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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新工科教育应运而生，旨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然而，在强调技术能力和专业技能的同时，新工科学生的文学素养培养却往往

被忽视。本文旨在探讨文学素养在新工科学生素质培养中的重要性，并提出将文学素养融入新工科教育

的策略和方法，以期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工程技术人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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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ontinuous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has emerged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engineering and tech-
nical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spirit and practical ability. However, while emphasizing technical abil-
ity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the cultivation of literary literacy for students in new engineering disci-
plines is often neglected.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importance of literary literacy in the qual-
ity cultivation of new engineering students, and propos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for integ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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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ry literacy into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cultivating 
well-rounded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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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工科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培养适应未来产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

然而，当前的新工科教育普遍存在着重技术轻人文、重实践轻理论的问题，导致学生在综合素质方面存

在不足。文学素养作为人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沟通能力和审

美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7]。因此，将文学素养融入新工科教育，对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重

要意义。 
培养工科学生文学素养的社会重要性不容忽视。首先，文学素养能显著提升工科学生的语言表达与

沟通能力，使他们在技术交流与团队合作中更加游刃有余。在快节奏的工程环境中，清晰、准确的表达

是确保项目顺利进行的关键。其次，文学作品中的多元视角和深刻思考能够拓宽工科学生的知识视野，

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通过文学阅读，学生可以学会从人文角度审视科技问题，为工程实践注入更多人

文关怀和创意灵感[8]-[10]。再者，文学素养的培养有助于工科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与健康的心理状态。

文学作品中的情感表达和人性探索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情感，增强同理心，这对于构

建和谐的职场环境至关重要[11]-[16]。最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跨文化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文学作为

文化交流的桥梁，能够增进工科学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提升他们的国际竞争力。 
综上所述，培养工科学生文学素养不仅有助于其个人成长，更能推动科技进步与社会和谐发展。因

此，高校应重视工科学生文学素养的培养，为他们提供丰富的文学资源和学习机会。 

2. 工科学生文学素养培养的理论依据 

2.1. 教育全面发展理念 

根据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的核心目标。这包括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

和身体素质等多方面的发展。文化素质作为其他各项素质的根基，对于工科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因此，培养工科学生的文学素养是教育全面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 

2.2. 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文学与科学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两大支柱。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形

式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为工科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和人文关怀。通过文学素养的培养，工科学生

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实现科学与人文的有机融合，从而培养出既有科学素养又

有人文情怀的复合型人才。 

2.3. 创新能力与想象力的提升 

文学作品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工科学生在专业学习中同样需要的重要素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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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工科学生可以激发自己的创新思维和想象力，为工程实践和技术创新提供源源

不断的灵感和动力。 

2.4. 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的培养 

文学作品常常探讨人性、情感、社会等深刻主题，这有助于工科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通过文学素养的培养，工科学生可以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和人文关怀，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综上所述，工科学生文学素养培养的理论依据是多方面的，包括教育全面发展理念、科学与人文的

融合、创新能力与想象力的提升以及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的培养等。这些理论依据为工科学生文学素

养的培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3. 文学素养在新工科学生素质培养中的重要性 

3.1. 提升思维能力 

文学作品往往通过复杂的情节、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深刻的社会洞察来展现人性的多面性。阅读文学

作品可以帮助学生锻炼批判性思维、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在欣赏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学生需要理解

故事情节、分析人物性格、探究作品主题，这些过程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同时，

文学作品中的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也能够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促进学生在工程技术领域的创

新实践。 

3.2. 增强人文素养 

文学是文化的瑰宝，是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通过文学学习，学生可以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时

代的文化背景和社会风貌，拓宽视野，增强人文素养。人文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工程技术

的社会价值和伦理责任，从而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 

3.3. 培养审美情趣 

文学作品中的艺术美和语言美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通过欣赏文学作品中的优美语

言和精湛技巧，学生可以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这种能力在工程设计中尤为重要，因为一个

好的设计不仅需要技术上的可行性，还需要在美学上给人以愉悦的感受。审美情趣的培养有助于学生在

工程设计中注重细节和美感，提升产品的整体品质。 

3.4. 促进跨学科合作与创新 

文学素养的培养有助于促进跨学科合作与创新。文学作品往往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如历史、

哲学、心理学等。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学生可以接触到这些学科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从而增强跨学科学

习的能力。此外，文学作品中的创新思维和想象力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促进他们在工程领域中

的创新实践。跨学科合作与创新是新工科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文学素养的融入对于实现这一目标

具有重要意义。 

4. 将文学素养融入新工科教育的策略和方法 

4.1. 开设文学课程，构建课程体系 

在新工科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应增加文学课程的比重，构建涵盖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等

方面的课程体系。这些课程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文学的基本知识和方法，提升他们的文学素养。同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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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课程还可以与其他专业课程相结合，形成跨学科的教学体系。例如，在工程伦理课程中引入文学作品

中的伦理问题讨论，或者在工程管理课程中引入文学作品中的领导力和团队管理等内容，从而使学生更

全面地理解工程技术的社会价值和伦理责任。 

4.2. 举办文学讲座和读书会，营造文化氛围 

学校可以定期邀请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来校举办讲座，分享文学创作和欣赏的经验。这些讲座可以

帮助学生了解文学创作的背景、过程和技巧，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同时，可以组织读书会等活动，让

学生共同阅读经典文学作品，进行交流和讨论。通过分享彼此的阅读体验和感悟，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

理解文学作品，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此外，学校还可以利用图书馆等资源，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文学书

籍和阅读环境，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 

4.3. 结合工程项目进行文学创作实践 

鼓励学生将文学素养融入工程项目中，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对工程项目的理解和感悟。例如，可以

要求学生撰写项目报告时注重文学性表达，运用修辞手法和文学技巧来增强报告的吸引力和可读性。此

外，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工程主题的诗歌、散文或小说创作比赛，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和创新思维。这

些实践活动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还可以促进他们在工程领域中的创新实践。 

4.4. 利用校园文化活动培养文学素养 

通过举办文学节、诗歌朗诵会、戏剧表演等校园文化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己文学才华的平台。

这些活动可以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培养他们的表演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同时，通过参与这些活动，

学生也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文学作品和文学文化，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校园文化活动是新工科教育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还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4.5.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文学素养 

教师是培养学生文学素养的关键。因此，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的文学素养和教学能力。

学校可以组织教师参加文学培训和交流活动，提高他们的文学素养和教学水平。同时，还可以鼓励教师

积极投身于文学创作和研究工作，为学生树立榜样和引领。此外，学校还可以建立教师文学素养考核机

制，将文学素养作为教师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从而激励教师更加注重自身文学素养的提升。 

4.6. 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创新教学方式方法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教学方式方法也在不断创新。在新工科教育中融入文学素养时，可以借

助信息技术手段来创新教学方式方法。例如，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来模拟文学场景和人物，让学生身

临其境地感受文学作品中的氛围和情感；可以利用在线学习平台来提供丰富的文学资源和阅读材料，方

便学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和交流；还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来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兴趣点，从而

为他们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和资源。 

5. 案例分析 

5.1. 案例一：某高校新工科专业开设“文学与工程”课程 

某高校在新工科专业中开设了“文学与工程”课程体系，如表 1 所示，旨在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和

工程创新能力。该课程结合了文学作品阅读和工程项目实践，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和创作实践等方

式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该课程取得了显著成效。学生的文学素养和工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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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他们在工程项目中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和创新思维。同时，该课程还促进了跨学科

合作与交流，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实践效果显著。该课程通过融合文学与工程知

识，不仅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还激发了他们的创新思维。学生们在课程中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学会

了从人文角度审视工程问题，为工程设计注入了更多人文关怀和创意灵感。同时，文学作品的情感表达

和人性探索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情感，增强了同理心，促进了团队合作与沟通。此外，

该课程还提升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审美素养，使他们在工程实践中能够更准确地传达设计理念和技

术细节。总之，“文学与工程”课程的开设，为工科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了他们的全面发

展，也为工程教育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Table 1. Curriculum system of “Literature and Engineering” 
表 1. “文学与工程”课程体系 

《文学与工程》课程体系 

课程名 学分 教学内容 

文学类 

中国古代文学 2 涵盖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发展、重要作家作品、文学流派和风格等

方面的内容。 

中国现代文学 2 
讲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重要作品和文学现象， 

以及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社会变革的关系。 

外国文学 2 
介绍外国文学的经典作品、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 

帮助学生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现。 

比较文学 2 
对比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 

探讨文学的共性和差异。 

工程类 

工程力学 3 研究物体的力学性质和力学行为，为工程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电子技术 3 
涵盖电子电路的基本理论、设计方法和应用技术，为电子工程领域

的学习和实践提供基础。 

工程制图 2 培养学生绘制和解读工程图纸的能力，以及使用 CAD 软件进行计

算机辅助设计的能力。 

跨学科 
创意写作与工程应用 2 

结合文学创作和工程实践，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写作能力， 
特别是在工程领域的应用写作。 

文化视角下的工程伦理 2 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工程伦理问题，帮助学生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

工程伦理规范和价值观。 

5.2. 案例二：某学院举办文学主题活动提升学生文学素养 

某学院为了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和创新能力，举办了以“文学与创新”为主题的活动。活动包括文

学讲座、读书会和文学创作比赛等环节。通过参与这些活动，学生们不仅了解了文学作品中的创新思维

和想象力，还激发了他们在学习生活中的创新潜能。这些活动不仅提升了学生的文学素养，还促进了学

院学生培养的创新发展。 
该学院举办的文学主题活动，在提升工科学生文学素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系列讲座、读书

分享会、文学创作比赛等形式，学生们不仅接触到了丰富的文学作品，还深入了解了文学创作的技巧和

精髓。这些活动激发了学生们对文学的兴趣，拓宽了他们的文化视野，同时也促进了工科与人文的交叉

融合。学生们在参与过程中，不仅提升了自身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审美鉴赏力，还学会了从文学作品中汲

取灵感，为工程实践注入更多人文情怀和创新思维。此外，文学主题活动还增强了学生们的团队协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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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社交技能，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6. 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6.1. 面临的挑战 

在新工科教育中融入文学素养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部分师生对文学素养的认识不足，认为其与

新工科教育无关或无关紧要。其次，文学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方法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以适应新工科教

育的需求。最后，跨学科合作与交流需要更多的平台和机会来推动和发展。 

6.2. 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挑战，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师生对文学素养重要性的认识；

二是加强课程建设和教学方法创新，构建适应新工科教育需求的文学课程体系；三是加强跨学科合作与

交流平台的建设和发展，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跨学科学习和实践机会；四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

的文学素养和教学能力；五是加强对学生文学素养的考核和评价机制建设，激励学生更加注重自身文学

素养的提升。 

7. 结论与展望 

本文探讨了文学素养在新工科学生素质培养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将文学素养融入新工科教育的策

略和方法。通过开设文学课程、举办文学讲座和读书会、结合工程项目进行文学创作实践、利用校园文

化活动培养文学素养以及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措施，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综合素质。然而，

新工科教育中融入文学素养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需要不断加以解决和完善。未来，随着科技的快

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新工科教育将继续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探索和创

新文学素养融入新工科教育的方式和方法，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工程技术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 

基金项目 

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2401000285)。 

参考文献 
[1] 吕红梅, 谷颖. 新工科建设中的人文素质教育探讨[J]. 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2019, 23(1): 66-70. 

[2] 张志毅, 王静. 新工科建设中工科专业课程教学与人文素质培养探讨[J]. 高教学刊, 2023, 9(11): 1-4. 

[3] 刘冬颖. 新工科背景下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探索[J]. 中国大学教学, 2018(11): 26-29. 

[4] 林万成. 基于理工科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人文素质教育研究[J]. 教育与职业, 2011(33): 51-53. 

[5] 崔钢. 论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创新[J]. 学术论坛, 2004(4): 183-185. 

[6] 王能如. 人文素质教育对理工科教师提出的新课题[J]. 教育与现代化, 2001(4): 16-19. 

[7] 王志宏. 新媒体时代下理工科院校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困境与对策研究[J]. 大学教育, 2019(8): 154-156. 

[8] 王义遒. 新工科建设的文化视角[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8(1): 16-23. 

[9] 乐丽琴, 栗红霞. 基于新工科的创新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2024, 7(8): 45-47. 

[10] 刘海文. 关于理工科大学教学过程中人文素养的渗透[J].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电子刊), 2018(10): 208-213. 

[11] 刘瑞, 曹凯, 田荣刚. 以融合思政建设为导向的遥感原理与技术课程教学探索[J]. 高教学刊, 2024, 10(15): 185-
188, 192. 

[12] 李强, 杨金帅. 工科高校学生文学素养提升之路[J]. 文学教育(下), 2021(9): 86-87. 

[13] 刘龙, 刘翠浴, 时伟, 等. 工科学生人文素养与科学教育实现路径探索[J]. 高教学刊, 2023, 9(34): 78-81.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202


范泽萍 等 
 

 

DOI: 10.12677/ae.2024.14112202 1297 教育进展 
 

[14] 黄蕴兰. 在音乐审美教育中培养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精神[J]. 高教论坛, 2005(3): 157-160. 

[15] 谢朝清, 马恒民, 王俊霞. 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方法新探[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23(6): 
83-87. 

[16] 刘慧芳, 史建华, 吴利刚, 等.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将人文素养融入工科教育的研究与实践[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22(13): 91-93.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202

	融入“文学素养”的新工科学生素质培养
	摘  要
	关键词
	Integrating “Literary Literacy” into the Quality Cultivation of New Engineering Student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工科学生文学素养培养的理论依据
	2.1. 教育全面发展理念
	2.2. 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2.3. 创新能力与想象力的提升
	2.4. 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的培养

	3. 文学素养在新工科学生素质培养中的重要性
	3.1. 提升思维能力
	3.2. 增强人文素养
	3.3. 培养审美情趣
	3.4. 促进跨学科合作与创新

	4. 将文学素养融入新工科教育的策略和方法
	4.1. 开设文学课程，构建课程体系
	4.2. 举办文学讲座和读书会，营造文化氛围
	4.3. 结合工程项目进行文学创作实践
	4.4. 利用校园文化活动培养文学素养
	4.5.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文学素养
	4.6. 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创新教学方式方法

	5. 案例分析
	5.1. 案例一：某高校新工科专业开设“文学与工程”课程
	5.2. 案例二：某学院举办文学主题活动提升学生文学素养

	6. 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6.1. 面临的挑战
	6.2. 对策建议

	7. 结论与展望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