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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建设的七大议题

胡志华　李姚娜　黄有方

摘要:在新文科建设与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建设的互动中,“数智”科技是它们与先进科学研究成果与科

学技术之间的界面和通道,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建设是新文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新文科发展

的时代背景下,在建立“四新”与“数智”科技互动的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应建构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

建设的七大议题,即目标与使命、内涵与特征、方向与重点、学科治理、教学创新、学术创新以及新文科教育

共同体并应基于中国传统“道、法、术、器、势”思维框架提出基于七大议题的概念模型.通过对新文科建

设的系统思考和整体梳理,构建基于七大议题的理论框架,有助于系统地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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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

明力量”① .高等教育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四新”),是我国主动求变应变的对策.

２０１８年,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提出“新文科”建设,随后在２０２０年新文科

建设工作会议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提出“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育必须加快创新发展、遵循

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文科教育发展之路,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② .在数字

经济建设背景下,应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建设的实践,体现多元化与全景式的人文科技集成

与互动.
«新文科建设宣言»指出,推动融合发展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数智”科技与新文科融合是具

体体现.“数智”科技是“数字智慧化”与“智慧数字化”两个方向的综合③ ,“数”指数据化、数字化和大

数据,“智”指智能化、智慧化和人工智能,综合起来表示各种先进科学技术、场景与应用.新文科之

“新”蕴含哲学社会科学与先进科学技术的双向融合,具体体现为:文科与产业技术的融合④ 、文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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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革命的融合①、文科与科学技术的融合②、文科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融合③.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及其应用,带来产业发展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④.

二、研究框架

在如图１所示的“四新”建设框架中,“数智”科技是“三新”(新工科、新农科和新医科)科技成果的

代表,是新文科与“三新”互动的接口.

图１　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建设的研究框架

(一)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建设的时代性

“时代性”的内涵体现为新时代新需求,也体现为发展新思想、发现新科学、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
“数智”科技的发展,为文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方法与工具⑤.新文科研究问题通常和“三
新”产业与社会深度耦合,要求弘扬开放、共享、互联、协作的科研组织,发挥交叉学科优势.随着科技

快速发展,需要新文科研究“人文数智”与“数智人文”带来的伦理和治理难题.
(二)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建设的必要性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传统文科在学科体系、研究范式、人才培养模式和学术话语体系等方面

都不再适应学科交叉融合、科学与技术快速发展以及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严峻形势.科学技术发展,也
影响甚至重塑了教育目标、方法与内容,以及文科建设对于自身与其他学科发展的价值⑥.融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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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科技推动新文科建设的价值取向根植于这个伟大的时代、以及教育和社会面临的挑战.
(三)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建设的复杂性

“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①要坚持问题导向,把问

题作为研究制定政策的起点,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解决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上.新文科建设具有内

在复杂性,也体现新文科置于“四新”之中的外在复杂性②.“数智”科技有助于解构新文科的内在和

外在复杂性,也将带来治理与伦理等层次的新的复杂性.
(四)根植于中华文明的“道、法、术、器、势”逻辑框架

为了建立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建设的概念模型,体现时代导向、问题导向、科学发现、技术

创新与实践创新,基于中国传统“道、法、术、器、势”逻辑框架,本文在文献内容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提

出七大学术议题.

三、新文科建设的七大议题

(一)议题一: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建设的目标与使命

“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

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生的有用人才.”③培养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归根结底就是要立德树人、铸魂育人.新文科的八大学科门类体现新文科建设的方略,
“文史哲”立德铸魂,修养身心;“经管法”正魂,树立正气;“教育学”树人育人;“艺术学”树立美德,指引

“中国心”实现“中国梦”.
关于新文科建设目标与使命的相关论述包括:建设新文科要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提升时

代性,加快中国化与国际化进程,引领人文社会科学新发展,服务于“人的现代化”建设目标④;新文

科建设必须回应新的时代要求,实现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与立德树人的双层目标⑤;新
文科建设是提升综合国力、坚定文化自信、培养时代新人、建设教育强国和文科融合发展的需要⑥;在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人才培养要服务国家战略和全球治理大局,适应新科技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

需要⑦.
基于以上分析,新文科建设目标和使命在概念上概括为三个层次:人的层次,包括“立德树人”和

“人的现代化”;国家的层次,包括“中国化”“综合国力”“文化自信”“教育强国”和“高等教育改革”;时
代的层次,包括“新时代”“新需求”“国际化”和“全球治理”.

“数智”科技与新文科的融合同时体现建设目标、达成目标与使命的过程与方法.融合“数智”科
技推动新文科建设,需要研究“数智”科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处理人文、自然与科技的关系.建

立话语体系和提升话语权⑧,增强文化自信与扩大开放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⑨,是新文科肩负的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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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议题二: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建设的内涵与特征

关于新文科建设内涵与特征的相关论述包括:新文科的核心内容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包
含、反映和呈现中国经验、中国材料、中国数据和中国理论①;新文科具体指人文社会科学和新一轮科

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融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和交叉专业②;新文科体现“新”的学科协同、信息技术融

入、人才培养模式③;新文科建设提倡与历史和世界同步、跨界融合、实践导向、新科技融合,发展新文

科的新内涵和新意义④;新文科的核心是“变”,即“超前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⑤.
以上相关研究蕴含了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建设的三个层次的内涵和特征.一是新文科之

“新”的背景与内涵,体现为“科技革命”“经济发展”,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以变应变”.二是新

文科的特征,体现为多层次交叉“融合”,包括“四新”融合、科技与文科融合;也体现对传统文科话语体

系、知识体系、学科、专业、培养模式的变革与创新.三是“数智”科技的内涵与特征,包括“数智”科技

的融入与结合,以及科技本身的人文性.
(三)议题三: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建设的方向与重点

关于新文科建设方向与重点的相关论述包括:新文科建设应引领学科方向、回应社会关切、坚持

问题导向、打破学科壁垒,重点是新专业、方向、模式、课程和理论的探索与实践⑥;新文科建设为应用

型人才培养提供方向、标准和价值,提出新视角、新方法、新手段、新理论和新思想⑦;新文科建设应坚

持以人为本、跨界融合、面向未来,深入科技变革和社会实践,强化实践导向,探索范式创新⑧;新文科

建设必须确立顺应国家需要和社会需求的新标准⑨.
从文科发展的内因、外因和影响三个方面概括新文科建设方向与重点如下:内因包括文科自身的

发展与创新,尤其包括围绕新专业、新方向、新课程、新教学模式的建设方向与重点,也包括新视角、新
方法、新手段;外因是指推动新文科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动因,包括新需求、新问题、新标准、科技发展,
以及大变局带来的危机,都将推动和促成新文科建设的新方向和研究重点;最后,新文科建设也将推

动人才培养、科技进步、知识创新、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发展.
新文科建设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国家工程,应强调顶层设计,重视总体规划、系统配套、弘扬传统和

全球视野.为检验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建设的进展和应对复杂性的成效,需要建立和完善

相关的评价体系和制度.在顶层设计之下,如何激发新文科与“数智”科技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一

个重要问题.
(四)议题四: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建设的学科治理

新文科学科治理具有新的复杂性.新文科学科治理是指加强文理工学科交叉融合,构建“人文为

体、科技为用、艺术为法”的新文科建设范式;新文科从以学科为导向转向以需求为导向,从专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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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转向专业交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①;新文科追求学科融合,强调以问题研究为中心②;
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抓手,推进新文科学科集群和交叉联动③;经管类专业“数智”技术课程体系分

通识、共建和项目模块课三个层次④.关于学科治理的相关研究,集中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学科自

身发展,包括:特色方向,新专业和新课程,以及国际参照系;“本研”贯通、联合培养、双学位、主辅修、
微专业、强基计划、拔尖基地;也包括课程模块化等方面的概念.二是学科集群交叉融合,包括学科融

合与集群、交叉联动.三是学科与科技的关系.“数智”科技为新文科治理提供了新媒介和新途径,也
要求治理体系下沉到文科教育的“数智”场景中去.

(五)议题五: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建设的教学创新

教学创新是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具体回应.关于新文科建

设教学创新的相关论述包括:推进文科专业认证等,加强文科交叉复合人才培养;加大金专、金课、教
材、实践、认证五位一体建设,构建新文科人才培养体系⑤;新文科课程设置应立足立德树人,应着力

培养创新能力、“跨学科思维”与“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⑥;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全面推

进新文科通识教育,打造人文素质教学平台⑦;新文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包含专业建设、课程设

置、培养模式优化、师资队伍建设、评价体系建设等方面⑧;在课程设置、实践活动、教学改革中,要求

师生“走进人工智能”,加强科技与人文教育的深度融合发展⑨.教学创新的具体举措涉及学科、专
业、课程体系、课程等多个层次,也包括学校、教师、学生等不同主体.“数智”科技正在重塑学生、教
师、学习资源、学习环境之间的联系,发挥着营造新环境、提供新手段和新内容的作用.基于“数智”科
技的教学环境为教学过程分析提供数据和工具.

“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教育信息化和现代化发展.以“数智”科技为纽带,围绕高校、企业、产业

园区、科研院所、行业协会、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机构等主体要素,构成具有资源共享、功能互补、
融合共生、协同进化、价值共创的新文科教育产业生态系统.在学科建设方面,部分高校成立人工智

能学院、大数据学院、未来技术学院等,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建设.在教学组织方面,“数智”科
技支撑新文科教学平台、资源和内容创新,适应互动和线上教学需求.例如,运用“数智”科技打造沉

浸式、交互式的教学环境,探索问题导向的自主学习模式;利用教学大数据平台,为学习者画像,测量

学习毅力、专注力等指标,改善教师和学生的体验和成就感.
(六)议题六: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建设的学术创新

关于新文科建设学术创新的相关研究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山东大学建设新文科

研究平台;新文科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内涵是关于数字经济的理论创新;根据学校特色,定位新文

科与文理工交叉融合的特色科技人文研究;大数据驱动新文科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解读人类行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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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进行宏观分析与研究①;“中国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内容,也是学术研究的方法②.
根据以上研究,发现围绕新文科学术研究的论述注重四个方面,即中国特色、“数智”科技融合,并

强调科技赋能新文科学术研究和新文科引导科技人文研究.２０１８年以来,对新文科建设本身的研究

正在发生变化,从集中研究新文科人才培养、内涵和外延,到强调新文科学科交叉融合,新文科研究已

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延伸到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有机融合.
“数智”科技在新文科特定学科门类与方向的学术研究和“智库”建设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文

摘数据库(Scopus)中以“物流管理”(logisticsmanagement)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和抽样,对其中３８７２篇

论文进行分析发现,以经济管理和社会科学为主的新文科研究领域占比３９５％,而工程、计算科学、数
学和决策科学领域研究占比３８５％.从主题词分布来看,代表“数智”科技融合的以下关键词,优化

(optimization)、机器学习(machinelearning)、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区块链(blockchain)、仿真

(simulation)、算法(algorithm)、预测(prediction)、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相关的论文数量

分别为１６１、８９、８５、７６、６０、５８、５３、５０篇.
(七)议题七: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教育共同体发展

基于“交叉融合”的新文科“共同体思维”是构建新型话语体系和树立全球共同价值观的途径和目

标③.然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与风险问题对人类生存与秩序构成挑战.
通过教育推动形成全球价值观,增进文化认同,是当前全球文科教育共同的研究议题.全球新格局要

求着力提高学生全球视野、国际交往能力和全球就业能力④;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需要培养大批具有科学素养、高度国家使命感、全球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新文科人才⑤;
通过新文科话语、知识、教材和课程体系培养跨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新文科

建设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好思想理论、知识和人才储备⑥;通过推动新文科建设,能有效提升

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⑦.围绕教育共同体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提取的基础概念包括观念上的,如
“视野”和“使命”,也包括能力上的,如“跨文化交流”和“国际交往”,更有聚焦于“话语体系”“话语权”
和“全球治理”的概念.

新文科教育命运共同体是“共同体意识”在新文科建设领域的具体阐述.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

化、东西方跨文明对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都是新时代提出的新文科研究问题⑧.以“数智”
科技为基础的“信息共同体”已经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影响着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融合“数
智”科技推动新文科发展,是建设新文科命运共同体的途径.

四、新文科学术议题的概念模型

“数智”科技是新文科与“三新”互动的“接口”.“数智”科技在各行各业应用广泛.新文科建设要

拥抱新科技,运用战略思维,加快促进深度融合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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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传统思维框架“道、法、术、器、势”为基础,建立七大议题的概念模型.«道德经»提出“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决定事物的基本形式和发展规律.“法”是指国家治理方式,富
国强兵和依法治国的思想①.“术”是策略和手段.“器”是指方法论,是具体途径、手段、载体、场景和

环境等.“势”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具有倾向性的状态.在现代语境中,传统思维层次在发展过程中具

备更加丰富的内涵.
图２是“道、法、术、器、势”五层思维框架与七大议题之间互动的概念模型.七大议题内在的互

动,覆盖“道、法、术、器、势”每一个层次;每一个层次通过多个学术议题予以体现;每一个学术议题体

现“道、法、术、器、势”的多个层次.“道、法、术、器、势”五个层次在学术议题中交错耦合,体现了新文

科学术议题的复杂性,以及层次和尺度上的辩证关系.

图２　基于“道、法、术、器、势”的新文科学术议题概念模型

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建设实践的内涵丰富,具体体现为图２中七大议题及其通过“道、
法、术、器、势”思维框架形成的互动关系.“数智”科技有助于深化新文科教育科研和扩大影响范

围,反过来新文科为“数智”科技融合提供规范和伦理支撑.在理论层面,利用“数智”科技来深化新

文科实践,不能“穿新鞋走老路”,不能仅仅将“新文科”阐释为“文科＋新技术”.应通过制度和治理

创新,推动“数智”科技融入新文科建设实践,通过“数智”科技融合推动文科变革.因此,从学理上

梳理和探究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建设,具有理论和实践的紧迫性.这使我们认识到,融合

“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建设,是手段工具的变化,更需要理论创新.它要求我们明确“数智”科技与

新文科之间的辩证关系、认识新文科建设的发展规律,探究新时代背景下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

科建设的规律和理论体系.

五、结语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新文科建设正处于变革的关键时期,是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

建设的重要时刻.在新文科与“三新”和“数智”科技互动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提出融合“数智”科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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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新文科建设的目标与使命、内涵与特征、方向与重点、学科治理、教学创新、学术创新、以及新文科教

育共同体等七个研究议题.
在此基础上,从“道、法、术、器、势”五个层面提出融合“数智”科技推动新文科建设七大议题的概

念模型.对于七大议题,一是需要从实践和理论出发,重视和完善理论底层逻辑及其演进;二是开展

跨学科、跨领域、多视角的合作交流和交叉融合,采用新的研究范式揭示“数智”科技环境下新文科的

建设与发展规律;三是要尊重新文科建设的一般性,立足中国实践,扎根时代,回应新时代的社会现实

问题和国家战略需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全球视野和共同体思维构建出“体现继承性与民族

性、原创性与时代性、系统性与专业性”①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SevenResearchIssuesoftheNewLiberalArtsConstructionDrivenbyDigital
andSmartTechnologies

HuZhihua　LiYaona　HuangYoufang
(LogisticsResearchCenter,ShanghaiMaritimeUniversity,Shanghai２０１３０６,P．R．China;

ChinaInstituteofFTZSupplyChain,ShanghaiMaritimeUniversity,Shanghai２０１３０６,P．R．China)

Abstract:Digitalandsmarttechnologiesaretheinterfaceandchannelsofadvancedindustrial,agriＧ
culturalandmedicaltechnologiesintheinteractionsamongtheNewLiberalArts(EmergingHuＧ
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theNewEngineering,NewAgriculturalandNew MedicalSciences．
Digitalandsmarttechnologyisthekeytothe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theNewLiberalArts．
Adheringtotheneweraandpresentproblemsfaced,thisstudystudiedtheresearchframeworkof
theinteractionsbetweenthe“fournewsciences”andthedigitalandsmarttechnologies．UsingliteraＧ
turecontentandcontextstudies,thisstudydevisedsevenresearchissuesforpromotingtheNew
LiberalArts,whicharegoalandmission,connotationandcharacteristics,directionandfocus,disＧ
ciplinegovernance,teachinginnovation,academicinnovation,andthenewliberalartseducation
community．Furthermore,aconceptmodelwasdevelopedforexplainingrelationsbetweentheseven
issuesandtheNew LiberalArtsbasedontheChinesetraditionalthinkingdiagramＧ“Dao,Law,

Technology,ContainerandTendency”．Thesevenresearchissuesaredevelopedastheresultsof
systemandholisticthinkingontheNewLiberalArts．Theyaretheoreticalinsightsforpromoting
theNewLiberalArtsbydigitalandsmarttechnologies．
Keywords:NewLiberalArts;Digitalandsmarttechnology;HigherEducation;EducationcommuＧ
nity;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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