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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下新文科的建设、发展与未来研究是现代化文科专业教育发展理念的新方向，对原本的现实面貌作还原与重新定

义。新文科在新时代应当具有创新性，新文科须具有走向未来、走向世界、走向师生的新型学科特色。在新时代下要建

设新文科应当对其时代涵义作重新阐释，要正视新文科在发展中所遇到的现实困境，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通过塑造人文情怀，弘扬新时代精神，构建新文科体系，保持学术话语的主动性助推新文科在新时代下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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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and future research of new liberal arts in the new era is the new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modern liberal art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which restores and redefines the original realistic appearance.The new arts 
should be innovative in the new era, and the new arts should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oing to the future, the world and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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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一词率先由美国希拉姆学院在 20 世纪 80 年代首次提出

的新型学科概念，希拉姆学院是一所以文科专业作为主打教学的文

科类高校，并且在当时的全美教育行业来讲所拥有的文科专业数量

位居首位。但是对按照传统文科专业模式培养的学生，在希拉姆学

院看来是无法适应美国快速发展潮流的，也正因如此，一个全新的

概念“新文科”就此应运而生。随后经过希拉姆学院的反复考量，

最终决定开设“交叉学科”专业，这种文理兼收的复合型学科，在

很大程度上缓解和解决了美国对于综合型人才的需要。是对后现代

主义所宣称的“文科已死”最大的讽刺与重新塑造，以至于美国在

全球成为至今为止的教育大国，可见与其教育理念有着很深的渊

源。我国在 1977 年正式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培

养了更多的优秀人才，同时在文科人才选拔和复合人才培养中也进

行了大量的实践探索。 

1  新文科的新时代内涵 

基于当前国情和文化根基，对于新文科的建设与发展应当立足

于中国学科发展，面向世界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科建设。“科教文

体卫”事业作为我国重要的软实力发展支撑，新文科不单是在哲学、

法学等这样的传统学科之间进行再定义、新发展，更是对文科类别

发展的一种全新规划。新文科的发展是以文科本身自有的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为一体的新型学科类型，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新时代的教育理念

中，不断贯彻新文科新发展的学科理念。以打造新文科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新文科体系，以及构建新文科的学习方法论赋予新文科的时

代发展内涵[1]。 
1.1  新文科是“文科命运共同体”的新构想 
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势头已经在新时代占据了主流影响，各类

新型交叉的文科专业随之诞生，以法学为例，“法学+AI”已经成为

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在 2021 年 9 月首批新生招生中的主打专业，

而在此之前的“法学+心理学”“法学+医学”“法学+法律英语”等

各领域内的法学交叉专业开设，是顺应新文科发展建设的趋势表

现。新文科发展首先要打破传统的地域发展理念，面对新文科的建

设发展也应当是“文理交叉”共享共建的学科发展，对于专业学科

的发展可以与业内人士一道召开相关的听证会予以进一步讨论分

析。其次在新文科建设中实现“共享”，“自我封闭”的单独遐想无

法实现新文科走向创新之路， 
1.2  新文科是新时代文科发展的总架构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学而优则仕”学习理念根深

蒂固，也是文人墨客的孜孜追求。要坚定文化自信，对国家壮大和

社会发展具有较强的凝聚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

创新的时代精神，从新文科的建设角度出发，自身的创新发展与改

革实践有助于国家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2]。对一些过时已经无法适

应时代发展需要的理念、学科、模式等要予以摒弃，在“新时代价

值教育观”的理念下，对新文科的发展进行重新的整体架构，绝非

简单的文科专业拼凑而成，应当重新审视、慎重考虑。 
1.3  新文科是具有多功能理论特色的方法论 
新文科要在新时代有所创新与发展，离不开科学的方法论。新

文科的“新”体现在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功能再造，某种程度

上新文科的方法论是在新时代如何实现文科的新功能，进而赋予新

文科在新时代的新功能、新价值与新使命。与此同时，新文科是以

构建“总文科”系统构建的一次全新发展，是打破传统学科界限，

在功能理论上进行积极探索的新时代特色方法论[3]。打破文理学科

之间的传统界限，使理科专业类别所具有的学科特色在文科专业中

也同样可以适用，切实有效肩负起新时代的新文科使命，以社会发

展需要为建设导向，实现了单一学科专业的泾渭分明到交叉学科之

间的深度融合，以适应时代发展对新文科的新需要。在“总文科”

的多功能发展构建中，将“传道受业解惑”升级为“改革、实践、

创新”的学科并发展为“一专多能”新文科。结合当前建设教育强

国背景，一是进一步深化文科教育改革，立足新时代的新发展理念，

借助文科本身的学科特色，不断与国家的总体改革思路契合。二是

要增加实践交流的平台，将其所学的知识不断的融入到现实的实践

交流中，也是新文科按照“总文科”方法论发展的新思路。三是与

时俱进的创新思路，要将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在此基础上不断实

现创新发展，以创新的教学理念、办学特色和培养模式，积极迎合

新时代对于文科人才的新需要。 

2  新时代下新文科建设中所面临的时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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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下的新文科建设，要标新立异就势必会面临来自新时代

的诸多困境，也是新文科突破自我、自主创新发展下的困惑所在。

每一个时代都有无法抗拒的困惑，在新时代对于新文科的建设同样

如此[4]。新文科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时代内涵，都从某种意义上集

中表明新文科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对于现实困境中的难题解决。面

对新文科的时代困境，要有迎难而上的信心和魄力，同时积极回应

对于科技创新的时代挑战，以培育新时代复合型、交叉型、创新型

人才为己任。 
2.1  新时代的国际视野 
大学者必定是具有远大的理想和宽广的胸襟，新时代下的新文

科建设在塑造“文科命运共同体”的同时缺乏国际视野。新文科为

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宏观视野与家国情怀是优秀人才

的必备品质，要充分发挥新文科教育的主观能动性。以“文科发展

无国界”的人文理念，建立对中国文科未来发展基础的可行性评估

机制[5]。站在一个世界的高度俯视和了解新时代对于新文科人才需

要的自我认识，这是一种使命的担当、责任的承担，更是一种对国

际人文主义精神关怀的继承、发展与弘扬。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新时代话语体系和具有国际影响传播力的学术思想，就不能没有宏

观的国际视野。而何为新文科的国际视野，是需要所有文科类别进

行共同探讨之后所得出的最终结论，新文科要在未来获得长足进步

与足够空间发展，那么具有宏观的国际视野无疑就成为新文科建设

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2.2  新时代的实践创新 

新时代下的新文科建设，基于社会对文科人才需要的创新改革

发展需要，对人才的培养与创新都远超之前的培养目标。除具有人

文精神、民族精神、关怀精神这些现实时代精神外，还应当具有实

践创新精神，已经成为对文科知识检验与创新发展的重要形式。在

新文科的建设发展中，实践创新的探索从未停下脚步，面对学科发

展落后、办学特色缺乏和教学理念匮乏，对现实语境下的新文科建

设造成了一定的阻碍。要在“共享、共建”的发展理念下，围绕新

文科人才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逐步建立新文科实践

创新平台。创新教育与素质教育作为实践创新的一体两面，创新教

育已经成为素质教育的关键，而素质教育的提高对整个民族在新时

代的人才培养创新中具有划时代意义。 
2.3  对科技创新的回应 

新文科的建设与发展不做“一家独大”，传统理念下的文科教

育按照社会人才与教学培养的传统模式一以贯之。科技的发展已经

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帮手，“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对

新文科的建设与发展增添了活力。更多像“AI+X”“大数据+X”这

样的复合型新型专业已经成为高校招生的热门专业，行业领先发展

对新文科的发展与建设有时代价值的引领作用，新文科建设的科技

创新与时俱进要求充分利用好现代科技领先给新文科发展所带来

的新机遇。面对世界与科技的对话，新文科应当及时作出时代回应。 

3  新时代下新文科建设、发展与未来的新路径 

3.1  国际视野的发展理念 

新文科在新时代要获得长足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国际视野下

的发展理念。对于新文科的时代精神是一个“去粗取精”的提炼过

程，传统的文科发展理念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改革。新文科

要在国际宏观视野的时代理念中，将新文科的“新”得以灌输给每

一位莘莘学子。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是不断激励新文科向前发展的

重要动力，因此新文科应当统筹国内国际两大格局下的新发展理

念，弥补在传统文科建设发展中的不足，在“产教一体”下的新发

展理念中，让学习文科专业的学子得以受益。 
3.2  体系健全的构建思路 

新文科的“新”同样离不开新时代下的话语体系、学科体系与

学术体系，学科发展也离不开学科话语体系在全球的话语地位，而

新文科要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独立的学术体系就不可

或缺。新文科的话语体系要在长期以往的课堂教学与教学改革中，

不断探索新文科在新时代新的话语体系中，指明高质量人才培养的

方向。 
3.3  丰富多彩的实践内容 
新文科不仅旨在培养学生的国家宏观视野，同时发挥理论源

于实践的理念，使新文科的理论知识不断在学科与实务之间往返

穿梭。“百无一用是书生”是古往今来世人和古人对文科生的一种

客观片面认知下的单纯评价。过去以往课堂教学与实践课堂受到

条件限制影响，一时很难给学生创造和搭建更多的实践平台。新

时代下的新文科建设，已经实现诸如“翻转课堂”这样的教学与

实践为一体的新型教学模式，这些得益于时代的发展与理论的创

新，对于新文科建设要抓住机遇，积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实践氛

围，提供形式多样的课堂教学方式，缩小新文科中理论与实践的

差距。 

4  结语 

行文至此，新文科的发展建设应当回归教育的实质。而这种实

质是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的新型交叉学科，将助力于新时代新文

科的建设新发展。新时代的文科发展不断释放出新的学科思路和发

展理念，要打破传统学科的思维定势与独立发展理念，积极进行多

学科的交叉融合创新。改变和提升传统教学规划与人才培养方案，

新时代的人才培养应当朝着复合型、交叉型的多功能人才需要而不

断完善，为更多的新文科人才搭建及时有效的实践交流平台。新时

代赋予了新文科更多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新文科在新时代的丰

富内涵也必将朝着更加多元化的人才需要和复合交叉学科的必然

趋势而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高度，重新审视文科的建设发展与

未来研究，后续的新文科方能在改革实践与创新驱动中更加具有前

瞻性。 
 
作者简介：李蓉（1976—），女，副教授，研究方向：边境管

理学，国家安全学；郭恩泽（1993—），男，在读博士生，研究方

向：法教义学，刑法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教育厅 2020 年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

重点项目《忠勇铸警魂：“三全育人”体系下公安铁军人才培养的

探索与实践》（编号：2020JGZ160）、《地方公安院校卓越警务人才

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编号：2020JGZ16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郁建兴.以系统思维推进新文科建设[J].探索与争鸣，2021（4）：72-78+178． 
[2] 郁建兴.新文科建设的场域与路径[J].新文科教育研究，2021，1（1）：38-47+142． 
[3] 熊澄宇．关于新文科建设及学科融合的相关思考[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9（2）：22-26． 
[4] 周善东．新文科背景下文科实验室建设的几点思考[J].科技视界，2021（13）：151-152． 
[5] 何万国，兰刚．地方高校新文科专业建设策略[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21，40（3）：117-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