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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36分）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当下，电子媒介更新换代和人工智能极速发展，对日常生活产生了多方面影响，改变了人

们的思维方式。在这一大背景下，为满足时代发展与科技创新需要，“新工科、新医科、新农
科、新文科”被适时提了出来。其中，“新文科”与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紧密相关。

中国高校文科建制在“五四”之后慢慢形成自身体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到过不可忽视
的作用。但在今天，文科的分科模式及人才培养方法已落后于时代发展。在原有的分科体系

中，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界限分明，甚至同一学科内部不同研究方向之间也变得壁垒森严。在

学科交叉融合成为普遍趋势的背景下，这种人才培养机制和学科发展模式已越来越显露出弊

端。因此，“新文科”建设必须立足于时代发展，以更为高远的视角，建立一种具有全球视野
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科教育和研究体制。这是“新文科”建设的基本定位。

建设“新文科”对教师的角色定位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纸媒时代，信息的获得渠道有限，某
种程度上决定了文科的培养理念建立在单向度的知识传授之上。在这种教育模式中，教师的首

要任务是传授知识。但在电子媒介和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时代，打破这种单向度的以知识传授

为主的培养理念势在必行。互联网上有海量知识，学习者可以很方便地获取，而在某些领域，

人工智能也有取代教师职业的可能性。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教师如果还固守于知识传播者的角

色，就有抱残守缺的嫌疑。在新时代，教师作为打开知识大门的引导者和思维方式的训练者或

许更为合适。

“新文科”强调打破学科界限，因此，高校的人才培养理念也需更新。此前，我们的教育理
念主要是为了培养精通某一学科的专家型人才，强调分科。“新文科”建设必须打破这种立足于
单一学科的培养理念，建立跨学科的通识教育模式。中国古代就有“专家”与“通才”之分，所
谓“通”，即博采众长、融会贯通。“通”者，有博雅之名。故而，通识教育又可被称为博雅教
育。今后，“新文科”建设应继承创新中国传统的博雅教育，积极借鉴国外通识教育的有益经
验，立足中国当下教育实际和时代发展需要，大力培养通识型人才。

在“新文科”建设中，不能再用以往的标准和模式指导当下的学术研究。就文科中的文史哲
三科而言，中文学科初创于“五四”前后，其后发展为以语言和文学两大门类为主的学科格局。
以往的文学研究多局限于文学学科内部，这在促进学科发展的同时，也限制了从更开阔的视野

来展开研究。因此，在强调跨学科融合的背景下，文学学科或者说中文学科必须转换思路，顺

应新的学术潮流，更新现有的研究范式，借“新文科”建设的契机实现自身的转型与发展。

“新文科”建设不仅要顺应媒体融合与智能化、大数据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师生积极
主动接纳新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因此，“新文科”建设可以有效促进文科内部及文科与其他
学科门类的深度融合，打破学科壁垒，培养出基础扎实、创新能力强的新型人才，擘画出我国

高等教育的美好未来。

（摘编自刘春勇、梁静《探索“新文科”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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