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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研究进展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黄凯南　苗滋坤

摘要:新文科的提出为我国文科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注入新的动力,迅速成为理论研究热点.通过对中

国知网收录文献进行分析发现,以新文科为主题的文章从２０１９年开始呈现井喷式增长,新文科建设的理

论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从学科分布看,高等教育占有绝对优势,学 科 交 叉 融 合 明 显.通 过 对 两 年 多 来

CSSCI来源期刊新文科文献的高频关键词、共词和关键词聚类分析发现,对“新文科”中“新”的阐释、新文

科建设背景下的专业建设、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发展、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人才培养体系、传统文科与

现代数字科技的结合、新时代背景下的交叉融合发展、以外语学科建设为代表的专业体系建设、以戏剧与

影视学为代表的课程体系建设等领域的探讨是近两年来新文科研究的热点.关键词时序变化分析表明,

新文科研究已从人才培养自觉延伸到学科建设,新文科建设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

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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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教育部于２０１８年大力推动“四新”(即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旨在形成覆盖全学

科门类、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专业集群,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随后,在２０１９年４月,
教育部联合多部门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２０,全面推进“四新”建设,并公布了包括新文科在内的

“四新”建设工作组成员名单,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担任全国新文科建设工作组的组长.２０１９年被视

为新文科建设的启动年.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日,新文科建设会议在山东大学(威海)召开,会议对新文科

建设进行系统性规划,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为新时代背景下文科教育的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方

向.新文科建设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文科建设正式进入了有全国性组织和更大影响力的发展阶段.

２０２１年４月９日,新文科建设高峰论坛在山东大学召开,论坛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年度发展报告

(２０２０)»,正式宣告新文科建设迈入新的阶段.在新发展阶段,新文科建设要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

求,聚焦文科教育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动新文科建设走深走实、行稳致远① .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９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清华大学时指出,“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打破

学科专业壁垒,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
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② .新文科建设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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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尝试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当前新文科研究的进展进行分析,在对总体文献进行简要分

析的基础上,主要针对２０１９年１月至２０２１年５月中国知网(CNKI)收录以“新文科”为主题的CSSCI
文献为研究对象,对文献的高频关键词、共词和关键词聚类以及关键词的时序变化进行定量分析,探
讨新文科建设的研究热点及其变迁,较为系统地展现新文科研究的现状.本文弥补了新文科文献定

量分析的空白,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

二、新文科研究的总体情况

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总库进行文献检索,设置“新文科”为检索主题①,截至到２０２１年５月

１４日,共检索到７４４篇文献,其中包括学术期刊６１５篇、学位论文４篇、会议７篇和报纸４３篇.从

时间跨度上来看,２０１９年之前,每年发表的文献不超过３篇,各年份的发文量保持相对平稳,从

２０１９年开始,以新文科为主题的发文量迅速增加,２０１９年当年发表１０３篇、２０２０年快速增加到

３８９篇,其中期刊发文量在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分别达到８３篇和３１４篇.这说明在２０１８年教育部

倡导发展“四新”学科建设之前,“新文科”没有受到学界的关注,随着“六卓越一拔尖”计划的开启以

及全国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的召开,新文科迅速掀起一股研究热潮.其中,２００２ ２０２０年的发文量

年度趋势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２０年新文科发文量年度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从文献来源看,发文量最高的是«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５篇),该报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展现

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前沿理论和研究成果的窗口,致力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发文量２
到６名的依次是«艺术教育»(１５篇)、«中国高等教育»(１３篇)、«中国大学教学»(１３篇)、«校园英语»
(１２篇)和«图书与情报»(１１篇),其余期刊(或报纸)的发文量均小于１０篇.

从学科分布上来看,高等教育占有绝对优势,达到４７６篇,几乎呈现了一家独大的局面,表明新文

科建设主要通过高等教育改革来推进;但同时也看到,新文科的相关研究不仅涉及到文学、新闻学、图
书情报学和教育学等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内部的跨学科研究,也涉及到了计算机领域相关的文理、文工

跨学科交叉研究.从学科分布上看,新文科研究正在表现出推动跨学科跨领域交叉融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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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检索条件为(主题％＝＇新文科＇or题名％＝＇新文科＇ortitle＝xls(＇新文科＇)orv_subject＝xls(＇新文科＇)



三、新文科研究热点:基于CSSCI来源期刊文献

(一)数据来源

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文献主要包括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报纸四大类.就本文的研究对

象新文科而言,其在中国的诞生源于２０１８年教育部大力倡导发展“四新”学科建设,同时就以“新文

科”为主题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文献检索的结果来看,２０１８年及以前年份的发文数量十分有限.
为更好地反映新文科的研究进展和热点分析,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CSSCI来源的期刊文献

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此类学术期刊的文献质量更高,学术性更强、更专业,时间跨度为２０１９年到

２０２１年,检索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４日,以主题“新文科”作为检索条件,共得到检索结果２１５条.通

过对检索结果进行清洗整理,删去编者按、会议介绍、学术热点介绍、选题指南和作者缺失的文献,最
终得到２０２篇相关文献.

(二)高频关键词和共词分析

１．高频关键词.关键词①一般是一篇文章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语,这些词语反映了文章的研究对

象,是对文章的高度概括和凝练.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和关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该领域的研

究热点与内在关系②.通过对样本文献中关键词的分析,可以展现该领域的热点话题.本文通过对

２０２篇CSSCI来源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研究分析,发现“新文科”这一关键词出现的频数远远超过其他

关键词,表明大部分文献都将“新文科”作为关键词来使用.此外,“文科建设”“人才培养”“新文科建

设”和“学科建设”这四个关键词出现的次数也较高,表明这四个方向也是目前新文科相关研究的

热点.
通过应用CiteSpace软件对检索到的２０２篇文献进行关键词分析,设置时间跨度从２０１９年１月

到２０２０年５月,时间切片为１年,我们最终得到了１５６个节点和２７４条链接,网络密度为００２２７,节
点的大小反映了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数,频数越高,节点就越大,同时在关键词可视化图谱中表现为字

体越大;节点之间的链接越粗,表示节点之间的共现强度越大,没有链接则表示不同节点之间不存在

共现关系;网络密度越接近于１,节点之间的互动就越频繁,因此就关键词分析来看,关键词之间的联

系程度有限.通过CiteSpace应用软件得到的关键词可视化图谱如图２所示.
从图２中我们可以看到,最大的节点对应关键词“新文科”,表明新文科是样本文献中最重要的关

键词,这也对应了前文发现的中“新文科”关键词是最高出现频次的事实;同时,从这一节点散发出许

多连线,表明样本中有大部分文献对“新文科”展开了相关研究,例如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同时,
“人才培养”“文科建设”“学科建设”和“新文科建设”的节点也较大.节点越大说明该关键词在样本文

献中出现的频次越高,其研究热度也越高③,因此这些领域也是新文科研究的重点,这与上文的分析

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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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对关键词进行了简单的整理,具体如下:把“新文科”和“‘新文科’”统一归类为“新文科”;把“新文科建设”“‘新文科建

设’”和“‘新文科’研究方法”统一归类为“新文科建设”;把“‘戏剧与影视学’”“‘戏剧与影视学’学科”统一归类为“戏剧与

影视学”;其他关键词不做处理.
胡秀芳、赵军、查书平、鲁凤、王晓峰:«生态安全研究的主题漂移与趋势分析»,«生态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２１期;余构雄、戴光

全:«基于‹旅游学刊›关键词计量分析的旅游学科创新力及知识体系构建»,«旅游学刊»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陈玉梅、付欢:«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基于 CiteSpace的可视化方法»,«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图２　新文科相关文献的关键词可视化图谱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２．共词分析.共词分析是典型的文献计量方法,它通过分析某篇文献中几个关键词的共现关系,分
析关键词之间的联系,是对文献内容的分析①.共词分析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例如政策量化分析②、
隐性关联知识③、学科主题演化④等领域,但更多的还是用在某一研究领域的热点分析与前沿趋势上.

我们对２０２篇文献中出现的高频关键词⑤构造共词矩阵,具体如表１所示.从表中我们可以看

到,由８个高频关键词构造的共词矩阵是一个对称矩阵,矩阵中的任意一个元素的数值Ai,j表示关键

词i与关键词j同时出现的文章数量,对角线上的数字表示该关键词与其自身同时出现的次数,即包

含该关键词的文献数量.通过共词矩阵我们可以看到,“新文科”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新时代”
“新闻传播教育”这几个关键词中的一个或几个同时出现的频次较高;“学科建设”与“新文科建设”同
时出现的频次也较高.

表１ 新文科相关文献的高频关键词的共词矩阵(部分)

新文科 文科建设 人才培养 新文科建设 学科建设 新时代 学科发展 新闻传播教育

新文科 １１０ １ １７ １ ７ ７ ４ ６

文科建设 １ ２３ ２ ０ １ ０ ０ ０

人才培养 １７ ２ ２０ ０ １ ０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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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罗润东、徐丹丹:«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前沿动态追踪———对２０００年以来CNKI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经济学动

态»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苏敬勤、李晓昂、许昕傲:«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国家和地方科技创新政策构成对比分析»,«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２０１２年

第６期;黄萃、赵培强、李江:«基于共词分析的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变迁量化分析»,«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５年第９期.
曹志杰、冷伏海:«共词分析法用于文献隐性关联知识发现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９年第１０期.
叶春蕾、冷伏海:«基于共词分析的学科主题演化方法改进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这里采用出现频次大于等于７.



续表１

新文科 文科建设 人才培养 新文科建设 学科建设 新时代 学科发展 新闻传播教育

新文科建设 １ ０ ０ １９ ３ ０ １ ０

学科建设 ７ １ １ ３ １２ ０ １ ０

新时代 ７ ０ ０ ０ ０ ８ ０ ０

学科发展 ４ ０ ０ １ １ ０ ７ ０

新闻传播教育 ６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７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三)研究热点:关键词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文献计量另一种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根据关键词之间的共线关系,把共线强度大的

关键词归为一类,从而把不同文献的全部关键词划分为几大类.由于新文科的提出时间不长,在知网

中收录的CSSCI文献有限,同时关键词较为集中,故本文只分析出现频次大于等于３的关键词(３７
个),聚类方法参考Callon等人①、罗润东和李超②的研究,首先根据共现矩阵得到余弦指数,然后根

据余弦指数得到每个聚类所包含的关键词,最终归纳总结得到聚类名称.
本文通过对２０２篇CSSCI来源期刊文献进行分析,最终把３７个关键词划分为８个聚类,具体见

表２.

表２ 新文科相关文献的高频关键词聚类表

编号 聚类名称 关键词

１ 对“新文科”中“新”的阐释 知识生产 创新 新文科

２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专业建设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图书馆学 新文科建设 学科建设 学科发

展 专业建设 档案学

３ 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发展 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 文科建设 跨学科 文科发展

４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人才培养体系 新闻传播教育 «新文科建设宣言»人才培养 新闻传播

５ 传统文科与现代数字科技的结合 哲学社会科学 新闻传播学 数字人文 文科教育

６ 新时代背景下的交叉融合发展 交叉融合 外语教育 新时代

７ 以外语学科建设为代表的专业体系建设 外语学科建设 外语学科 学科交叉 高等教育

８ 以戏剧与影视学为代表的课程体系建设 课程体系 戏剧与影视学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１．对“新文科”中“新”的阐释.新文科一经提出,如何界定和理解“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和重点.由«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袂开展的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
评选,新文科入选十大热点,“新文科”究竟“新”在何处,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新文科一经提出,许
多专家围绕新文科的新理念、新内涵、新目标、新任务等问题进行研究③.一些研究指出,新文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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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onM．,CourtialJP．,LavilleF．,“CoＧwordAnalysisasaToolforDescribingtheNetworkofInteractionsbetweenBasic
andtechnologicalresearch:Thecaseofpolymerchemistry”,Scientometrics,１９９１,２２(１),pp．１５５２０５．
罗润东、李超:«２０１５年中国经济学研究热点分析»,«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樊丽明:«凝心聚力 创新建设 开创文科教育新未来»,«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２０年第２４期;王学典:«何谓“新文科”?»,«中华读

书报»２０２０年６月３日,第５版.



交叉融合和继承创造为主要方式,强调中国特色,具有战略性、创新型、融合性和发展性四大特征①.

新文科的“新”并不是新旧的“新”,而是创新的“新”,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学科交叉协同来实

现②,包括创新理论知识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创新学科融合发展等诸多方面③,以新文科内涵创

新驱动文科教育改革④,用新理念、新思维和新模式推动文科教育创新发展.新文科的“新”主要体现

为在新科技革命、历史新节点、进入新时代和全球新格局的大背景下⑤,新文科建设的重点在于新专

业或新方向、新模式、新课程、新理论的探索与实践⑥,也体现在人文精神主题变化、学科交叉融合、教
育方式和学习方法变化上⑦,还体现在新交叉、新功能、新范式和新路径上⑧.新文科的“新”不是对原

有传统文科的彻底否定和颠覆,而是在原有文科基础上进行的继承与发展,拓宽了传统文科的边界和

深度⑨.

２．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专业建设.新文科建设对文科专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高校

的专业建设要服从并且服务于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社会需求应当作为高校专业建设的

第一准则.为追求研究深度而过度细化的专业设置,带来了专业之间的封闭与隔阂,导致资源共享

程度十分有限,无法满足新的时代需求.新文科建设有助于打破传统文科封闭保守的专业教育模

式,加快产学研一体化进程.在专业设置和布局上,围绕国家战略、社会需求与自身特色,既要推

动现有专业转型升级,也要建设交叉融合的新专业和新方向,推动文科的融合化发展;还要通过主

修专业与辅修专业相结合的方式强化学科专业之间的联系,实现从专业分割到深度融合的转变;以
跨学科跨专业的前沿交叉为手段,破除由学科专业目录所导致的秩序化知识体系在学科专业上的禁

锢;打破专业障碍,创新学科专业建设模式.

３．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发展.新文科在专业建设上强调交叉融合的新专业和新方向,既包括

人文社会科学内部的交叉融合,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理工科、医科等学科的跨专业跨领域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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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玉、张涛:«高校“新文科”建设:概念与行动»,«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１日,第４版.
程焕文、程诗谣:«新文科建设与中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使命与核心价值»,«图书馆杂志»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安丰存、王铭玉:«新文科建设的本质、地位及体系»,«学术交流»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蔚海燕、李旺:«图书馆数据服务助力新文

科建设之路径»,«图书与情报»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周毅、李卓卓:«新文科建设的理路与设计»,«中国大学教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樊丽明、杨灿明、马骁、刘小兵、杜泽逊:«新文科建设的内涵与发展路径(笔谈)»,«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
樊丽明:«“新文科”:时代需求与建设重点»,«中国大学教学»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张俊宗:«新文科:四个维度的解读»,«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周毅、李卓卓:«新文科建设的理路与设计»,«中国大学教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张俊宗:«新文科:四个维度的解读»,«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５期;黄启兵、田晓明:«“新文科”的来源、特
性及建设路径»,«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周毅、李卓卓:«新文科建设的理路与设计»,«中国大学教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马世年:«新文科视野下中文学科的重构与革新»,«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段禹、崔延强:«新文科建设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权培培、段禹、崔延强:«文科之“新”与文科之“道”———关于新文科建设的思考»,«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

１期.
樊丽明:«凝心聚力 创新建设 开创文科教育新未来»,«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２０年第２４期.
安丰存、王铭玉:«新文科建设的本质、地位及体系»,«学术交流»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权培培、段禹、崔延强:«文科之“新”与文科之“道”———关于新文科建设的思考»,«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

１期.
何培育、杨虹、李祥:«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知识产权管理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探析»,«研究生教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樊丽明:«“新文科”:时代需求与建设重点»,«中国大学教学»２０２０年第５期;樊丽明:«凝心聚力 创新建设 开创文科教育新

未来»,«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２０年第２４期.



不仅要打破文科内部的壁垒,也要突破传统文科的边界,在更大范围内满足学生跨学科学习的权

利①.学科本来就不是一个孤岛,文科理科都是彼此相互渗透的②.但跨学科发展并不是简单的文理

加总,也不是单纯地在传统文科中加入新技术,而必须要有实质性的跨界协同与交叉融合的研究领

域③.为此,要淡化学科界限,鼓励建设新知识领域、强化新知识积累④,通过文理交叉来解决极具综

合性和复杂性的现实问题⑤.在课程建设上,突出跨界融合,打破学科专业壁垒的束缚,鼓励跨专业

跨学院选课,探索从“学科导向”向“问题导向”的转变,强化实践导向⑥.

４．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人才培养体系.«新文科建设宣言»明确提出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

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新文科的提出是对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反思,承担着培养具备创新创业能

力和跨界整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重任,反映了人才培养的新趋势⑦.在培养路径上,首先要回到

中国实际,在本土实践与理论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其次要阐述中国实践,坚守中国立场;最终以国际

对话的形式展现中国价值⑧.同时也要积极发挥现有人才在行业或专业领域中的创新和引领作用,
坚持专业技能与基本素质并行的人才培养理念,扭转过去重知识轻实践的局面,建立人才培养的动态

调整机制,改革质量评价体系,完善顶层设计⑨;还要落实校内校外“双师”建设,扩大师资队伍.此

外,高等院校要顺应人才培养的新变化,通过设置新专业、开辟新方向、建设新课程、探索新模式的形

式,培育具有扎实基本专业能力、又能学习吸收其他专业技能的新文科人才.在人才培养质量上,
要处理好学生的知识广度与知识深度之间的关系,学习范围的“广”不能以失去专业知识的“深”为
代价.

５．传统文科与现代数字科技的结合.伴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科技革命,“新文科”对现代

数字科技格外关注,这也响应了«新文科建设宣言»中所提及的将文科专业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

合.现代数字科技极大地改变了传统文科的研究方法,对传统文科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化信息

取代了传统的纸质材料,大数据、工人智能的飞速发展不断挖掘传统文科的研究深度.数字人文就是

数字技术与传统人文社会学科交叉融合形成的典范.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是推动文科研究范式转变

的双轮.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要主动与现代数字科技融合,但不能一味强调技术,不能让技术取代

哲学社会科学,要发挥技术新方法在推动传统文科学术研究的应用,例如组建社会科学实验室、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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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岩:«“守城”到“攻城”: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转向»,«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李凤林:«加快建设“新文科”主动引领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李凤亮:«新文科:定义定位定向»,«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周毅、李卓卓:«新文科建设的理路与设计»,«中国大学教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宁琦:«社会需求与新文科建设的核心任务»,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２期;唐衍军、蒋翠珍:«跨界融合:新时代新文科人才培养的新进路»,
«当代教育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操太圣:«知识、生活与教育的辩证:关于新文科建设之内在逻辑的思考»,«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周毅、李卓卓:«新文科建设的理路与设计»,«中国大学教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樊丽明:«“新文科”:时代需求与建设重点»,«中国大学教学»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刘利:«新文科专业建设的思考与实践:以北京语言大学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黄启兵、田晓明:«“新文科”的来源、特性及建设路径»,«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马世年:«新文科视野下中文学科的重构与革新»,«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加小双、冯惠玲:«“SCP２”数字人文教育综合体系的构建与应用»,«图书馆论坛»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李凤林:«加快建设“新文科”主动引领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王仕勇:«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新理念与新进路»,«中国编辑»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王震宇、薛妍燕、邓理:«跨越边界的思考:新文科视角下的社会科学实验室探索»,«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２期.



建SCP２数字人文教育综合体系①,让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新技术成为“新文科”的研究新范式②.

６．新时代背景下的交叉融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顺应

新的时代背景.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为代表的“四新”建设就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为满

足国家改革发展战略需要而提出的高等教育全面改革③.有别于“旧文科”特别强调“分科治学”,“新
文科”格外追求“学科融合”④.当下,高校毕业生的素质能力与实际需求之间的脱节不断加深,改革

创新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⑤.社会的发展催生社会需求的变化,带来交叉学科的发展⑥.面对新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当下迫切需要知识复合与学科融合型人才;在历史新节点上,推动多元文化

交融迫切需要跨文化的研究与传播人才;在探索和引领时代发展上,需要不同学科融会贯通形成新的

专业与方向⑦.新文科通过整合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多方力量,是破解新时代文科建设核心问题的重

要路径⑧.

７．以外语学科建设为代表的专业体系建设.外语在新文科建设中较为活跃.外语作为高等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覆盖全、规模大、责任重的特点⑨.当下,只懂一门外语而不懂其他专业知识已

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多元化需求,传统的外语学科教学面临着危机和挑战.新文科为外语学科带

来了新转机.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外语学科发展要秉承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相融合、学科内涵提

升与跨学科发展相融合的原则,对专业人才培养进行重新战略定位;坚持外语学科本色与专业特

色,积极顺应交叉融合的发展之路,实现课程体系的特色化与多样化发展;完善“语言＋”的培养模

式,加强国别区域研究的相关建设;推动现代科学技术在外语教学与外语研究中的应用,做强一流

专业、打造一流师资队伍、建设一流课程;在人才培养上,既要向学生传授知识、也要提高学生的素

质和能力,鼓励辅修第二专业,培养“一精多会”与“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８．以戏剧与影视学为代表的课程体系建设.戏剧与影视学作为艺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

担着知识传播与审美教育的重任,更是文化交流传播的载体,是文化产业领域最强势的学科,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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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利:«新文科专业建设的思考与实践:以北京语言大学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胡开宝:«新文科视域下外语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理念与路径»,«中国外语»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王军哲:«新文科背景下外语类院校一流本科建设探索与实践»,«外语教学»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石琳霏、姜亚军:«中国英语教育四十年反思及其对新文科背景下英语专业建设的启示»,«外语教学»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吴岩:«新使命 大格局 新文科 大外语»,«外语教育研究前沿»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①.戏剧与影视学以戏剧为创作基础,穿插音乐、美术、舞蹈

等多个学科领域,先天的具有多学科融合发展的优势②;但也存在外延开拓性不足、过度强调个性而

缺乏整体关照的不足③.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艺术影视越来越大众化,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带来受众

需求的快速转变,因此艺术影视学科必须要适应新文科这样的变革④.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戏剧与

影视学在课程设置上不仅要实现人文学科内部的“小融通”,也要加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大融

通”⑤;坚持专业体系化建设的规范性、逻辑性和完整性,以自主创新、融合创新和延伸创新的形式指

向学科发展未来⑥.
(四)关键词时序变化

全部的关键词按首次出现的时间分为三大类,对应样本文献涉及的三年时间.具体来说,２０１９年

有关新文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新文科内涵和外延的解读和人才培养上,因此在这一年出现的关键

词主要集中在“新文科”“人才培养”“文科建设”“新时代”等,这些关键词本质上是对新文科建设活动

的关键和特点的阐述;到２０２０年,相关研究更突出交叉融合,此时也开始出现了较多以学科名称为代

表的关键词,例如“图书情报学”“外语教育”;到２０２１年,由于当年的样本文献仅统计到２０２１年５月,

因此相关研究还是主要集中在学科发展上,但是出现了新的研究热点,例如对“媒体融合”和“媒介融

合”的研究明显增多,同时与«新文科建设宣言»相关的研究也开始出现,表明新文科建设具有明显的

时代性与先进性.新文科建设也从人才培养自觉延伸到学科研究,延伸到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有

机融合上,成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力量.

四、结论

通过对新文科研究进展的文献计量学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１)从对所有文献的分析来看,以

新文科为主题的发文量在２０１９年之前每年文献不超过３篇,２０１９年迅速增加到１０３篇(期刊发文８３
篇),２０２０年井喷式地增长到３８９篇(期刊发文３１４篇).这充分表明了新文科建设在理论研究上成效

很大.从学科分布看,高等教育领域占有绝对优势,发文量达到４７６篇,这充分表明了新文科建设主

要通过高等教育改革来推进.新文科相关研究不仅涉及文学、新闻学、图书情报学和教育学等传统文

科内部的跨学科研究,还涉及计算机领域相关的文理、文工跨学科交叉研究.这表明新文科建设正在

成为文科跨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推动力.(２)通过对CSSCI来源期刊文献进行高频关键词分析、共词

分析和关键词聚类分析,我们总结了新文科研究的８个研究热点,即对“新文科”中“新”的阐释、新文

科建设背景下的专业建设、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发展、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人才培养体系、传统文

科与现代数字科技的结合、新时代背景下的交叉融合发展、以外语学科建设为代表的专业体系建设、

以戏剧与影视学为代表的课程体系建设.(３)通过对关键词时序变化分析发现,２０１９年新文科研究

主要集中在对新文科内涵和外延解读和人才培养上,２０２０年相关研究更加突出交叉融合,随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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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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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相关研究开始重视学科发展.这表明新文科研究已从人才培养自觉延伸到学科建设中,延
伸到实现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有机融合上,新文科建设已经成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体系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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