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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launched in 2019 is an inevitable move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demand for talents. The traditional humanities training model emphasizes humanistic literacy and neglects scientific awareness, 
and there are certain deficiencies in knowledge and academic rationality. In 2021, the “spirit of scientists” was included in the great 
spirit of the spiritual pedigree of the first batch of CPC people, emphasizing the equal importance of loving science and humanistic 
spirit, which just fully and completely answered the era ques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talent training.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the 
“new liberal arts” requires the development of strengths, the cultivation of patriotism, and the comprehensiv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spirit of scientists on this basis, by making good use of different educational channels such as curriculum system, faculty team, and 
laboratory,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liberal arts education, we can cultivate new era talents who truly possess the spirit of 
scientists and can undertake the great task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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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精神培育：“新文科”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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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年启动的“新文科”建设是适应时代发展和人才需求的必然之举，传统文科培养模式重人文素养、轻科学意识，知识
性、学理性上存在一定的欠缺。2021年，“科学家精神”被纳入为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强调热爱科
学和人文精神并重，恰恰全面完整地回答了“新文科”人才培养的时代之问。“新文科”人才培养需要发扬长处，厚植家
国情怀，在此基础上全面培养学生的科学家精神，利用好课程体系、师资团队、实验室等与传统文科教育不同的育人渠
道，培养真正具有科学家精神的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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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 8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教司在正式文

件中明确提出“新文科”概念，“新文科是什么”“中国

为什么需要新文科”“怎样真正在人才培养中渗透新文科理

念”，这些问题环环相扣，成为传统文科不得不思考和回答

的问题。2020 年《新文科建设宣言》中提出“打破学科专

业壁垒”“以培养未来社会科学家为目标”为此提供了思想

指南。文科占学科门类的三分之二，打破学科壁垒不仅是打

通课程体系，更是打通学生思维模式的“任督二脉”，真正

让高等教育培养出的人才“适应国情发展需要”，为中国在

世界发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2 科学家精神回答了“新文科”建设的时代
之问

面对当代社会科技迅猛发展，传统文科学生不仅面临

着专业受限，更面临着自己的能力和素质无法满足和适应社

会发展的需求，关键在于人文社会科学大学生科学素养、创

新思维、科学精神不足，而中共中央在 2019 年 6 月《关于

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文件中

提出的“科学家精神”恰恰全面完整地回答了“新文科”人

才培养的时代之问。

2.1 “科学精神”是“新文科”人才的必备素质
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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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是指科学实现其社会文化职能的重要形

式，主要集中表现在：主张科学认识来源于实践；重视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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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作为科学认识的一种方法；倡导科学是不

断发展的开放体系；主张科学的自由探索；提倡怀疑、批判、

不断创新进取的精神 [1]。

培养科学精神是“新文科”人才培养和“新文科”发

展的必由之路。历史上来说，中西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分

裂由来已久，但这两者之间融合的必然性也早已被预见。马

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

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

将是一门科学。”这也就是说人文学科在回答社会“我们社

会需要我们怎么做”的基础上，我们要先从自然科学中寻找

“我们、能不能这么做”以及“这样做是否可行”的自然依据，

人文科学如果缺乏自然学科的科学精神，那么就会产生脱离

现实和自然发展规律的问题，它的结论纯感性化、情感化，

那么也必然会缺乏可行性。

2.2 “家”是“新文科”人才的核心要素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这是 2020 年 9 月 11

日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科学”与“科学家”之间

的区别。《意见》把“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放

在了“科学家精神”内涵的第一位，不论科技发展、学科发

展如何，服务社会的能力是第一标准。

一方面，“家”是人文情怀，是传统文科的立身之本。

人文学科以“人”为核心，人在家国中，家国情怀历来就是

人文学科的共同价值取向，可以说“历史担当”和“家国情怀”

是传统文科教育的优势所在。另一方面，“家”是核心素质。

《新文科宣言》中提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

信息技术与文科专业深入融合”，这确实要求学生学会理科

批判、创新、研究，掌握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 [2]，但

是“新文科”的“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的宗旨不能变，这是“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的根本

区别，也是“新文科”作为文理融合的交叉学科的根本特征。

2.3 “科学家精神”是“新文科”人才的时代要求
科学家精神中的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和育

人六要素不仅包含了“科学精神”所体现的“理性精神、实

证精神、分析精神、开放精神、民主精神和批判精神等”，

还包含了具体明显中国特色的家国情怀和共同体意识。吴国

盛在《什么是科学》一书中指出：“在仁爱的旗帜下，中国

精英文化的表现形式更多的是礼学、伦理学，是实践智慧，

而不是科学，不是纯粹理论的智慧”。例如，近代以来，以

钱学森、邓稼先、竺可桢和李四光等为代表的新中国科技工

作者，体现的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把科学精神提升到了

回报国家、服务人民的高度，这就实现了科学精神的中国化

和时代化，体现了中国科学家的时代特征 [3]。

在“人才强国”的大背景下，“新文科”人才培养中

融入“科学家精神”应具有其特殊性和侧重点，中国传统文

科学生过早地“告别”了理科学习，在理性思维、科学方法

和探索精神上存在着“缺失而不自知”的问题，具体表现为

包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不浓，畏难情绪强，理性分析的能

力弱等情况。因此，在“新文科”学生中培育“科学家精神”

需要针对性和具体化地分析文科教育的优势和弊端，有的放

矢地补足文科教育的不足。

3 “新文科”建设渗透科学家精神的核心内容

3.1 厚植家国情怀，强化理想信念，涵养传统文科的

人文情怀
“新文科”的“新”是升级，“新文科”依然需要传

统文科为学生们带来的“人文情怀”。“文科”的尴尬境遇

在当今社会上受到了愈发多的讨论，《“废除文科学部”的

冲击》中提出“在多元的价值尺度中，为了在每一种具体情

况下使用最佳的价值尺度，就需要与各种价值尺度均保持一

定距离，采取批判的态度。深陷于某一个价值尺度，将失去

应对新变化时的灵活性”，即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以

唯一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和解决的，而传统人文精神就在于倡

导对不同价值尺度的尊重，以及推己及人的反思能力。“我

们还需要补上人文这一课”，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

大会上提出：“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

能走在世界前列”，当我们着眼于为文科学生带来“理性思

维”的同时，以家国情怀为代表的人文情怀涵养还应该是“新

文科”人才培养的基础和中心内容，引导学生拥有家国情怀，

从小我出发，培养学生推己及人、同情同理的良好品格 [4]，

引导学生理解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强化学生的理想信念和对

于社会发展的把握和理解，真正让“新文科”人才看社会、

懂社会、帮社会。

3.2 全面布局教育，化被动为主动，激发对自然科

学的兴趣
现代科学大致可分为三类，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

人文科学。在学生进入大学之前，理科学生主要接受自然科

学知识，文科学生主要接受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这一

定程度上给高校“新文科”人才培养树立了“先天壁垒”。

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曾指出：“目前清华大学正朝着含有工

科、理科、经济管理学科和人文社会学科的新型综合性大学

迈进”，大学设置的院系、学科已经在融合文理了，那么“新

文科”就不应该仅仅止步于让学生能学习和接触文理知识，

而是更上一层楼地在课程布局上“动刀子”。

“紧紧抓住课程这一最基础最关键的要素，持续推动

教育教学内容更新，鼓励支持高校开设跨学科跨专业新兴交

叉课程、实践教学课程，培养学生的跨领域知识融通能力和

实践能力”[5]，文科学生要面临自己不擅长的数学、物理、

生物，课程融合的这一步确实是会遇到阻力的，但是这一步

也是培养“新文科”人才综合素质的第一步和关键一步，只

有在顶层设计和制度制定上设定“理科含量”，“新文科”

的学生才真正能把学习理科作为学习任务，才能给教育者机

会慢慢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对于自然科学的热情和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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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思考，从理性学习到感性认识，再通过实践活动上升理

性认识，让学生真正体会到理科能力为文科学习提供的新思

路和新视角，这是“新文科”培养科学家精神的必经之路。

3.3 增长知识见识，培养理科思维，激发奋斗创新

精神
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科

学家精神的重要内容，培养实事求是精神是鼓励激发“新文

科”人才奋斗创造，敢于攀登科学高峰的第一步。学科课程、

第二课堂、校园环境、实践平台都是促进“新文科”建设

的有利条件，这些条件可以向学生传授知识、技术和方法，

培养学生对于自然科学的敬畏和好奇，增长学生见识，提升

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所以，综合各类资源形成学科交叉融

合的平台和途径，鼓励文科学生基于自己对于社会问题的思

考，鼓励学生运用科学方法思考社会问题和参与社会实践也

是促进科学家精神形成的重要方法。

4 培育科学家精神的实践途径探析——以上
海外国语大学语言学专业本科生培养为例

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学专业于 2019 年获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批准设立，作为一门跨越语种和文理科界限的专

业，语言学专业要求学生以普遍的视野关注人类的语言，以

宽广的胸襟学习现代语言学及心理、认知等学科的基础知

识，并以科学的方法对各种语言现象展开研究，成为具有观

察、实验、理论分析和应用能力的语言学专门人才。语言学

是“新文科”教育的有力尝试，全面调动有力资源促进本科

生“科学家”的成长成才。

4.1 课程改革形成基本模式
语言学专业学生背景文理科各半，所以培养学生的人

文素养和科学精神同样重要，让文理科的学生在课程学习

上都有“难点”和“突破点”，都有“弱项”和“强项”。

语言学的专业主干课程包括：语音学、音系学等传统语言理

论课程，同时在大一、大二增设高等数学、统计学、Python

程序设计等课程，在大三加入实验设计课程，加入专业实践

学分、优化创业实践学分，以学分鼓励本科生参与老师的课

题组、学长学姐的毕业设计、学术讲座等，在课程和学分制

度上就把科学研究作为本科生的学习任务，更好、更早地让

本科生进入科研状态，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打造“前研究

生”时期。

4.2 实践平台引导师生参与
“科学家精神”的培育目的在于实践，培育的过程也

要依靠学生“躬行”。学院把“重科研”的培养模式从硕博

下放到本科培养，在不同阶段对于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设计

不同的侧重点。

一方面，强调教师“科学榜样”的标杆作用，鼓励更

多的高职称教师主动站出来“带项目”，把“带学生”与教

师的评价挂钩，促进优秀教师走进学生队伍，用教师身上的

科学风貌感染学生，形成良好的科研氛围。

另一方面，用好双创平台和资源，贯彻“大带小”“研

带本”的实践模式，高年级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担任项目的

负责人，强化本科生的科学精神和领导能力。在近两年的大

创工作中，语言学本科成绩突出，学院在国家级、市级立项

的项目多体现了交叉学科特色。例如，“中国聋人工作记忆

和语言能力关系”“智能 APP 语音功能适老化研究”等，

都是在社会调研的基础上加入心理、神经语言学数据采集和

分析的技术，这说明在双创实践导向的影响下，“新文科”

人才培养能够充分发挥其特点和长处，以实践促科学，以科

学促发展。

4.3 实验室打造育人平台
实验室是组织实验教学、开展创新性科学研究、培养

学生实践能力、激发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活力的重要阵地，

也正是随着语言学实验室的规模扩大和制度完善，越来越多

的学生开始认识到了“新文科”的魅力，滋养着“追求真理、

甘于奉献、实践创新”的科学家精神。学院目前已完成语言

跨学科实验室一期建设，现已建成眼动实验室、脑电实验室、

行为、语音、儿童实验室。随着越来越多的师生将实验室工

作纳入自己的科学研究中去，学生开始意识科学实验为语言

学研究带来的优势。在实验室开展教学、科研或社会服务的

过程中，营造严谨求实的学术氛围，鼓励学生标新立异，敢

于涉足未知领域，灵活运用交叉学科知识，激发创造潜能，

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5 结语

“新文科”建设既要延续人文传统又要融合创新，积

极打破学科壁垒，把培养“科学家精神”落实到人才培养的

全过程中去，真正为人才强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蓄力

助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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