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文科建设宣言 
 

2020 年 11月 3 日，全国有关高校和专家齐聚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山东，共

商新时代文科教育发展大计，共话新时代文科人才培养，共同发布“新文科建设

宣言”。 
 

我们的共识 

 

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育必须加快创新发展 
 

提升综合国力需要新文科。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

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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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伟大复兴的战路全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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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定文化自信需要新文科。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最深层次的要素，文化自信在根本上取决于核心价值观的生命

力、凝聚力、引领力。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新文科建设大有可为。 

培养时代新人需要新文科。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在大国博弈竞争

中赢得优势与主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关键在人。高等文科教育作为培养

青年人自信心、自豪感、自主性的主战场、主阵地、主渠道，坚持以文化人、以

文培元，大力培养具有国际争力的时代新人，新文科建设任重道远。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新文科。高等教育是兴国强国的“战略重器”，服务

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本上要求高等教育率先实现创新发展。文科占学科

门类的三分之二，占专业种类和在校学生数的半壁江山。文科教育的振兴关乎高

等教育的振兴，做强文科教育推动高教强国建设，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新文科

建设刻不容缓。 

文科教育融合发展需要新文科。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而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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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

度融通、文科与理工农医交叉融合，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实现自我

的革故鼎新，新文科建设势在必行。 



 

我们的遵循： 

 

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文科教育发展之路 
 

坚持尊重规律。尊重文科教育特点和人才成长规律是新文科建设高质量推进

的基本前提。文科教育教学兼具价值性与学术性，强化价值引领是新文科建设内

在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提高高等文

科教育的时代性、科学性和创造性。 

坚持立足国情。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是深耕新

文科的肥沃土壤。推进新文科建设，要坚持不懈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

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形成中国特色文科教育的理

论体系、学科体系、教学体系，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坚持守正创新。在传承中创新是文科教育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丢弃传统，

就是自断根基;不求创新，必然走向枯竭。新文科建设既要固本正源，又要精于

求变，要立足两个大局，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主动适应并借力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文科教育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坚持分类推进。文科门类众多、特色各异的特点决定了新文科建设必须分类

推进。要根据各自学科专业特点，结合行业领域特定问题，促进八大学科门类特

色发展，实现文史哲促人修身铸魂、经管法助力治国理政、教育学培元育オ、艺

术学美人化人。 
 

我们的任务 

 

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 
 

明确总体目标。推动文科教育创新发展，构建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

会科学发展新格局，建立健全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推动形成

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不断增强自信心、

自豪感、自主性，提升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 

强化价值引领。牢牢把握文科教育的价值导向性，坚持立德树人，全面推进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

进头脑，提高学生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

时代文科人才。 
 



促进专业优化。紧扣国家软实力建设和文化繁荣发展新需求，紧跟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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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展文科类新兴专业，推动原有文科专业改造升级，实现文科

与理工农医的深度交叉又融合，打造文科“金专”，不断优化文科专业结构，引

领带动文科专业建设整体水平提升。 

夯实课程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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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引入课堂、写入

教材，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鼓励支持高校开设跨学科专业新兴交叉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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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模式创新。以培养未来社会科学家为目标，建设一批文科基础学科拔尖

人才培养高地。聚焦应用型文科人才培养，开展法学、新闻、经济、艺术等系列

大讲堂，促进学界业界优势互补。聚焦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

建设，加大涉外人才培养，加强高校与实务部门、国内与国外“双协同”，完善

全链条育人机制。 

打造质量文化。紧紧围绕文科专业学生中心、产出导向和持续改进，构建中

国特色的文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文科特色质量文化。建立健全以大数据为

基础的文科教育质量常态监测体系，实施文科专业认证，强化高校质量保障主体

意识，促进文科人才培养能力持续提升。 
 

中国高等文科教育为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践行中国道路，为托起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坚定前行!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中国新文科建设，我们从这里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