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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最终使得传统优势特色学科逐渐落后，而新设专

业也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新文科背景下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一）培养目标——以现实需求为导向

学科交叉是新文科建设的思想内核，即通过学科间

的融会贯通来实现现有文科专业的转型升级。基于对人

的主体性关注，新文科专业有责任去对人类的创新精神

与能力进行培养，以匹配当今的复杂社会系统的需求。[5]

首先，人文学科为当今科学技术发展限定道德和伦

理边界。其次，人文学科为人类的行为赋予了公共意义。

因此，新文科学科交叉融合需要对接国家和社会重大需

求，从解决人类的现实问题出发进行文科的改造升级。

传统文科的功能选择，往往从单一立场出发，仅考

虑到简单片面的利益。而新文科的发展进步，则需要以

现实需求为导向，进行多学科一体化的交叉融合。从传

统文科的“解释性学术”内核到“解决现实问题”的价

值引领，将传统的金字塔式知识结构转变为扁平化、多

维度的知识群。新文科以人类现实需求为目标，就是要

超越片面、单一的学科培养模式和立场，[6]从综合、全面

的角度思考问题，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建设的转型升级。

（二）培养模式——探索“超学科”的交叉融合学

科体系

“ 超 学 科 ” 理 论 方 法 即 以 知 识 整 合 为 导 向 来 解 决

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其本质就是通过不同知识结构的结

合，形成一种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全新思路，为社会发

展提供更多选择。[7]这正与新文科教育的逻辑思维相通。

目前，人文学科发展的惰性是阻碍学科交叉融合的主要

因素，新文科教育则反对这种片面式发展，反对将知识

与实践分裂而造成的碎片化学习，打破各学科间的学术

壁垒，超越学科局限，促进超学科视野下各学科之间的

集群融合。

以“超学科”理论方法为核心的新文科交叉融合学

科体系的建立，从宏观层面来看，需要在不同学科甚至

不同领域间形成同型认知，形成更高维度的、具有普遍

意义的概念和研究范式，并与“非学科”领域的政策制

定者、利益相关方等的现实需求相融合。在微观层面，

必须更新学科交叉融合观念、深化理论研究，进行超学

科 管 理 体 制 的 实 践 ， 通 过 理 论 、 方 法 和 实 践 路 径 的 创

新，实现传统单一学科思维和学科体系的根本性变革。

新文科背景下学科交叉融合人才培养的实施路径

（一）创新新文科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范式

学术是新文科的知识核心。其中，“学”指知识以

及求知的这一过程，“术”指学习知识的方法与策略。

可以看出，“学术”一词既包括对理论知识成果的静态

描述，又包括对实践应用过程的动态应用。由此，可以

将学术定义为对专门的理论知识进行系统、规范地探索

与应用的实践过程。

当前，要推动新文科的建设发展，就必须对当前人

文学科的培养模式进行变革，在此基础上创新新文科学

科交叉融合的学术范式。[8]

首 先 ， 从 理 论 研 究 范 式 角 度 来 看 ， 应 对 传 统 的 人

文学科理论进行更新，广泛吸纳新思想、新技术和新方

法，突破传统人文学科研究模式的桎梏，以人文素养为

导向，构建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根本出发点的学科研究范

式。

其 次 ， 从 研 究 对 象 角 度 来 看 ， 应 打 破 传 统 文 科 只

限于内部交流沟通的局限，促进人文学科同理工科、医

科、农科等多领域的交叉融合；同时，还应增加文科与

非学科层面的互动交流。

最后，从研究路径角度来看，应鼓励不同学科的研

究学者从各自专业领域视角提出见解，归纳整理，最终

形成一套普遍认同的概念理论、研究方法及学术体系。

（二）创新新文科人才培养学科交叉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载体，在新文科建设

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育

人的根本在于立德。”重构新文科的课程体系，必须以

“立德树人”为核心，对新文科教育教学课程体系进行

创新，充分发挥人文学科在人文素养以及公共情怀培养

等方面的独特优势。

首先，应根据国家、地区和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

鼓励教师根据需求设置多领域、多层面的高质量文科选

修课程，对目录外二级学科进行自主设置调整。

其次，可以在允许范围内合理增设文科通识课程，

将新文科与其他各类学科相结合，对不同专业人才的人

文素养进行全面提升，形成深度融合的通识课程体系。

最后，提升高校新文科建设评价体系中育人指标的

权重，以此为基础推动中西部高校教育教学体系、课程

评价体系等方面的改革，据此逐渐提升交叉学科在学术

界、政府部门、行业企业以及社会公众中的认同度，为

新文科交叉学科的发展提供更全面的平台和渠道。

（三）创新新文科人才培养组织体系

人才是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决定着其他

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中西部高校应充分认识到，创建

特色学科的根本动力是特色教师队伍。因此，应通过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