据库 2019 年至 2022 年收录的文献中筛选出 1157 篇“新文科”建设研究文

献为数据来源，借助 CiteSpace 信息可视化软件，绘制生成系列知识图谱，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可视化分析。 

4.1. 数据来源与处理 

第一步，选择“新文科”与“新文科建设”为主题词进行高级检索，检索时间跨度为 2019 年至 2022
年 3 月；第二步，进行相关文献的筛选，去掉无作者标注、会议论坛、英文文献等，共筛选出有效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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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7 篇；第三步，转换文件格式，将选定文献从数据库中导出，借助 CiteSpace 软件中的 Data Processing 
Utilities 对文件格式进行预处理，方便后续数据导入。 

4.2. 分析工具 

本研究使用由陈超美教授开发的分析工具 CiteSpace (5.7 R5 版本)，本研究主要使用核心作者群发文

量、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分析，CiteSpace 软件的参数设置在默认值基础上稍作调整。 

4.3. 动态分析 

通过运行 CiteSpace (5.7 R5 版本)生成关键词共现与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图谱，对各个学者对于“新文科”

建设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及研究方向进行综述，为探析“新文科”背景下人才培养路径给予启示与指导。 

4.3.1. 核心作者群分析 
将研究数据导入 CiteSpace5.7 R5，以“Author”为节点类型绘制核心作者聚类图谱，时间跨度选择

为 2016~2022，时间间隔(Time Slices)设置为 1，其他参数为默认值。依据聚类图谱可知作者发文量高低

排序：周星发文量最高为 19 篇；其次，唐衍军发文量为 9 篇；张燕发文量为 6 篇；吴岩发文量为 5 篇；

夏文斌、段禹、魏志鹏、姚争等 4 人发文量均为 4 篇；安丰存、张琳、周毅、崔延强、任晟姝、严丹、

马勇、蔡迎春等 8 人发文量均为 3 篇；其余作者多为 2 篇或 1 篇，因此没有显示在图谱中。由此可见，

以上几位学者对于新文科背景下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发展研究成果较多并且颇有建树，在一定程度上为新

文科建设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具体成果详见图 1。然而，由图表可知，各个核心作者之间的中介中

心性(Centrality)为 0，表示作者个人虽然在相关领域研究发展突出，但是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程度的交流和

合作，研究相关性较为分散，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 
 

 
Figure 1. Publication statistics of core author group 
图 1. 核心作者群发文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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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关键词共现 
本研究将数据导入 CiteSpace5.7 R5，以“关键词 keyword”为节点类型绘制“新文科”建设研究关

键词共现图谱，时间跨度选择为 2016~2022，时间间隔(Time Slices)设置为 1；其他参数不变。运行软件，

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s 
图 2. 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ure 3.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Centrality ≥ 0.10) 
图 3. 高频关键词(中心性 ≥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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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发现，目前改领域研究热点关键词为“新文科”、“新文科建设”、“学

科建设”、“课程改革”、“创新融合”、“人才培养”、“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发展路径”

等，同时也可以看出“新文科”节点外圈被紫色环圈包围，表征中介中心性较强。同时，统计出“新文科”

建设文献中中介中心性(Centrality) ≥ 0.10 的节点，如图 3 高频关键词信息所示，说明此类节点为高频关

键词，由此说明，上述关键词作为“新文科”背景下人才培养机制建设研究领域的重要切入点是可取的。 
由关键词共现图谱以及高频关键词信息可知，对于“新文科”建设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方面： 
一是“新文科”的时代内涵与时代价值剖析。新文科的建设发展标志着文科专业逐渐向跨学科，甚

至是超学科转型[5]。就新文科的时代内涵而言，张俊宗[2] (p. 13)从学科维度、历史维度、时代维度和中

国维度对新文科的时代景观进行解读与分析。龙宝新[6]指出，新文科是文科集群生长的学科共生体，是

以中国价值为内核的学科集成体，是“求知、育人、服务”三位一体的功能集合体。金祥荣，朱一鸿[7]
对新文科内涵进行剖析并指出新文科建设要树立培育时代新人的根本任务，锚定强化价值引领的根本要

求，推进专业优化、课程提质和模式创新的三大抓手，实现人才质量提升的最终目标。亢升，刘亚兰[8]
指出了新文科建设倡导转变学术研究范式、转变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两大区向，让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符

合新时代发展命题，并不与之相脱节。新命题呼唤新作为，文文交互，文理互通，“融通理念”成为新

文科建设的重要代名词之一，单一学科向多学科、跨学科转型，传统文科即便自身潜力多么巨大，如果

“单枪匹马上战场”，只能故步自封，失去发展生机与活力，逐渐被淘汰，难以实现“破中有立，立中

有道”的本质改变。 
二是“新文科”背景下的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新文科建设深植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脉络，是对于

传统文科的革故鼎新，内外兼修，是人文社会科学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9] (p. 283)。专业建设既要服

务于国家战略又要服务于学科自身发展要求，研究学科间知识网络，完善“主修 + 辅修”课程建设体系，

打破学科间壁垒，实现专业建设的跨学科、超学科发展，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竞争力，回归育人本质，致

力于培育复合型应用型国际化人才[10] [11] [12] [13]。新文科符合新时代国家发展的战略要求和人才培养

要求，借助产业革命、技术革命等力量，破除传统文科壁垒，不断增强人文社会科学服务社会和经济发

展的能力，新文科建设不仅强化了文科育人功能，更是高等教育提质增效的有效途径。 
三是“新文科”背景下教学模式和思政课程建设，现代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广泛应用于课堂教学，多

元化教学模式深入人心，效率较高；其次，依据专业特色实现“课程育人”，以“立德树人”为落脚点，

深挖深掘蕴含在各类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依托课堂教学、实践活动，将思政元素引入教学内容，探讨思

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共生关系，避免“两张皮”现象，稳步推进“三全育人”，切切实实做好“铸魂”

工程[14] [15] [16]，让“专业课”与“思政课”要协同发力，有机结合，共筑育人阵地，牢筑育人育才，

立德铸魂工程的关键一环。 

4.3.3. 关键词聚类 
基于关键词共现图谱，将关系紧密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同一聚类赋值最大者当选为该类的代表，以

此构建关键词聚类图谱，如图 4 所示。其中，模块值为 0.7156 > 0.3，轮廓值为 0.8854，说明聚类结果较

理想，共生成 13 个聚类模块，每个类团名称为该共现网络中关键词的名称。 
此外，根据类团详细信息可发现，聚类图谱展示的所有类团容量(Size) ≥ 10，剪影度(Silhouette) > 0.7，

表示类团内部成员之间紧密程度良好，如表 1 类团信息所示，说明关键词聚类效果较佳，同质性良好。 
基于关键词共现图谱，将文献中研究热点话题进行同质化聚类，得出的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以及类

团信息发现，对于新文科建设的相关研究热点话题都离不开以下几大类：新文科建设、学科专业建设、

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与体系、文科建设、建设路径等等几大关键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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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Keywords clustering 
图 4. 关键词聚类 

 
Table 1. Clusters information 
表 1. 类团信息 

类团名称 类团大小(Size) 类团剪影度(Silhouett) 

#0 新文科 36 0.957 

#1 戏剧与影视学 34 0.907 

#2 新文科建设 32 0.972 

#3 虚拟仿真 27 0.865 

#4 专业建设 26 0.836 

#5 课程改革 26 0.860 

#6 建设路径 24 0.898 

#7 文科建设 24 0.880 

#8“新文科” 23 0.794 

#9 人才培养模式 23 0.888 

#10 人才培养 21 0.868 

#11 新时代 14 0.727 

#12 人才培养体系 10 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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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文科”背景下外语人才培养路径 

新时代人才队伍建设对于国家发展至关重要，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在“新文科、大

外语”的时代发展背景下，培养“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外语人才势在必行[17]。基于 CiteSpace 可

视化分析结果，探析“新文科”背景下外语专业学生科学素养培育机制创新与建设路径，旨在推动外语

教学模式改革，培养外语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助推培育新时代复合型外语“新人”。 

5.1. 专业优化，实现多元化育人 

随着“一带一路”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新文科”建设响应国家战略，注重学科间的交叉融合，

不仅仅局限于人文社会学科间的交流，还体现在文理跨学科间的合作，以提升语言所承载的专业知识宽

度、广度和深度[18]。一方面，丰富课程建设，加强与哲学、文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交流，

构建“外语 + X”课程模式，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相关课程，丰富知识体系，完善知识结构，

夯实语言基本功，促进学生深度学习，实现全方位育人。另一方面，加强跨学科理论知识培养，让外语

专业研究不仅可以运用相关语言理论作为指导，还可以运用哲学、社会学理论甚至依附国家战略背景和

人才培养政策作为理论支撑。 

5.2. 科技辅助，完善教学模式 

新时代，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方兴未艾，蓬勃发展，5G 通信、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大数据处理、

智联网等逐渐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为人文社科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和研究工具。第

一，丰富课堂教学模式，运用多媒体网络技术呈现多模态的教学内容，采用翻转课堂教学以及“线上 + 线
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以及课堂效率；第二，拓宽教学渠道，打造“互联网 + 微课”，

利用超星、钉钉、MOOC 等丰富课程资源，学生提供开放、合作、共享的学习渠道以及学习资源；第三，

教授现代大数据分析技术，例如 SPSS 分析、CiteSpace 等可视化软件的使用与数据分析方法，和运用社

会学研究方法，如社会问卷调查、个案研究、访谈法等，使学生研究内容与技术相结合，用客观数据支

持研究结果，让研究用数据与事实客观表达更具说服力；第四，利用各大网络平台，教授学生信息检索

方法与正确渠道，提升学生“搜商”，不断培养学生及时、快速、准确获取有用信息的能力。 

5.3. 思政融入，夯实教育阵地 

“专业课”与“思政课”要协同发力，有机结合，共筑育人阵地。当今，“新文科”建设与“大思

政”背景对接，思政元素逐步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让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相衔接，激发专业课程在价值

引领、立德树人、铸魂补钙等方面作用，为“三全育人”奠定良好基础。外语专业理应与国家战略、国

家立场、国家形象相照应，立足本土，服务外宣，译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

出去，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思政课程教学体系紧紧围绕公共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以及实践类课程的相

辅相成。在公共基础课程上，融入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文科学素养、国

家安全意识等诸多课程。在外语专业课教学中，教师要明确外语专业战略定位，不应只注重对于语言知

识的讲解，更要注重对专业课程知识体系中的思政元素深挖深掘，以及中外文化的对比研究，比如，教

授知识的同时，营造积极、乐观的教育环境和氛围，潜移默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让思政教育更有温度、

更有力度，突出课程教学的人文性，丰富课程的专业性。其次，利用新媒体信息技术，推进思政元素与

专业课结合优势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引导学生结合专业特点特色，依托学科优势，积极创作网络文化

作品，比如，外文传唱经典红歌、中华文化双语专题生动小课堂等，积极传播先进文化，弘扬时代主旋

律，传播正能量。在实践类课程中，增加创新创业教育、社会实习实践类课程，让课堂与社会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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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让知识不在囿于课堂环境与书本之中，以此，不断提升大学生创新能力和创新思

维。 

5.4. 提质增效，完善教师队伍建设 

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人才培养强有力的保障。首先，组建校外专家 + 校内专业教师的教学团队，邀

请其他学院、专业教师甚至校外专家走进外语课堂与外语专业教师合作教学教研，举办知识讲座、分享

交流会和学术研讨会，互鉴互商，精心琢磨教学环节与教学活动，共同探讨外语教学改革新路径，打造

“金课”，实现协同育人；其次，发挥学校教学育人导向作用，定期举办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以赛促教，

以赛促学，实施新老教师结对子计划，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指导备课、授课、课后反馈

全过程，加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逐步促进青年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提升与发展，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

长。 

5.5. 院企合作，协同育人 

搭建院企合作、协同育人平台，逐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首先，企业可以通过参与校园文化活动、

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等方式，赋能校园文化建设；其次，通过院企共建实习实训基地、签订实

习协议等途径，将课堂搬进企业现场，实现双方优势互补，促进人才流通，为学生搭建学习和实战平台，

拓宽学生视野，培养锻炼学生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学院可聘请企业专家作为兼职导师参与人才培养全

过程，以校外最新产业发展态势与实践指导并协助学生参与“互联网+”等课外科技学术实践活动及创新

创业竞赛，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素养，致力于培养应用型人才。 

6. 结论 

“新文科”建设对于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目标至关重要，是对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积极探

索，是对传统文科的“破中有立”与“创新发展”。“新文科”背景下的外语人才培养更应注重内外兼

修，丰富内涵，强化专业，实现多元化育人将学科发展、专业发展与国家发展、时代发展相结合，开拓

新视野、明确新使命，培养“一专多能”的外语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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