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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背景下创新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意义

与内涵——以泰山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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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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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2021年4月19日，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建设一流大学，关键是要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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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讲话为“新文科”建设加强了动

力，指明了发展方向。本课题在“新文科”背景下 ,探讨了复合型、应用型、高素质外语人才培养的内涵与特点，以

及复合型、应用型、高素质外语人才培养的意义及必然性。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具有泰安市地方特色的外语学科交

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及体系，探索“新文科”背景下泰山学院外语人才培养的实施路径提供了基础研究与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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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 and Connotation of Innovating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Training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 Taking Taisha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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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n April 19, 2021, during his visit to Tsinghua University, the General Secretary emphasized that "the 

key to building a top-notch university i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hat "we must make good use of the catalyst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strengthen basic subject 

training capabilities, break down disciplinary barriers, adjust and upgrade the existing disciplinary 

system, target the forefro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key area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new medical sciences,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s, and new liberal arts, and accelerate 

the cultivation of urgently needed talents." His speech strengthened the momentum and pointed ou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this topic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ultivating compound, applied, 

and high-quality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and necessity of such cultivation. 

It provides basic research and prerequisites for building a cross-disciplinary foreign language talent 

training model and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Tai'an City, and 

explo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foreign language talent training at Taishan Univers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Keywords  :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innovating foreign language talent training 

mode; connotation; significance

引言

“新文科”的概念是在2017年由美国希拉姆学院率先提出，旨在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

语言等此类课程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跨学科学习。2018年8月，中共中央首次提出“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

科、新文科”，要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教育能力及水平，“新文科”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2019年4月，教育部

联合科技部等13个部门共同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大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势必打赢全面振兴本科教育

攻坚战，“新文科”正式进入实施阶段。2020年11月3日，由教育部主办“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 (威海 )召开，教育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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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文科”背景下复合型、应用型、高素质外语

人才培养的意义及必然性

“新文科”背景下复合型、应用型、高素质外语人才培养的

意义及必然性在于：①符合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及不

断改变环境下的时代需要。②可扩充外语教育教学理论、应用型

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理论及外语学科专业建设与改革内涵。③可

以打破专业限制，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④可以提高学生创新能

力及整体素质。具体情况如下：

（一）符合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及不断改变环境

下的时代需要

随着国家日益强大，中国与国外企事业单位的交流合作也日

益频繁。因此，中国急需一批又懂外语，能自由与外国友人交流

沟通，又有一项甚至几项专业技能的符合型、专业性人才，而且

这样的需求还会继续扩大，这样才能在与外国企业单位的合作中

立于不败之地，而不仅仅是只会一门儿或几门儿语言的人才。语

言只是沟通交流的工具，我们欠缺的是专业技能，因此，未来探

究与实施应用型、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对国家建设、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符合时代需求。

（二）可扩充外语教育教学理论、应用型复合型外语人才培

养理论及外语学科专业建设与改革内涵

①高等院校的教育教学理论应该随着其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

和任务的改变、随着国家社会发展需求的不断变化，而适时改革

与创新，外语专业建设过程中需要有新理论来指导教育教学等具

体行为。②还可将应用型、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理论进行深化，

使其更具引领性、交融性、创新性及发展性等综合性质。③可扩

充外语教育教学理论。本课题适应国家人才需求，不断改革外语

学科专业建设，可以解决外语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需要的矛盾，

且对于以前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单一性、片面性问题。积极创新

与引入更适应国家、社会需要的“专业 +技能”的培养模式，还

可重新构建外语人才培养体系，发现外语人才培养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并给出实施路径的建议。外语专业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

键时刻，这也符合外语专业改革与创新的迫切需求，而且将创新

融入“新文科”背景下外语人才培养之中，是提升高等教育教学

质量的重要手段与方法。在“新文科”背景下，推行创新“专业

+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可以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教司司长吴岩做题为“积势蓄势谋势、识变应变求变、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主题报告，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

做出全方位部署，“新文科”建设进入全面启动阶段。2021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建设一流大学，关键

是要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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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讲话为“新文科”建设加

强了动力，指明了发展方向。从“新文科”在我国正式提出仅四年时间，但已经历了从理念到实施、再到蓬勃发展的过程。

本课题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研究目的在于：在“新文科”背景下 ,探讨了复合型、应用型、高素质外语人才培养的内涵与特点，

以及复合型、应用型、高素质外语人才培养的意义及必然性。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具有泰安市地方特色的外语学科交叉融合人才培养

模式及体系，探索“新文科”背景下泰山学院外语人才培养的实施路径提供了基础研究与前提条件。

本课题将借助调查访谈、查阅文献等方式，总结和深入分析、探讨泰山学院“新文科”背景下复合型、应用型、高素质外语人才培

养的内涵与特点，以及复合型、应用型、高素质外语人才培养的意义及必然性。

（三）可以打破专业限制，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

“新文科”背景下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就是促进各学科之间

交叉融合，打破专业之间限制，将多学科跨界交叉融合。其特点

是注重学生能力培养，坚持所出现问题导向及国家社会需要导

向，在解决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及适应国家社会发展需要

的过程中，大力着重培养学生对于现实问题的洞察力、思维能力

及实践动手创新能力，将创新人才培养理论及体系不断融入各种

学科中。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设置课程，不仅在外语教学中融入创

新理念，还要重视其他各学科之间相互补益，从而创立有充实内

容、有宽泛领域、有突出实践的课程体系。

（四）可以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及整体素质

高等院校作为创新型人才培养场所，对于提高学生创新能力

有着非常重要的引领与指导作用。从创新引领就业，全方位提高

学生创新能力。创新教育是高等院校教育教学的重要方向，围绕

着为党和国家“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为国家社会发展需要

服务为基本出发点，结合外语专业人培特点，确定人才培养基本

内容。大学生是创新的主力军，开创创新教育，可培养大学生进

取意识，提高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并学习未来从事职业所需的

本领及素质。

二、“新文科”背景下复合型、应用型、高素质人才
培养的内涵与特点

“新文科背景下”复合型、应用型、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内涵

与特点在于：①以国家需求为导向。②以全球需求为导向。③外

语教育教学中需注重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④外语类学科应打破

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⑤需进行外语教育教学改革及教学方法

的创新。具体情况如下：

（一）以国家需求为导向

“新文科”背景下人才培养需适应国家需求，让国家可以

应对当今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使我国在国际社会这个大舞

台上拥有话语权。为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深化

改革服务 ,解决人们各种思想观念、道德素质方面的问题。吴岩

（2019.6）认为“新文科”建设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具有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先进文化，形成中国学

派。《新文科建设宣言》中也指出，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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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科人才”，第一次将文科教育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社会发展的伟大梦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国为了让中国文化走出

国门，还专门成立了“中国翻译研究院”，将“中译外”高端人

才的培养置于重要高位，大力解决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学习中的差

距及“中译外”人才短缺等问题。中国外语教学应与国家需求、

国家意识、国际视野融为一体。“新文科”建设应重新审视之前

的人才培养目标，以问题导向为出发点，将知识驱动改变为国家

社会需求驱动，站在需求的角度，力求解决外语人才培养中遇到

的难题，培育符合国家发展、社会需要的跨专业学科、复合型、

应用型的高素质人才，以此为国家提供满足时代发展需求的外语

人才。

（二）以全球需求为导向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东方大国中国的崛起也越来越瞩

目。如今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全世界关注与重视，中国也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心全世界的发展。如今据调查，海外国家

民众对中国的关注，仍只限于中医药、高铁、美食、武术等文

化，这些都属于符号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而真正体现中国文

化价值与内涵的“求同存异”、“和谐发展”等，中国具有特色

的精神及价值观并未得到有效的传播与发掘，这类价值取向更容

易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共鸣与认同，至接受。“新文科”建设必须超

越、冲出本土，站在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至高位置，主动引

领国际传播内容与话题，主动寻求国际话语空间的共鸣之处，交

汇交叉之处，获得全世界人民伦理上的认同与共情，显示出人类

共同的价值观与追求，给予世界看中国、中国看世界的更多的前

瞻化与真实化、全面化。在如今这个多变化、开放化、多元化的

大环境下，“新文科”建设要肩负起共同承担人类命运共同体，培

养与发展学生“全球适应力、胜任力”，促进中国文明、世界文

明“美美与共”的历史责任、历史使命与历史担当。

（三）外语教育教学中需注重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

“新文科”背景下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培养，强调体现人文

学科的本质特征，即重视高校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与不断提高。

在外语人才培养过程中，教师要在授课时给学生输入正能量的、

正确的三观，让学生不断提升人文素养与道德素质，而且还必须

具有国际视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信，不仅能用外语表

达西方文化，还能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表达与传播中华传统

文化。

（四）外语类学科应打破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

“新文科”为什么要称之为“新”？樊丽明（2019）解释道：

新科技革命与文科的融合性发展，历史新节点与文科新使命，新

时代与文科中国化，全球新格局与文科国际化。徐飞（2021）

指出：“新文科”的“新”，不仅是新旧的“新”，更是创新的

“新”。具体指人文学科的理论、内容、模式的创新，与时俱进，

出现新的学术理念、研究方式，“新文科”背景下人才培养需具有

以下三个特征：具有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具有科学的知识结构、

较高的能力、跨学科的意识及知识，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及较强

的自学能力。“新文科”建设要对传统人文学科进行转型、改革、

升级，不断寻求新的突破、不断创新，实现教学理念的创新、教

学机制的创新、教学模式的创新。

首先我们可以与其他人文学科之间实行学科内部交叉与融

合，渗透与拓展，使传统文科不断的自我改革、内涵提升、创新

发展。同时也要与其他理工科、新医科等学科不断融合，形成文

理交叉、文工交叉、文医交叉等新兴学科领域，实行全面性、综

合性、跨专业性的改革、整合与提升发展。人文学科的交叉融合

还会有很多不确定的问题，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会出现很

多无固定模式的新问题，需要我们在教学改革过程中不断进行分

析、探索与调节。

（五）需进行外语教育教学改革及教学方法的创新

最近几年人工智能飞速发展，我们传统的外语人才培养模式

和注重语言文化知识的积累、语言听说读写译能力的培养，很显

然已经无法适应国家社会需求、各行各业需求，这也促进了外语

教育教学的不断改革、学习方式的不断创新。“新文科”建设必须

打破学科之间界限，充分深度交叉融合，以培养具有全世界胜任

力的、懂外语专业、精通外国语言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各高

校应摒弃常规，从以往以学科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从以

往完成学科建设成果转变为现在，为国家、社会、行业服务而培

养人才。“新文科”、新技术背景下，我们应为外语教育教学，

积极搭建教学平台，让外语教材数字化，外语教学资源信息化，

这是进行外语教育教学方式改革的必须方式。在学生之中必须大

力、全面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协作式学习、互动式学习及

探究式学习，从以往课堂互动转变为课上课下贯通互动，形成知

识场景的全面化、复合式学习方法。

三、结语

本文全方位分析、总结、探讨了泰山学院“新文科”背景下

复合型、应用型、高素质外语人才培养的内涵与特点，以及复合

型、应用型、高素质外语人才培养的意义及必然性。下一步将继

续分析与探讨外语人才培养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及现状、外语类人

才培养模式的实施路径及方法，受时间限制，只能进行一部分研

究，未来还将开展更细致的分析、解读和探究的工作。希望为同

类课题带来一些思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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