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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价值理念与现代教育观反思

杨云安　张立伟

东莞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新文科教育改革直接面向当前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对当前教育模式的某种反思，对社会价值取向片面重视功

利性价值的反思。教育理念的不科学不合理实际是导致了人文精神素养缺失，越来越明显的物化社会，技术化的思维方式，

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危机等问题。现代社会面临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与精神危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重新思考人文教育

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唤醒人文精神，提升人的主体性价值，建立更加科学的学科间联系，应对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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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文科理念与价值反思

新文科是目前高校教育改革的热点话题。对新文科的

理解要从宏观视角看待，不能停留在旧有的思维框架中。它

不是对传统文科的知识拓展和升级。传统人文学科在很多方

面都受到其他学科的挑战，例如，知识内容，研究方法，学

术地位，就业市场，课程设置等，新文科改革绝不能把其他

学科知识嫁接到新文科学科知识中，这是一种误区。它也不

是某种超级学科，能够将其他学科知识体系涵盖其中。有不

少地方在进行文科教育改革时尝试将文科框架引入理工科

专业，尝试建立某种超级学科，这种超级学科很难成立。从

人类发展历史看，学科分类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是必然趋势，

建立某种超级学科显然是缘木求鱼。“新文科是相对于传统

文科而言的，是对传统文科的提升，其目的在于打破专业壁

垒和学科障碍，以广博的学术视角、开阔的问题意识和深厚

的学术积累为基础，为学生提供更契合现代社会需求的素养

训练，是对快速变革的社会生活的主动回应。”[1]

新文科教育理念的提出是对当前高等教育教育理念和

模式的一种反思。高等教育培养人类社会的知识阶层，承担

着传承人类文明的责任。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现代性教育模

式取代了全球各地的传统教育模式。对新知识、新科学技术

的追求引领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发展，特别是在改造自然，

创造财富方面。现代教育在学习研究和教育实践基础上不断

深化，形成专业化、分类化和精细化知识生产体系，建立起

现代教育知识体系，这是人类社会认知世界体系的概念基

础。以工科为代表的技术实践类专业知识获得了快速的增长

和更新，传统人文层面知识则没有获得数量层面的显著增

加。日益增加的存量知识使人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

掌握其中部分领域的很少一部分。教育仿佛陷入了一种“困

境”。一方面是对知识的无限的渴求试图了解世界，另一方

面是增加的知识让人们更加失去对世界的把握，陷入更深的

焦虑。

文科专业的弱化是新文科概念提出的时代背景。理工

科类专业及其背后的知识生产相比人文学科要更有实践价

值。这些专业无论是市场应用还是资源投入都要超过人文学

科的文科类专业。对理工科扩张的一种潜在隐忧促使高校教

育机构反思文科教育方式和实践价值。理工科技术发展进步

和科技发明创造带来了更多具有实践价值和功利性价值的

知识。作为价值知识生产者的文科教育却被远远甩在后面。

相比直接创造财富的理工科，文科的对财富的贡献更多的集

中体现在分配、消费和再分配领域。这实际上凸显了两种学

科之间在财富生产领域的显著差异。除此之外，在社会领域，

理工科专业能够在实践领域直接解决很多社会性问题，这也

使得文科专业面临尴尬的境地。例如，在解决粮食增产与人

口温饱问题方面，种子培育、农药、化肥的广泛应用能带促

进粮食常量显著增加，直接缓解粮食缺口需要，人文学科就

没有太多用武之地。实践价值层面的差别使得文理科专业受

重视程度天壤之别。

文科教育不能以简单的功利性价值标准来衡量，它关

注人类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是价值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人文学科所涵育的人文关怀、价值追求、品德素养俨然

成为理工科知识分子可有可无的非必要条件。 “研究自然

科学的一些专家缺乏人文关怀和价值判断，研究人文社会科

学的一些专家缺乏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他们共同的特点是

脱离社会现实，视野、格局和方法上都严重受制于所在学科

的规定性，受制于这种规定性带来的种种局限性。”[2] 比如

目前人工智能化机器人的广泛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

更多财富，但也使很多就业人群面临失业的威胁。要对人文

学科在现代社会的价值重新思考和锚定。人文学科任何时候

都不应该淡化甚至轻视。新文科不但是对自身的反思，也隐

含着对其他学科，对整个社会发展的一种反思，不能过分沉

浸于财富、进步、发展、科技所带来的表象世界，要保持足

够的警醒居安思危。提高人文学科的地位，增强对学科的投

入，促进不同学科均衡发展，把人类社会从对物质的迷恋中

解放出来，有助于更加全面的理解和解决各种危机挑战。

二、教育带来的价值观危机

人文教育的弱化缺失和人文素养的匮乏，使当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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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存在受到功利化和物化的威胁。功利化价值驱使人为

了追求效率、利益、可见财富赤裸裸追逐，导致拜金主义思

想的泛滥，崇尚物质消费，鄙视精神价值，社会成员之间关

系异化为一种物质依赖，最终结果是文化粗鄙化甚至文明荒

漠化。人文情怀和素养的丧失已经是当前教育体系中十分明

显的现象。传统的人文情怀表现为一种个人道德层面的高

尚的情操、思想文化层面严格的品德自律和现实世界的关

心民生疾苦的责任与义务。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社会，

文科教育所秉承的教育、塑造、培育被教育对象深厚入世情

怀的目标都是一以贯之的。在理工科教育受到空前重视的背

景下，文科的价值理念在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价值指引被功利

性指引所替代，预示着人类社会对当下物质世界的沉迷和迷

失。当社会大多数人群追求物质消费所带来的欲望释放的快

感时，价值和意义的缺失使他们忽视了这种沉迷背后的危险

信号，不断丧失人的价值性，回归人的生物性。以实用、方

便、效率、快速等内容的价值体系将伴随人不断膨胀的欲望，

诱导人迷失在人类创制的物化世界中，逐渐丧失作为人最宝

贵的价值存在的标的，如自由、爱、奉献等。那么人也就变

成了能够物质化的人，将重复性的追求物质财富、释放生物

性的基本欲望作为生存的价值标的。这样的人已经很难成为

哲学意义上的理性主宰了，实际上是异化为物质主宰。

理工科教育最大的影响就是技术思维扩展到社会，过

度追求技术化社会将带来日益冷漠梳理的社会人群和更加

机械化、物化的社会结构。当人们沉迷于技术进步的成就时，

实际上也在远离作为人本来具有的情感与意志。在技术化大

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成为先进技术的一个环节附庸

而存在，失去了作为人的主体地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从

传统社会的血缘、宗教、文化纽带慢慢转变为生产和技术分

工等物质依赖联系。彼此之间的交流将以程式化的机械性语

言沟通和交流，感情更加冷漠和疏远，传统的思想和精神价

值体系会被效率、成本价值体系所取代。社会转变成为一种

机械化社会，人们则变成了远离价值意义世界的机械人，难

以感受到作为生物人的一些存在感觉，如喜怒哀乐，奉献、

执着、忠诚勇敢等。西马代表人物卢卡斯就曾经预言过资本

主义社会由于过度追求剩余价值，会导致人类社会的物化，

产生价值危机。从这个意义上看，新文科其实也是在物化社

会来临之前，唤醒人类的人本位意识，避免由于过度追求物

化社会而失去人的价值。

当前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不合理还造成了一个问题就

是物质与精神的割裂和对立，在社会层面是拜金和道德，在

世界体系层面是生产社会化与价值体系碎片化，在经济生活

领域表现为财富繁荣和贫困泛滥。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有各

种环境因素，但是都和精神领域的物质精神对立有密切联

系。人们试图通过技术的发展进步实现物质解放，但是在解

放自身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快了异化的步伐。物质文明的进

步释放并加强了人的非理性意志，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对立。那些被视为文明精髓的精神价

值早已不在后来的文明世界获得传承和生长，失去了原本的

价值意义。高校重视新文科建设，增加投入本质上是为了更

好地服务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使人文关怀与社会政策、

国家治理以及区域发展密切结合，形成具有新时代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和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锻造出与国际研究前

沿接轨的中国学派和专家学者。”[3] 人类社会发展的成果虽

然不断沉淀为物质文明，但是所遇到的阻力也日益加大。不

解决这些问题，很难想象这条道路发展的结局。

威胁人类社会的一系列问题从表层看是一种技术差距

层面带来的发展不平衡，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价值支配的不

公平，但是深层矛盾实际上是价值观体系危机。现象世界的

问题或者危机都与精神世界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和现象世界

问题混杂在一起形成难以破解的挑战和威胁。人类社会内部

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地区冲突和暴力犯罪等全球性问题，

社会外部的环境危机、变暖危机等问题本质上就是人类文明

价值体系的衰败。人是客观实践的主体，这种主体地位赋予

了他支配自然世界的某种权利，今天的危机其实就是人类社

会发展的危机。“不同文明系统中的人群、人种都要携手起

来共同面对人类毁灭的风险⋯⋯一切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

思考的焦点都应该聚焦在这个核心价值观上。”[4] 寻找解决

问题的方法终究还是要回归到价值体系，不能仅仅依靠技术

进步，有科技进步带来的发展实际上把就危急的社会问题更

加复杂化，甚至带来新的危机。

三、以新文科视角反思现代性教育危机

人文是对人的修养身心，对道德价值的熏育，传承理

想与信念，是把精神和文化浸润人的精神世界实现延续。这

种延续必须要借助社会实践的主体——人来实现，理科借助

自然规律的力量实现社会的进步发展，延续人类社会，从而

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文科则是依靠人的精神世界延续文

化、思想，实现代际之间传递，实现文明的持续，实现对时

间消逝力量的对抗。客观世界的规律天然就具有对抗时间消

逝的免疫力，人类社会本身也是客观环境的造就，却没有这

种对抗的免疫力。只能借助代际传递实现文化价值和意义的

共享，实现价值和信念的永恒传递的目标。客观世界的存在

和人类社会本质上都是物质的组合与分解。当自然或者客观

世界物质运动与分散时候，就是在用时间来销蚀存在，客观

存在引导时间的力量与物质本身的力量碰撞、交换，转化，

最终是能量与物质以湮灭为形式创造出新的存在形式。

人文精神中的价值内容药贯穿所有教育内容和科目中，

唤醒人的主体性意识，摆脱对物质世界的沉迷。新文科应

充分发扬人文精神中批判性价值作用，唤醒更多的人使其

对占有消费物质的沉溺性欲望得到有效节制和缓解，最终

摆脱对物质的高度依赖。批判性精神首先是新文科改革一

个方面，要将这种批判性价值引导与其他学科或者技术演

进、知识生产密切结合，以批判性价值体系驾驭理工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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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人类社会追求物质解放的根本原因还是为了实现精

神解放，但是却让人陷入了物质解放的误区，加剧了人们

对物质产品的依赖。

提升人的主体性价值是第二个方面。要以人的价值为

方向而不是价值的人。人文情怀和素养、人文精神都是依托

人的价值建构起来的，要将能够体现人的价值性的文化元素

重新加载到文科教育或者文科知识中。挖掘传统文化的时代

价值，重新激活这些文化的价值，要以审慎的标准重新看待。

对真理的追求和献身、对公平正义的坚持和维护，对自由平

等的奋斗，对天地万物一体的探寻，对生命生老病死的敬畏

与尊敬等等，这些都是人文素养情怀的生生不息的源泉，也

是丰富人文素养、情怀的重要依托。重新去感受人作为自然

世界的一部分，重新升腾起对自然及万物的敬畏之心，重新

认识人与自然世界万物的联系。这些价值理念要结合不同学

科教育内容，推广到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领域，作为一种约

束规范，提升人文价值规范在社会价值规范中的比重，改变

目前功利化价值规范一家独大的现状。

第三个方面是重新思考高等教育学科间关系，新文科

不是在理科、工科等其他学科日益强势背景下与其他学科的

融合，而是一种对知识生产过程、生产方向和对生产本身的

反思。

“‘新文科’不仅意味着文科与新科学技术的融合，

或者说文科与新技术的融合不是最终目的，学科交叉融合是

为了‘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是为了更好解决

现实世界中的复杂问题。”[5] 新文科是要通过对其他学科的

反思，获得自己的价值标定，而不是通过借助其他学科的发

展资源来重新建构自身知识体系。新文科建设是思想认知层

面的拨乱反正，是要对文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

建构。它提供价值观和人文精神支撑人的精神世界。价值观

对于激发人的主观积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在

任何时候都不过时。我国建国以后国防工业领域两弹一星工

程离不开大批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他们克服各种困难，顽强

攻关的精神正是由于他们对国家对人民深深的爱，正是在爱

国主义精神的鼓舞和激励下，才能在艰难的环境中创造出国

防工业的奇迹。

现代性社会人、物、信息的密切交流和交换隐含着一

种危机，即不确定性危机，任何一次危机都有可能被这种密

切联系的网络化社会放大、转移、转换甚至激化。思想界、

教育界都已经认识到了不确定性时代正在到来。“在一个以

快速变化、不确定性和日益增强的互联性为特征的世界里，

越来越需要科学来帮助解决持续的、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

不仅包括一些目前众所周知的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和生物

多样性丧失，而且还包括贫困、安全和治理等相关问题。”[6]

展望 21 世纪人类最大的危机和挑战，很有可能就是以不确

定性为最主要特征的危机。2019 年爆发的冠状病毒疫情正

是这种不确定性最明显的体现。一些领域的具体的事件危

机，实际上反映了人类社会在走向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失

序、失治、失策和失明。人类社会不能有效的建立、形成共识，

不能有效的提出解决、应对方案和办法，更不能有效的预见、

发觉危机的苗头。这促使人们反思发展本身，反思人与人与

自然的关系，反思人类社会自身。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通

过对教育的思考和改革来实现。重视人文精神的培育，增强

对自然、社会的关怀和思考，走出不确定性迷雾，才能更好

的预防和解决各种危机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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