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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的重要力量，亟需反思其哲学社会科学专业的内涵建设中的

不足之处，并坚定致力于推动专业的高质量发展。作为对传统文科教育模式的深刻创新与有力拓展，新

文科建设强调跨学科融合、技术创新驱动、国际视野拓展及问题导向研究，这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业

的内涵建设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论文深入探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业的内涵建设内容，

包括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实习实训建设、学生发展建设以及教学质量管理问题；提出了新文科建

设内涵指导下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业的内涵建设创新途径，以期为新文科建设的整体水平提升、以及

高素质新文科人才的培养提供坚实的学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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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five-way arm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rgently need to reflect on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i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ajors, and firmly devote themselves to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jors. As a profound innovation and powerful expansion of the traditional lib-
eral arts education model,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emphasizes interdisciplinary inte-
gr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driven, international vision expansion and problem-oriented re-
search, which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and provides a strong driving force for the connotation con-
struc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including talent training mode, curriculum system, practical training construction, stu-
dent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quality manage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n-
novative way for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nota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 solid disciplinary foundation for the overall level improvement of new liberal arts con-
struc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new liberal arts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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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仅取决于自然科学的发展程度，也深受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影响[1]。
当前我国正置身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愈发凸显，其承担的任务也更为繁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2]。专业作为人才

培养的基础平台和基本单元，其质量和结构直接关乎立德树人的成效[3]。 
近年来，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业的发展成果显著，但同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

哲学社会科学各专业普遍偏重理论讲授而轻视实践锻炼、偏重保守教学而缺乏探索创新、偏重单一学科

发展而忽视跨学科交叉融合。这种现状导致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业虽数量众多，但质量参差不齐，

虽基础稳固但活力不足。此外，这也致使各专业学生往往难以深刻感受到专业的价值，被束缚在单一学

科的同温层中，缺乏不同学科之间知识融通的意识与能力。专业内涵建设始终是专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

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所在。因此，加强专业内涵建设不仅是适应新时代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多

样化需求的必然选择，也是高校优化结构、彰显特色、提升办学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根本任务。新

文科建设在全球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宏大背景下应运而生[4]，它强调

跨学科融合、技术赋能、问题导向以及国际化视野，为哲学社会科学专业的内涵建设提供了深刻启示与

全新路径。基于此，在新文科背景下，加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业的内涵建设势在必行。这对于构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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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增强社会治理能力以及扩大国际话语权具有重

要意义。 

2. 新文科建设的内涵 

2.1. 跨学科融合 

新文科建设理念的核心特质在于跨学科融合，它倡导文科教育应跨越传统学科界限，积极构建与其

他学科的对话与合作桥梁，促成多学科研究团队、教学体系及课程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通过跨学科融合，

拓宽学术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增强对复杂社会现象的综合解析能力，从而激发知识创新的活力，为文科

教育注入新的生机。 

2.2. 技术创新驱动 

新文科建设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提出的，旨在推动文科教育

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促进文科知识的创新与发展。技术创新是新文科建设的核心驱动力。在信息技术浪

潮的强劲推动下，新文科建设积极倡导文科教育应主动引入数据分析、算法优化等量化研究方法，通过

优化资源配置、革新教学模式，使文科研究能够更加科学地揭示社会现象、文化趋势及人类行为规律，

实现教学质量与效率的飞跃性提升。 

2.3. 国际视野拓展 

新文科建设聚焦于铸就学生的国际视野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强调文科教育应紧密联结国际脉搏，深

度剖析全球议题，使学生能够洞悉并理解多元文化的内核，从而塑造学生在全球语境下的高效沟通与协

作能力，使他们能够在国际化的环境中游刃有余。同时，它倡导深化国际合作，积极融合国际先进的教

育资源与智力资本，并致力于将学生纳入国际学术网络与合作项目中，以扩展他们的国际视野、提升他

们的国际竞争力。 

2.4. 问题导向研究 

新文科建设力推问题导向的研究范式，其核心目的在于使文科研究能够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脉

搏之中，聚焦于重大及热点议题，深挖其本质与根源，贡献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与策略建议。新

文科建设特别强调要拉近文科教育与现实需求的距离，提升研究成果的实践价值与转化效率。同时，它

也注重促进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直面挑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知识与能力的

双重飞跃。最终，新文科建设旨在为社会发展培养出更多具有前瞻视野与实干精神的复合型人才，以推

动社会的持续进步与发展。 

3. 新文科背景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业的内涵建设内容 

3.1. 人才培养模式问题 

人才培养模式问题是专业内涵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哲学社会科学专业

的人才培养模式承载着更为重要的使命。这要求我们培养既具备深厚人文素养，又掌握现代科技手段，

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复合型创新人才，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国家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3.2. 课程体系问题 

课程体系与知识结构设置是专业内涵建设的灵魂，它们直接决定了学生所能获得的知识结构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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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当前部分大学生对哲学社会科学专业的认识片面，认为这些专业无法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

学习兴趣不高。学生这种认知的存在，与当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有一定关系。因此，

应在新文科建设的指导下优化课程体系，培养具备宽厚知识基础、创新能力、国际视野和人文素养的新

文科人才。 

3.3. 实习实训建设问题 

实习实训建设在专业内涵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关系到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职业素养的

提升。当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业在教育过程中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讲授而轻学生实践锻炼的现象，这

并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加强专业内涵建设，应鼓励并带领学生从书本和理论中走出来，走向社会，

走向田野。在专业实习和调查研究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引导学生融会贯通多学科知识，发挥专业价值，

并树立对于工作的责任意识；要着重培育学生的中外对比视角、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意识及创新能力，

鼓励学生深入探究社会现实，从全球视野出发，对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

方案，提出创新性的观点和建议。 

3.4. 学生发展建设问题 

在专业内涵建设中，学生发展建设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在新文科时代的宏伟蓝图中，学生发展

建设也已成为教育变革的核心焦点。新文科理念倡导文理深度融合，旨在双轨并行地滋养学生的人文底

蕴与科学理性，为他们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铺设新路径。面对这一时代课题，教育体系需精准对接社会

需求，既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石，又激发其跨界思考、创新创造及应对复杂情境的能力。 

3.5. 教学质量管理问题 

课程的结点不应仅仅以课堂讲授完毕来衡量，而应以质量评价体系的完成为评判标准。质量评价体

系是专业内涵建设的重要检验标准，因此应格外重视。目前，虽然大多高校都以问卷形式开展了课程质

量评价，但常常流于形式，并未真正掌握学生的真实反馈。就哲学社会科学专业来讲，更需要了解学生

所学、所感。因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业需改革现有的质量评价体系。除了传统的问卷形式外，还应

增加抽样访谈的方式，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学生的课程感受。通过与学生面对面地交流，我们可以更直接

地了解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困惑、收获和建议，从而为课程的持续改进提供有力依据。 

4. 新文科背景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业的内涵建设途径 

4.1. 强化人文关怀教育 

为了培养具备国际视野、文化自觉及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未来栋梁，我们必须将人文精神的培育视为

教育的灵魂工程。这要求我们在教育实践中，应超越单纯的知识传授，着力激发学子的共情与博爱之心，

培养他们关注人类福祉、尊重多元文化、心系弱势群体的情怀。为此，我们需要锐意创新教育模式，增

设多元化的人文选修课程，搭建思维交流的殿堂。除了理论教学，还应强化实践育人的环节，鼓励学生

积极投身志愿服务，让理论在实践中绽放光彩。通过亲身体验，学生可以深刻感受到人文精神的温暖与

力量，并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共筑社会正能量的价值观体系。 

4.2. 培育学生社会责任感 

哲学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中流砥柱，其社会责任感对于社会的稳定与进步至关重要。

因此，在专业深度构建的过程中，我们亟需强化对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育。为实现这一目标，应通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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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紧跟社会热点议题、深度参与社会治理，促使学生直面社会的真实面貌，

提升其对社会问题的敏锐洞察与深切关怀；激励学生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转化为解决社会

难题的实际行动。当学生能够将所学转化为实际行动时，他们就成为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的重要力量。 

4.3. 整合课程内容，强调跨界融合 

在优化课程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应聚焦于整合与跨界融合，确保哲学社会科学专业核心课程稳固之

余，灵活融入跨学科元素。例如，将数据科学、信息技术基石及环境科学概览等课程融入哲学社会科学

专业的教学计划之中，从而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帮助他们构建复合型的知识架构。通过课程内容的深

度融合，可以实现知识点与研究方法的无缝对接。这种融合不仅能够增强课程的综合性和时代感，还能

够促进学生跨领域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发展，为培养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奠定坚实基础。当然，

跨学科课程的引入还需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与适应性调整。同时，还应加强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

教师团队的跨学科协作教学。教师可以共同设计富有挑战性和创新性的课程内容，以进一步推动教育教

学的改革与发展。 

4.4. 注重实践教学，提升应用能力 

强化实践教学是铸就学生应用能力与创新精神的关键。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深化与多元主体的合

作机制，构建实习实训平台，并融入社会调研、政策解析与案例分析等实战环节，是促进学生知识向能

力转化的核心策略。同时，引入模拟国际交流论坛及政策辩论等活动，可以进一步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

提升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进一步而言，实践教学不仅是对理论知识的验证与应用，更是培养学生创

新思维与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有效途径。通过真实场景下的操作与体验，学生能够深刻理解知识的内涵

与价值，从而激发他们探索未知的热情与勇气。总之，加强实践教学在哲学社会科学专业教育中的比重，

是推动专业内涵建设、提升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举措。我们应继续探索创新实践教学模式，

加强校内外资源整合，为学生提供更多元化、更高质量的实践机会，助力他们成长为具有社会责任感、

国际竞争力与创新精神的新文科人才。 

5. 结语 

综上所述，新文科背景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业内涵建设的关键在于以下方面。其中，首要关键是

理念革新。高校应倡导开放融合的教育观念，促进跨学科交流，深化人文与自然的融合，以拓宽学术视

野，并激发创新思维；同时，强化问题与实践导向，使研究紧贴国家战略与社会需求，从而增强专业的

时代责任感。再有，课程体系优化是核心。高校应构建模块化、层次化的课程体系，融合基础理论与前

沿成果，以增强课程的实效性；同时，推行产学研用一体化、国际合作等多元模式，强化实践教学与国

际交流，提升学生的实践与合作能力，培育复合型人才。接着，评价体系改革亦不容忽视。高校应构建

科学、全面、多元的评价机制，综合考量学术成果、创新能力与人文素养；引入多元评价主体，以确保评

价结果的客观公正，为人才培养提供坚实支撑。最后，实验室与平台建设是重要保障。高校应加大投入

建设高水平人文社科实验室与研究中心，提供先进研究工具与数据资源；加强校际、科研机构及企业合

作，共享资源，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5]。 
总之，在新文科浪潮的推动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业的内涵建设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加强专业内涵建设不仅是高等教育内涵式转型的关键驱动力，更是培育新时代文科精英、支撑民族复兴

的坚固基石。面对全球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浪潮，哲学社会科学专业亟需革新，以适应并引领社会发

展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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