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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提纲

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 

一、必要性

二、可能性

三、实践性



交叉学科研究由来已久

•   在二十世纪初，列宁在批评自由主义民粹派司徒卢威的檄文中，认

为“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流”推动了社会的研究，为具体描

述社会现象的精确性提供了原理和方法。（刘曙光，2020）所谓从自

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流，就是自然科学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以

科学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对社会科学发生积极的影响和渗透，从而推

动社会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概言之，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

融合。

•  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工具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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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例：光绪之死的研究

• 1980年代，历史学家、档案学家和医学家合作      病亡。

• 2003年，计划采用与查考史料截然不同的方法来破解光绪的死亡之谜。

• 2008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央电视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等单位在北京联合举行的清

光绪帝死因研究报告会上宣布,光绪帝死于砒霜中毒。

• 现代科学技术和侦察思维解决历史疑难问题的成功尝试,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

学研究并肩合作的范例,开辟了我国学术文化研究的新路径。

•    --光明日报北京2008年11月2日电(记者危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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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中，学生从本科一直到博士毕业，其专业边界始终

是封闭的。在这种封闭教育中，文科的学生不会去读自然科学的书籍。

   可是我们在就业调查中却发现，50%以上的大学毕业生都是非专业升学或

非专业就业。特别是非专业就业，包括相当一部分硕士毕业生毕业后绝大部

分从事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工作、企事业甚至其他各行各业的管理工作，很可

能他在大学里面十年学的专业知识在他以后的工作、生活中近80%等于零。

这就是传统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

    我以为，创新型人才培养不应是口号，也不应停留在思想观念层面上，

关键是在实践层面上。”（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张异宾，2009）

社会需要交叉学科人才



一、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新文科建设需要交叉学科人才

  

 我国于2018年提出了新文科发展战略；

2019年，吴岩司长在六卓越一拔尖2.0计

划开工报告中明确了新文科建设的六大

建设任务。



一、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2020年发表了《新文科建设宣言》。

《新文科建设宣言》要求文科“在促进专业优化上，紧扣国家软实力建设

和文化繁荣发展新需求，紧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积极推动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文科专业深入融合，积极发展文科类新

兴专业，推动原有文科专业改造升级，实现文科与理工农医的深度交叉融合，

打造文科“金专”，不断优化文科专业结构，引领带动文科专业建设整体水

平提升。”
 

 《宣言》吹响了新文科建设的号角。



一、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政府部门还是学术界，人们都达成

了共识：学科必须交叉才能解决自然界或者社会领域的问题，

如国家安全、气候变化、疾病防控、战争与和平等，交叉学科

应用驱动、创新引领。　

•    2021年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成立--交叉学科，下设“集成

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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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可能性

  

  作为文科的一个门类，研究内容既有文学，还包括哲学与社会

科学等。既可以在学科内部、文科之间交叉，也可以与理科或者

工科之间交叉。

 



二、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可能性

1. 外语学科实现学科交叉的可能性。

2. 学习者可能性。

 



二、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可能性

    
    学科内部--文学           语言学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学要研究一切语言现象，在这个共同点（语言艺

术、文学语言）上，这两个学科产生了交叉关系”。

  “文学是语言艺术，读者阅读接受文学作品，首先就有个对语言文字的解码，

穿透语言形式层面才能接近作者的旨趣。文学阅读接受都得从透彻解读语言文

字入手。” ---《文学语言学》（李容启 ，2005）

 



二、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可能性

   
学科之间：

胡壮麟（2009）: 谈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倾向

 

 



二、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可能性

学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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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大会在

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与会专家学者（戴炜栋  胡壮麟  王初明  李宇明  文秋芳  

黄国文  王文斌）从不同视角探讨了语言学的跨学科发展。

   专家们认为：目前语言学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医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等

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

    语言学跨学科研究不仅拓展了外语学科研究的外延,丰富了外语学科研究的内涵,

而且契合我国高校内涵式发展,分类卓越的需求。（新文科背景下的语言学跨学科发展：

2020）

  

 



二、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可能性

       总体来说，外国语言作为工具，研究对象包括外国语言本体研究、

外国的文学、文化、政治、历史以及这些对象中外之间的比较研究、中

外翻译研究，所以外语还可以与汉语言文学研究相结合。（将以语言学

专业为例）

   它既可以与哲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心理学、传媒、教育学、

艺术学等人文社科类学科相交叉进行研究，也可以与医学、心理学、信

息科学与技术类相结合进行语音、语义、翻译等方面开展研究。

 



二、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可能性

• 1. 外语学科实现学科交叉的可能性。

• 2. 学习者可能性。

   中学生均具有科学素养，不管来源是文科还是理科。                  

   不是他们不能，是高校没有提供成长机会供。（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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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性

 • 1. 与文科、社会科学之间交叉。

• 2. 与自然科学之间交叉。

• 3. 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校本尝试。

 



三、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性

 •  1. 文科、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

 

英文+汉语（文言文、白话文、现代汉语）

钱钟书的
知识背景

参与《毛泽东诗词》英译



三、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性

 
•  与文科、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

 

外国文学+经济学



三、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性

 
•  文科、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

• “龙”的翻译与传播 （dragon能否表示中国龙？）

•   葛岩、秦裕（2008）采用实验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对此开展研究。被试为中国人

和美国人。研究采用的方法是实验室测试、现场测试、网站内容分析。研究成果

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题为：“Dragon能否表示龙：对名族文化象征物的跨

文化传播的实验性研究”。该研究发现：一般情况下用dragon表示“龙”不会对

中国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也就是中国龙可以用dragon来翻译。（用实验而否引经据典）   

 

翻译+传播学



三、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性

 • 1. 与文科、社会科学交叉。

• 2. 与理科、工科交叉。

• 3. 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校本尝试。
 



三、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性

    有人担心，新文科会不会成为“新技术+文科”两张皮？怎样才能让两者有机

相融？--光明网-光明日报 （2019-7-24）《新文科怎么建？学科跨出去，文理融起来》

•  技术是硬通货，人文是软实力，软硬结合，国家才有未来，社会才有温度和

活力。（陆九奇，2019） 

   

   

 

  吴岩司长（2021.1）认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为新文科提供新的命题、

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新的手段等，新文科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提供方

向、标准、价值判断以及未来所需要的职业综合素质。



三、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性

 戴炜栋（2020）认为，外语跨学科，应“问题导向，发挥自身的语言特色

与学科优势，协同其他学科解决国家和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培养具备复

合型优势的国际化人才。”

 南理工外院获批（2020） “语言信息智能处理与应用工信部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的研究就是试图用理工方法解决人文问题，研究包括：一语/二语语

音识别、语义情感、语言病理、二语习得认知心理、翻译过程研究、数字

人文、跨媒介（文学、电影、新媒体）交叉研究等。



三、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性

 

  胡开宝认为：新文科视域下,我们应当以语言文化研究为本,着力

培养知识结构实现文文交叉或文理交叉的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大

力推进外语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外语学科与自然科学交叉的

外语学术研究。（胡开宝，2020，中国外语）



三、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性

 • 1. 与文科、社会科学交叉。

• 2. 与理科、工科交叉。

• 3. 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校本尝试。

 



三、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性

 
外语人才交叉学科培养实践路径可以有：

•  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微专业等 （戴炜栋：2020）

•  丰富传统外语专业培养计划

•  开设新专业--语言学（语言科技）



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性—语言学（语言科技）

  本专业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外

语水平、科学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

要求其具备优秀的双语能力，具备跨学科研究的基本

思想，掌握理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初

步掌握用于处理语音和文本语料的方法、标准和工具，

能够从事与语言智能相关的产品设计、技术开发、运

营管理及科学研究等工作，成为适应各种高科技工作

岗位的新型语言科技工作者。专业名称：
语言科技/工程？
应用语言学？
语言学？



文—工—理         以外语为主，与理、工交叉

外国语言
文学

计算
机科
学

数学

信息
工程

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性—语言学（语言科技）



技术模仿人类认知来
创造价值 

认知科
学

数学

社会科学

计算机
科学

神经科
学

Ø 语言是人类表达思维

最主要的方式。

Ø 机器翻译、语音识别、

语音合成、文本信息提取、

语法检查、文本挖掘都离

不开对自然语言运行机制

的理解。

Ø 语言研究成果是人工

智能中的十分重要，甚至

核心部分。语言研究在AI时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性—语言学（语言科技）



语言

科技

专业

人才

构建语言科学的

专业知识结构

初步掌握语言技术的研

究方法、标准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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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他们用科学的方法

研究语言，从事与自然

语言处理相关工作的能

力，成为新时代科技发

展需要的文科创新人才

语言学培养的语言科技人才所具备的知识结构、能力

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性—语言学（语言科技）



知识结构
实用技术:
语音/文
本处理

数学语言
能力

外语能力
与语言学

知识

计算语言
能力

具备计算思维能力，掌握相
关程序设计基础知识、软件
使用和语言分析信息技术。

掌握语言分析中所需的高等
数学、线性代数、概率与统
计等相关基础知识，具备相
关数学理论基础和方法。

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性—语言学（语言科技）



科研训练项目

1 大学英语阅读理解的眼动研究

2  植入年龄和听觉经验对人工耳蜗儿童汉语声调习得的影响

3 单词大小写对中国学生英语阅读影响的眼动研究

4 官话三方言的韵律焦点研究

5 主流机器翻译APP在汉译英任务中的歧义处理对比研究

外
语
专
业
本
科
生
具
备
这
样
的
学
习
能
力

有人担心“外语学院的学生具备这样的学习能力吗”？



本科毕业论文 年度 成效

1 潍坊方言声调调型和
调值的实验研究 2017

升学本校语言学专业研究生，参加东方语音数据库与测评技术
协调与标准化大会，发表EI论文1篇

2
南京话入声韵和开音
节的元音声学特征比

较
2017

参加亚太信号信息处理学会年会，发表EI论文1篇，升学南京
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研究生，现在字节跳动从事研发工

作。

外
语
专
业
本
科
生
具
备
这
样
的
学
习
能
力

外语专业本科生具备这样的学习能力



外
语
专
业
本
科
生
具
备
这
样
的
学
习
能
力

中国学习者英语阅读时大写字母影响的眼动研究

外语专业本科生具备这样的学习能力



   21世纪以来，国内外语学科在计算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

语言心理学等前沿学科上取得了极大进展，选用先进的科学与技术手段，语

言研究向技术化、数据化方向发展。

   语言学（语言科技）专业将能够直接汲取外语学科的发展成果，由学科

的发展带动专业的建设深化和拓展，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消除对外语专业

“无专业”的批评，是外语专业建设上的创新和突破。



外语跨学科人才培养道阻且长，

但前景广阔，行则将至！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