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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文科建设是指以新思想、新理念、新技术引领文科教育的创新与发展，而复合型人

才培养则强调培养具备跨学科知识、综合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文科人才。通过对两者融合实践的

深入研究，突出解释新文科复合型人才与原有复合型人才的跨越式发展，并根据现实情况提出

有效的融合策略与路径，以促进高校文科教育的现代化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遵循理论探讨

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原则，首先对新文科建设的内涵与特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明确其与传

统文科教育的区别与联系；其次，研究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确立人才培养的目标与

方向；再次，探索新文科建设与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融合机制与路径，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最

后，通过案例分析与经验总结，以及实践效果评估与反馈机制的建立，不断优化融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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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refers to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led by new ideas, new ideas and new technologies, while the training of compound talents
emphasizes the training of liberal arts talents with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innovative spirit. Through the in-depth study of the integration practice of the two,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compound talents and the original compound talents is highlighted,
and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strategies and paths are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combining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conduct in-depth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to clarify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with the concept and direction of the
cultivation of compound talents, and establish the goal and direction, and again.
Keywords: New liberal arts; Compound talents training; Integrated practice

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知识经济的兴起，国家对复合

型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研究有助于培养更多符合国家战略

需求的高素质人才，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复合型人才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和跨学科知识，能够在社会

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他们的培养将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

和和谐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研究成果可以直接

应用于高校文科教育的改革实践中。通过提出具体的融合策

略和实践路径，可以指导高校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更有

效地推进复合型人才培养工作。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第一，分析新文科建设的内涵、特征与发展趋势，明

确其在高校文科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第二，探讨复合型人

才的素质结构、能力需求与培养机制，分析当前高校在复合

型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与挑战；第三，研究新文科建设

与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融合点与契合度，从建设理念、培养模

式、课程实施模式等方面分析两者在理念、目标、内容与方

法等方面的互补性与协同性；第四，结合具体案例，分析高

校在新文科建设与复合型人才培养融合实践中的成功经验

与存在问题；第五，提出促进新文科建设与复合型人才培养

融合的实践策略与政策建议，为高校文科教育改革与发展提

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1研究现状评述

目前，关于新文科建设与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融合实践研

究相对匮乏，缺乏具体的实施方案和成功案例的分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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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于融合实践的路径、策略以及效果评估等方面的研

究还不够深入，缺乏系统的研究方法和指标体系。

吕宏军《新文科背景下面向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地方高校

财经类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2024）通过设计人才培

养方案、构建课程体系、建设多元化协同育人实践教学平台、

组建教研团队、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等举措，形成面向多学

科交叉融合的财经类专业特色育人模式；薛倩《新文科背景

下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人才需求状况与培养路径分析——基

于 87家用人单位的实证研究》（2023）采用词频分析法、

深度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通过调研用人单位对网络与新媒

体专业人才的岗位胜任力素质模型指标进行细化研究，主要

从需求岗位类别、岗位基础能力、岗位技术能力、人才学历

要求、合作培养方式这五个方面进行数据分析，发现目前网

络与新媒体专业学生基础能力和技术能力滞后于新媒体行

业发展对人才能力的需求；郑水珠《新文科背景下应用型高

校“跨界融合”金融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以福建江夏

学院为例》（2023）文章结合福建江夏学院“跨界融合”金

融人才培养的实践，全面剖析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应用型本科

高校“跨界融合”金融人才培养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从专业架构、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和实践平台等方面探讨

对策建议，以切实推进应用型本科高校“跨界融合”金融人

才培养更上一层楼；徐耀芳《“新文科”背景下“三双融合”

戏曲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与探索——以浙江音乐学院为例》

（2023）文章提出学校教育与剧团传习“双融合培养模式”、

课堂教学与舞台实践“双融合实践模式”、技能型课程与创

新型课程“双融合教学模式”；白芳《新文科背景下艺术设

计与智能科技的融合——地方行业特色型艺术设计人才培

养的探索与实践》（2022）通过细致分析艺术设计与智能科

技二者有机融合的实现路径，剖析当前地方行业特色型艺术

设计人才培养工作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人才

培养策略，以有效助推特色型艺术设计人才培养工作的有序

进行[1]。

2选题意义

本课题旨在探讨新文科建设与高校复合型人才培养之

间的融合实践，分析新文科建设对提升高校文科教育质量、

培养具备跨学科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重要作用。

通过对新文科建设理念的深入解读和高校复合型人才培养

模式的探索，为高校文科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

践指导[2]。主要有如下研究意义：推动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

新文科建设是文科教育领域的创新尝试，旨在通过引入新的

教育理念、方法和手段，推动文科教育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研究新文科建设与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融合实践，有助于深化

对文科教育创新发展的认识，为文科教育的改革提供理论支

持和实践指导；提升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质量。随着社会的快

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对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多元化和复

杂化。研究新文科建设与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融合实践，有助

于促进高校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提高教育资源的利

用效率，为高校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服务国家和社

会的发展需求。新文科建设与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融合实践研

究，不仅关乎高校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更关乎国家和社会的

发展需求。通过培养具备创新精神和跨学科素养的复合型人

才，可以为国家的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发展提供有力

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3]。

3复合型人才培养理论框架构建

3.1明确培养目标

跨学科素养提升。人才培养强调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应具

备宽厚的基础理论和广博的知识面，不仅限于学前教育领域，

还需掌握至少一门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专业建

设基于学校工科建设背景，积极开展探究性、技能性课程建

设。进而培养学生具备跨学科意识，能够运用多学科视角分

析和解决学前教育中的实际问题；强化实践能力。注重学生

实践能力的培养，包括环境创设与利用、一日生活组织与保

育、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等能力

[6]。强调学生在真实教育场景中的实践体验，通过教育见习、

研习、实习等环节，提升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培养创新精

神。鼓励学生敢于创新，勇于探索，具备在教育实践中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

科研能力，能够运用科学方法开展学前教育研究[5]。

3.2系统化课程体系

平台课程与模块课程结合。平台课程包括公共基础课程

和专业基础课程，为学生打下坚实的学科基础，公共基础课

程强化技能属性，连续四学期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

模块课程包括专业技能课程、专业必修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

注重课程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同时提供多样化的课程选择，

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跨学科课程融入。在课程体系中融

入跨学科课程，如心理学、社会学、音乐、美术、舞蹈、化

学等相关学科的课程，促进学生跨学科知识的融合与运用；

实践教学环节强化。逐步加大实践教学环节的比重，通过教

育见习、研习、实习等方式，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

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4]。

3.3创新教学模式

改革课程体系。建设“教育行业调查与实践”等 5门符

合专业特点的专业理实结合课程，加大课程实践比重；将专

业实践、教育实习、市场调查、劳动教育、美育教育等课程

纳入课程体系；夯实实践项目。学校教务处加大本科师范生

教育实践专项经费，每年近十余万元支持学生实习实践项目，

并创立督导管理机构，并强化结果考核；教师立足实践课程

体系建设完善教育研究方向，教改成果丰富；建设实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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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 100余万元建设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实践实训室和工作

坊，开展探究性实践教学；将本溪市 3所教师进修学校、省

内 20所校外实践基地合力打造成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中小

学党史国史教育基地、本溪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东北抗联

精神育人实践研究中心等研究平台，强化红色文化思政育人；

共建本溪市 12中学美育实践专家工作坊，联动扩展实践教

学空间；基于“三小制”实现理实结合。专业授课采取“小

班制”授课形式，艺术类、技能类课程班级授课均为 30人

以下；班级内部建设“小组制”，5-8人为一研究实践小组，

小组内部开展课程理论与实践学习，保证课程实践落地；以

“小课题”促进实践效果达成，逐步开展项目式教学；辽宁

省教学名师、本溪市教学能手坚持参与课程研讨；建设“暑

期实践”深化产教融合。建设“暑期实践”等假日实践课程，

组织学生参与幼儿园、小学培训行业市场调研，定点开展教

育扶贫，关怀乡村留守儿童与逐步开展本溪关工委“五老”

示范引领，将课堂搬进社会，逐步辐射区域经济发展；本科

生学术导师制。为大一学生，按照 5-8人一组分配一位专业

学术导师；鼓励学生发表学术论文、参与教师研究项目，以

实践教学平台为学生做实践支撑；依托本溪市社科联调查研

究项目，带动学术参与课题调研。毕业生师兄导师制。为在

校大三学生，15人一组分配一位优秀毕业生作为师兄导师，

负责学生教育实习、毕业实习、就业实践。

4结论

立足应用型本科院校办学要求，切实提升教育学专业学

生实践能力，改变以往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对立关系，打通

课程学习与社会、家庭实践教育通道，强化实践实习的专业

理论知识引领，全方位贯穿“三全育人”实践教育体系。首

先，统筹规划、设计课程实践、社会实践方案，促进教学与

实践教育实习、社会服务有机融合；其次，创新课程实践、

强化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在实践中的地位，多角度丰富社会

实践工作，有效开展乡村支教、社区教育帮扶，最大限度转

化学生知识掌握向对外输出的能力，立足新文科融合研究建

设，通过制度化建设极大的提高了学生实践教学的作用与地

位，依托学校对实践教育的资金与场地的投入，使实践教学

不仅仅作为理论教学的补充，也成为教学改革的重要杠杆。

此外，在与本溪市幼儿园、小学、初中合作的过程中，建立

了普惠制辅导的“课后学校”、爱国主义与思政教育共通的

“基地联动”双轮驱动体系。原创舞台剧《民族脊梁》校内

外公演 20余次、普惠制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累计参与学生 40

人次，支教学时近千小时；最后，通过多导师共同培养，丰

富学生获取信息的来源。研究结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突破了传统文科教育的框架，创新性地构建了新文

科建设的理论框架，明确了其核心要素和特征。通过对比分

析新文科建设与传统文科教育的差异与联系，为复合型人才

培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在复合型人才培养方面，突破

了单一学科的局限，提出了跨学科融合的培养模式。通过整

合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突出培养学生的数字思维及综合

素养和创新能力，满足了新时代对文科人才的多元化需求；

融合机制的深度探索。研究深入剖析了新文科建设与复合型

人才培养之间的内在关联和逻辑基础，创新性地构建了二者

的融合机制。通过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等方

面的具体路径和策略的探索，为二者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切实

可行的方案；案例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研究采用实证研究

方法，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高校作为研究样本，深入剖析了

其在融合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和经验。通过案例分析，不仅验

证了理论框架的可行性，还为其他高校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

经验和改进措施；效果评估与反馈机制的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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