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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文理工艺”交叉融合的新文科建设范式

［摘 要］本文通过探讨新文科建设的内涵与战略意义，总结提炼新文科建设的本质特征与任务目标，并

结合中国传媒大学在“文理工艺”交叉学科建设中的具体实践经验，探索构建“人文为体、科技为用、艺术

为法”的新文科建设范式，为我国高校深入推进新文科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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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
源、新材料等技术在社会多个层面的广泛渗透，科学、
艺术与人文之间不断呈现出集成创新、 融合发展的交
叉化发展态势，人文学科正以新的视角，动态吸纳与整
合着社会文化、科学技术与日常生活，展现出了全方位
开放的胸襟与姿态，学科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这一变
化已经引发高等教育学科生态体系的深刻变革，“交叉
学科” 所带动的多学科集成创新正在驱动高等教育不
断进行自身改革。近些年，不断涌现的具有典型文、理、
工、艺交叉属性的“数据新闻”“大数据与智能媒体”“数
字媒体艺术”“动画艺术”“游戏设计” 等专业正呈现出
典型的新文科专业特性，推动着学科知识之间、科学和
技术之间、技术与艺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之间深度融合，并不断为社会新文化、新业态、新思想
提供了创新源泉与动力。当前，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
奔腾而至，社会问题日益综合化复杂化，应对新变化、
解决复杂问题亟需跨学科专业的知识整合， 推动融合
发展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 新文科正不断彰显出
强劲的专业力量与育人成效。

新文科建设的内涵与战略意义

从战略层面来看，新文科建设是党和国家面对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新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对教育领域提出的新思路和新要求。从技术层面
来看，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奔涌而
来，在重塑全球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全面嵌入
人文社科领域。 新文科是我们面对这些新领域、新问
题而提出的新专业和新内容，是新技术、新平台所带
来的新思维与新方法，是新行业、新岗位对新人才的
强烈召唤。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思维
能力、精神品格和文明素质，关系到社会的繁荣与和
谐。新时代，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提升
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大繁荣，增强国家综合国
力，新文科建设责无旁贷。 文科教育的振兴关乎我国
高等教育的振兴，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新文科。 面
向未来，新文科体系的构建不应局限于西方学科话语
与知识框架，也不应是静态化的“坚守”，而应与时俱
进，勇于回应全球化时期各种异质文明与文化思潮的
挑战，在“不忘本来”的基础上“吸收外来”，建构面向
未来、面向国际，具有中国气度的新文科建设范式。着
力培育复合型人才是教育发展的方向，符合信息时代
的人才培养规律。 教育部以敏锐的眼光，恰逢其时地
启动新文科建设，是回应时代发展的强音，必将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新文科建设的本质特征与任务目标

新文科不仅是学科形式之新， 更是思维理念之
新，需要用互联网思维将“新”理念落实在专业建设的
各个方面。 对于新文科特别是新闻传播学科而言，其
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技术对思维层面的冲击与改变，
融合驱动与交叉创新是其本质特征，专业边界正日益
模糊， 重大社会创新将会更多出现在交叉学科领域。
借助互联网、智能媒体与大数据等技术，人们可以轻
易获得海量、实时、连续的社会数据，人文社科研究将
突破以往只能依赖抽样调查、焦点小组访谈等传统社
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限制，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计算思
维等跨界理念与方法正逐渐渗入文科专业，成为新的
思维范式，我们必须借助互联网思维将“跨”字和“新”
字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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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不是生硬的跨专业叠加，而是面向未来社
会的认知重启与专业生态重构。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正不断改变着当代人类的心智模式与认知结构，新文
科的本质内涵是当代人对新科技、新媒介所引发的社
会新现象、新问题和新变化的一次认知重启，是为了
进一步理解当下社会并把握人类发展趋势所进行的
跨界思考与专业生态重构。

新文科特别是新闻传播学科需要高度关注网络
虚拟社会与二次元文化等当代社会文化新阵地。随着
互联网与智能媒体的普及，虚拟网络空间与二次元文
化业已成为孕育、承载、传播当代文化符号与新文化
样态的核心场域， 并在其中激荡起多种文化样态、思
维方式以及行为范式，因此，用传统的社会理论已难
以充分认知和指导虚拟网络社会中的新生态与新规
律。新文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研究基于虚拟
网络空间与二次元世界的社会文化变迁与重构，努力
在这个崭新的文化空间里建立起新的思想、价值和理
论体系。

探索“人文为体、科技为用、艺术为法”的新文科
建设范式

中国传媒大学从 2005 年就开始探索“人文为体、
科技为用、艺术为法”的跨学科专业培养模式。 其中

“人文”部分涵盖文明通识、中华文化与人文精神等；
“科技”部分涵盖三维动画、人机交互、虚拟仿真、大数
据等；“艺术”部分涵盖美学、视觉传达、交互设计与影
像表达等。在此基础上，学校以“面向业界、面向国际、
面向未来”为宗旨，通过组建跨学科师资团队、艺术与
技术师资联合授课、搭建跨学科课程体系、招收“文
理 艺”跨学科生源等方式，构建起不同学科思维与专
业知识相互碰撞、相互激发、相互协作的跨学科生态
体系，并逐渐形成了“跨媒体、科学与艺术相融合”的
整体特色与优势。

在“文工艺”小综合的专业建设背景下，中国传媒
大学培养出了一批具有国际专业水准的中国新生代
动画人，《大圣归来》《白蛇： 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
《罗小黑战记》 等一系列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强势崛
起的动画大片纷至沓来，这些作品都和中国传媒大学
紧密相关。 2020年国庆档上映的动画电影《姜子牙》，
以其精美的画面成为中国动画新学院派的代表作，引
发了全国的关注。该片的核心主创人员均为中国传媒

大学师生。这部融汇了科技、艺术、人文思想与中国文
化的三维动画作品，生动反映出动画行业的内在基因
正不断突破其固有艺术圈范畴， 它不断整合融入 CG
技术、大数据、动态捕捉、虚拟仿真、虚拟拍摄、人工智
能等前沿科技，以及工程学、设计学、管理学、心理学、
统计学、经济学等跨学科知识。当前，由戏剧影视学等
单一学科培养的传统动画专业人才已难以适应当代
动画行业发展趋势，动画行业的生态进化正不断召唤
着具有跨学科综合素养的新文科动画人才出现。

新闻传播学专业融合数字技术， 建设了数据新
闻、大数据与智能媒体、国际新闻与传播等新兴专业
方向，开设了“无人机拍摄”“数据挖掘”“数据可视化”
等前沿课程，为我国传媒行业输送了大批优秀的复合
型传媒人才。 “文理工艺”间的交叉融合对于社会发展
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物理式的效能提升，更会产生化学
式的反应与能量变化。

中国传媒大学在 66年的办学实践中，始终把交叉
学科及专业设置作为学校发展的特色优势和核心要
素，形成了以“文、工、艺”为主体，“管、经、法、理”多专
业融合发展的“小综合”育人特色，构建了多领域交叉
互融、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体系。面对党和国家的新要
求、教育部的殷切期望，中国传媒大学积极实践，不断
拓展信息时代新文科建设的内涵和外延。学校以“媒体
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为抓手，构建信息科技与
信息传播融合发展的理论体系， 推动新文科建设走出
新路；以“四个一批”专业建设为着力点，优化专业布
局，推进专业设置向智能传媒教育转型；依托通识教育
中心，建立跨专业、跨学科、跨学院的协同育人机制，探
索跨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办法；通过举办“面向未来的新
文科建设线上高端论坛”等活动，深入探讨新文科建设
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此外，学校正在尝试建立学院
联动的“联合双学位”人才培养模式，大力发展计算传
播学、计算广告学等交叉学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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