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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文科建设的内涵及其时代意义

• 2018年教育部首次提出四新建设：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

• 2019年5月教育部召开“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正式拉开了新
文科建设的序幕。

• 2020年11月3日，教育部在山东大学召开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启动大会，按
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新时代坚持新发展理念和建设新发展格局的总要
求， 主动求变，推动文科教育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使命，加快新文科
创新发展。

   《新文科建设宣言》公布了新文科建设的共识：

      提升综合国力， 坚定文化自信，培养时代新人，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文科教育融合发展。



1. 新文科建设的内涵及其时代意义

• 新文科建设的初心就是“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促进文科融合化、时代性、中国化、国际

化，引领人文社科新发展，服务人的现代化新目标”（樊丽明，2020：5）。

• 新文科建设是对传统文科建设进行反思的结果，其内涵指向继承传统、立足时代、突破局限、

勇于创新，使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更加有助于解决时代进步和未来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宁琦，

2020: 13）。

• 新文科建设将文科教育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想的实现紧紧联系在一

起，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外语教育要在新

时代文科创新发展中担当大任（刘宏，2021）。

• 新文科理念的提出赋予外国语言文学学者一个广阔的多学科和跨学科视野，我们不应辜负时代

的使命和国际学界的期待（王宁，2020）。

• 新文科建设突出示范引领，目的是带动高校优化专业结构，促进专业建设质量提升，推动形成

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王俊菊，2021）。



2. 新文科建设聚焦一个中心：人才培养质量 

• 李克强总理：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

      3月5日上午9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  
      2021年重点工作时指出，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

• 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产出世界一流科研、培养世界高端人才

• 加快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培养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需求的合格人才



2. 新文科建设聚集一个中心：人才培养质量 

• 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和2035年愿景目标：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 外语院校的新文科建设

      一是要努力提升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专业（文学、语言、翻译等）的建  
     设质量；二是发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联接其他人文学科（历史学、哲

     学、传播学、艺术 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作用；三是以数字

     人文理念建设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刘宏，2021）。

• “十四五”期间外语专业将致力：内涵发展，质量提升



3. 新文科建设的三大路径 

3.1 培养“一精多会（语言+语言）”的高素质外语人才

• 为国家培养既懂专业又精通外语的人才，

      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需要， 更是

      我们外语人的使命担当。为贯彻落实教育

      部高教司2018年9月17日关于加强高校公

     共外语教学改革工作的会议精神，深化

     公共外语教学改革，北京大学面向非外语

    专业学生开设了第二、第三公共外语课程，

     培养“一精多会”和“一专多能”人才。

• 云南师范大学：9个本科外语专业

    复语专业：英语+泰语、英语+越南语、

   英语+缅甸语、英语+老语、英语+柬埔寨语、

   日语+英语、西班牙语+英语、阿拉伯语+英语

• 各省市一流大学的外语专业全体学生

• 各地方大学的部分优秀外语专业学生



3. 新文科建设的三大路径 

3.2 培养“外语+专业”（一专多能）的高层次复合型外语人才

•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英语专业教学指南》提出了二十一世纪所要培养的是“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

功、较强的跨文化能力、厚实的英语专业知识和必要的相关专业知识，能适应国家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熟

练使用英语从事涉外行业、英语教育教学、学术研究等相关工作的英语专业人才和复合型英语人才”

• 在高年级从语言技能教学转向内容教学：在英语本科高年级设内容课将是发展方向。三、四年级都应有以百科知识为单

元的教材, 例如一本历史, 一本文学, 一本文化, 一本环保, 财经, 法律, 保险等等（刘润清，1999）。

• 增强大文科意识和跨学科意识，扭转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千校一面”的状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自 20 世纪 80 年代

开始推行“全人教育”理念。设立了“英语 + 信息管理”特色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模 式（张欣，2020）。

• 外语专业人才培养应当对接新文科发展战略，以语言文化教育与研究为本，培养体现学科交叉尤其是知识结构实现文理

交融的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胡开宝，2020）。

• 西安外国语大学探索以外语为核心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外语”或“+专业”的专业路径融合，丰富人才培养

的内涵，拓展专业培养的外延。全校56个专业划分为“外语+专业”（17个）、“外语+外语”（5个）、“专业+外语”

（30个）三种类型（陕西教育厅网站，2018）。

• 制约外语复合型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师资力量（招聘外语流利的专业教师到外国语学院工作、加强学院与学院间

的深度合作}

• 各省市的一流大学率先垂范、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3. 新文科建设的三大路径 
3.3 培养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跨学科外语精英人才

• 西南联大跨学科课程

     在西南联大人才培养的模式中， 通识教育的理念和课程

     设置功不可没。联大共同必修课程的设置体现了通专结

     合、文理融通、 重视基础、 学科交叉、中外会通的通识

    教育理念（高建国、宋才琼、张俊峰，2011）。

     联大外国语文学系一年级所开课程均为文学院一年级的共同必修课（6门课，38  
    学分）：二年级开设课程（7门课，40学分），其中有西洋通史 、 自然科学基础、 
     社会科学基础等课程。外语系一、 二年级共设 14 门课78 学分， 其中共同必修

     课10门54 学分均为通识课程。

• 2020 年 6 月 20 日中国高校外语学科发展联盟语言学跨学科研究委员会的成立必将具有里程碑
的意义。

• 新文科建设过程中，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点（何莲珍，2021）。



3. 新文科建设的三大路径 
• 《外语界》2020年第4期题为“新文科背景下的语言学跨学科发展”的一组文章。新文科倡导人文社会科学

内部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与融合，（语言学与社会学、 经济学、法学、医学、认知科学、

计算机科学等领域），语言学跨学科研究不仅拓展了外语学科研究的外延，同时也丰富了外语学科研究的内

涵，契合我国高校内涵式发展、分类卓越的需求。

• 在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研究不仅要进一步探索语言学内部的融合，还要探索语言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的交叉融合。目前病理语言学、地理语言学、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言智能等领域逐步发展，体现出

明显的跨学科性（戴炜栋，2020）。

• 我国外语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要具有中国特色，走自己的道路，要让外语教育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落

实“一带一路”倡议服务。 注重多元化智能的外语教学，培养全面发展的外语人才（胡壮麟，2020）。

• 语言学跨学科研究的意义和作用（王初明，2020）

• 语言学与“ 新基建”、数字经济（李宇明，2020）

• 语言学跨学科的创新之路（文秋芳，2020）

• 关于跨学科研究的两个问题（黄国文，2020）

• 正确处理语言学跨学科研究的两个关系（王文斌，2020）

• 云南师范大学外语学科课程设置：本科跨专业课程、研究生跨学科课程



4. 结语 

习近平考察西南联大旧址：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

2020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南联大旧址考察调研。在了解西南联大结茅立舍、弦歌不

辍的光荣历史后，习近平深有感触地说，国难危机的时候，我们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

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

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深刻启示我们，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

途紧密联系起来。为国家、为民族，是学习的动力，也是学习的动机。艰苦简陋的环境，恰恰

是出人才的地方。我们现在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有历史感

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的今天，我们一共聚集在这里，研讨外语类专业新文科建
设，昭示着我们外语人的初心和使命！

清华、 北大和南开在联组西南联大之前，其课程设置充盈着通识教育理念，联大
期间三辉交映，通识理念枝繁叶茂，80余年历久弥新。中兴业，须人杰。联大后
裔决心和各位外语界同仁在新文科建设的路上积极作为！为国家为民族培养更多
更为合格的具有历史感责任感的外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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