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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丽明

凝心聚力 创新建设 开创文科教育新未来

［摘 要］近年来，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各文科教指委、各高校积极开展新文科建设理论研究和实

践探索，在新文科建设的各个方面持续改革创新。未来，新文科建设应围绕“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

科人才培养体系”总体目标，朝着研究更深、专业更优、课程更好、模式更新的方向不断深入推进。

［关键词］新文科；理论研究；实践探索

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支持教
育强国、文化强国建设，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教育部启动新文科建设，在 2019年 4月设立新文科
建设工作组。近两年来，工作组会同各文科教指委、相关
高校积极开展新文科建设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加强研究，凝聚共识，新文科建设奠定思想基础

工作组示范引领。工作组专家率先围绕新文科的
新理念、新内涵、新目标、新任务等重要问题进行研
究、发出声音，先后组织新文科建设研讨会、新文科建
设高峰论坛、 面向未来的新文科建设线上高峰论坛、
新文科建设与卓越法治人才培养高峰论坛等，带动教
指委和高校开展新文科建设研究探讨，组织一批研究
成果公开发表。

教指委全面推进。 各文科教指委积极作为，举办
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各具特色的研讨活动，推动文科
建设理念更新和目标确立。 2018年，经济和管理类教
指委主任委员联席会聚焦“新时代新文科新经管”，对
新文科建设和卓越拔尖经管人才培养进行研讨部署。

2019 年，美术学教指委提出回应时代新需求、涵融时
代新内涵的新艺科理念，财政学教指委专题研讨新文
科建设的时代需求和建设重点，民族学教指委召开民
族学新文科建设研讨会。 2020 年， 戏剧与影视教指

委、阿拉伯语分委员会、俄语分委员会、物流管理与工
程类教指委等分别召开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人才培养
改革研讨会。

各高校积极探讨。两年来，不少高校积极行动，呈
现出新文科建设研讨热度密度双提高态势。 2018年，
华中科技大学召开新文科教育教学改革研讨会，中国
政法大学举办新法学、新教法：新时代创新法学教育
教学方法研讨会。 2019年，北京理工大学主办新文科
建设与卓越法治人才培养高峰论坛，山东大学举办新
文科建设：从理念到行动高峰论坛。 2020 年，南开大
学、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山东大学等分别召开新
文科专业建设研讨会。

经过研究交流，新文科建设认识逐步深入，现已
形成如下共识：深化意义认识。 新文科建设是提升综
合国力的需要，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需要，是培养时代
新人的需要，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需要，是文科融合发
展的需要。厘清建设内涵。新文科建设要立足新时代，
回应新需求，从学科导向转向需求导向，从适应服务
转向超前引领，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 要突破传
统思维范式，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
为途径，促进文科融合化、时代化、中国化和国际化。
阐明建设遵循。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文科教育发展道
路，坚持“尊重规律、立足国情、守正创新、分类推进”
的原则。 明确建设任务。 明确总体目标，强化价值引

聚焦新文科建设
编者按：日前，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研究了新时代
中国高等文科教育创新发展举措，对新文科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 会议指出，文科教育是培养自
信心、自豪感、自主性，产生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形成国家民族文化自觉的主战场主阵地主
渠道。 新文科建设对于推动文科教育创新发展、构建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
格局、加快培养新时代文科人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期聚焦新文科建设组约
专题文章，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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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促进专业优化，夯实课程体系，推动模式创新，打
造质量文化。

知行合一，改革实践，新文科建设迈出探索步伐

新文科建设是新时代文科教育大计，贵在思想引
领，重在改革实践。 多所高校在新文科建设上采取新
举措，迈出新步伐，初步形成了可供参考借鉴的经验。

注重顶层设计。 2019 年 10 月，山东大学发布国
内首个《新文科建设工作方案（2019 2021）》，明确指
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建设路径，在建设新专业（方向）、
新模式、新课程、新理论上发力，推动学校新文科建设
进入实施阶段。

优化专业设置。 一方面，部分高校纷纷探索设置
新文科专业；另一方面，部分高校积极推进已有文科
专业的优化改造。

创新培养模式。不少高校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 例如，南开大学用四新目标、四新理念、四向融
通、四抓举措推进人才培养改革；中国人民大学推出
明德、明理书院，推进文理交叉人才培养。

推进课程建设。 部分高校以新文科理念为指导，
结合课程思政要求，推进课程改造升级。例如，中国人
民大学建设 100 门面向新理论、新技术、新需求的前
沿课程和交叉课程；山东大学建设一批体验式课程和
新文科特色课程。

带动通识教育。 部分高校积极以新文科理念带动
通识教育发展。例如，北京大学以新文科理念全面推进
通识教育建设； 山东大学用新文科理念指导通识教育

2.0改造；四川大学基于新文科推出文科大师领衔的系
列通识核心课程； 中国传媒大学通过光明影院、 大讲
堂、数字中国文化等项目打造人文素质建设新平台。

新建实验平台。 部分高校适应新文科建设需要，
打造文科研究与实践平台。 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建设
数字清史、数据法学、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等新
文科主题实验室； 中国传媒大学建设融媒体运行中
心，推进 AI虚拟主播和情感计算；山东财经大学建设
新商科实验室等。

明确目标，大力推进，新文科建设开启崭新篇章

2020 年 11 月，全国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的召开
标志着新文科建设进入了全面启动的新阶段，建设之
路前景广阔而又任重道远。

明确建设目标。要充分认识“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
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的总体目标，着力推动文科教
育创新发展， 构建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
发展新格局， 建立健全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
体系，推动形成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不断增强民族
自信心、自主性和自豪感。要在研究交流中不断深入认
识目标任务，把握新文科建设改革的正确方向。

持续深化研究。 要不断推进理论与实践研究，以
项目实施带动改革实践， 打造一批体现中国文化、中
国智慧、中国经验的标志性成果，建设一批中国案例。
有条件的院校可设立新文科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助推
新文科研究走深走实。

促进专业优化。 加快专业布局优化调整，加强文
科专业现代化建设，打造一批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
文科专业和优势特色方向或微专业，形成系统的新文
科专业体系。 以新文科引领一流专业建设，推进文史
哲经“强基计划”和“拔尖基地”建设，打造文科拔尖学
生培养高地，支撑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建设。

着力建好课程。 以“双万计划”为契机，打造一批
新文科金课。 抓好新文科教材建设，推进“马工程”教
材建设使用，支持中国特色教材编辑出版，推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 进课堂、进
头脑。 以新文科理念新增和提升一批通识教育课程，
充分体现融合化时代性特征， 彰显文科独特育人功
能。 扎实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牢牢把握文科教育的价
值引领性，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推动模式创新。各类高校可发挥各自优势，探索多
样化培养模式。打破学科壁垒，以更加广泛灵活的人文
学科融合、人文社科融合及文理、文工、文医、文农交叉
融合，着力培养复合型创新性人才。 打破学校壁垒，以
更加密切的校际合作服务学生成长成才。 打破地域壁
垒，以更加广泛的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和国际合作助力
新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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