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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破“五唯”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也是新文科建设及评价必须面对的新

课题。 教育评价改革视域下新文科建设依赖于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时代新文科建设的逻

辑理路表征为:知识论逻辑———人工智能促进文科学科专业生成,新生成专业的发展评价要坚持“问题+

需求”导向;教育观逻辑———人工智能将改变文科学生培养目标,人工智能时代新文科人才培养目标的

评价应避免专业和培养范式的“碎片化”;教研方法论逻辑———人工智能将改变文科教学方式,新文科借

助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打造更加科学与合理的“教”与“学”的评价体系。 构建教育评价改革视域下人工

智能时代的新文科评价的应然图景,需要坚持:评价目的彰显立德树人、评价主体交互多元、评价标准科

学多样、评价方式多维联动、评价结果全息直观和评价支持系统的“智能介入”。 人工智能时代新文科建

设和创新发展的现实需求有四个方面:造就时代新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打破学科界限,推进学科

专业融合发展;树立“全人”发展理念,培养学生大数据能力;培养复合型人才,增强学生可持续发展能

力。 要实现教育评价改革视域下人工智能时代新文科建设目标,需要构建四个实践路径:课程体系设置

“文理融合”,打造立体的专业课程体系、优化通识教育课程模块、拓展专业课程设置内容;教学模式创建

“理实并重”,创新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模式;教师队伍建设“校内外协同”,创建高水平的教学团队;文

科评价要打破“五唯”取向,坚持“新理念”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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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学术动态

2019 年,教育部等 13 个部门共同启动“卓越计划 2. 0”,同时提出“新文科建设”概念。 随后,新
文科建设成为学术界热衷研究的问题域,研究和讨论主要聚焦于新文科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内
涵及实施路径。

其一,新文科建设必要性和重要性研究。 一是从教育评价视角看,传统的文科建设已经不能满

足新时代文科人才的需要。 2020 年 6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指出要“着力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建立科学

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 为此,有学者指出,“破‘五唯’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

过程中提出的新课题,也是高等教育评价必须面对的新课题,它不仅是一个实践难题,也是一个理

论难题” [1] 。 “五唯”现象在传统文科建设中普遍存在,因此,我们需要用新时代评价改革的总体方

案来设计和规划新文科建设。 学术界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还没有专题论述,成果仅

散见于相关论文中,如:方延明认为,评价机制是直接关系新文科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不能简单套

用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评价体系,要有与时俱进的学科规划、学科评价指标与评价体系[2] ;崔延强

围绕确立新文科教研评价标准,阐述新文科建设中教师的教研评价应该从评价主体、内容和标准上

进行变革[3] 。 二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手段改变了教育生态,文科建设必须在新的生态中找准自

身的位置,寻求创新发展的出路。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陈跃红认为,应该从未来智能社会的人才

需求和大学功能代际蜕变的前景,去关注新文科的长远可能[4] ;何晓斌等从“人工智能发展与人工

智能文科人才培养”的角度阐述了新文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人文导向[5] ;那斯尔江·依布拉音等结

合学科建设的实际,论述了人工智能时代法学建设的挑战和策略[6] 。
其二,新文科建设内涵与路径研究。 王铭玉从新的时代背景出发,重点分析了新文科建设内涵

中的战略性、创新性、融合性、发展性四大特点[7] ;张俊宗从“国家层面、时代层面、学科层面和历史

层面”阐述了新文科的内涵;操太圣认为,新文科建设的焦点在于使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回归人的

生活世界[8] 。 在新文科实施路径方面,宁琦分析了新文科建设的“瓶颈”问题,即学科壁垒的阻碍,
提出实施人才的分层分类培养;周毅结合社会发展需要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指出新文科建设要以教

学内容和教学模式的变革为路径[9] ;张江指出,新文科的建设需要充分吸纳自然科学精神和方法;
陈凡认为,新文科的实施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10] ;顾洁等以新文科建设为背景,分析了新闻传

媒类专业人才培养[11] ;姜智彬等探讨了新文科视域下外语专业面临的形势与挑战[12] ;金祥荣认为,
新文科建设必须围绕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目标,构建“五性”课程新体系,形成以“四大融合”
为核心的办学新范式[13] ;吴岩从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的“四新建设”角度,强调

要走好中国高等教育卓越拔尖人才的自主培养之路[14] 。 此外,还有学者从文学、教育学、历史学、法
学等学科专业领域分别进行了研究。

综观已有研究,学界已经开始对新文科建设有了初步的探索,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共

识:一是传统文科建设及评价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文科自身发展的需要,亟待进行根本性的

变革;二是新文科建设和创新发展必须适应新的教育生态,必须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新生

态下自身的长远发展;三是新文科建设的实际成效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程度依赖于科学和合理

的评价体系。 但是,目前的研究大多围绕某一个方面,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取向,缺乏系统而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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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和梳理,导致部分成果出现较大争议,形成学术犄角。 事实上,新文科建设及其研究尚处于起

步阶段,要想客观把握与深入理解其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向,需要从教育评价改革与人工智能等多维

度系统思考,才能在新时代背景下积极推进新文科建设的同时,又保持对文科发展导向和评价的规

约与行塑。 基于此,我们期待提出人工智能时代新文科建设的应然图景,并就如何推进新文科建设

及评价提供方案,进而为相关深化研究营造多元化的对话氛围。

二、人工智能时代新文科建设的逻辑理路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许多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智能技术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产生的重

要影响。 许多国家相继将人工智能发展列入国家发展战略,预示着全球开始迈入人工智能时代[15] 。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文科人才培养面临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改革创新明显滞后、人才培养模式

固化陈旧等一系列问题[16] 。 新的时期,文科教育如何促使高等教育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摇篮,
文科教育如何创新发展并有效克服传统的困境和问题,融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

趋势。 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技术群的迭代更新,造就和形成了新的社会经济运行背景

下“智能+时代”的逐渐到来。 有学者认为,我们当前正处于一场建立在技术和数字化基础之上的革

命———第四次工业革命之中[17] 。 人工智能介入新文科的发展已成必然,新文科的创新发展需要最

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支持,因此,人工智能技术与新文科建设的相遇是历史的必然。
(一)知识论逻辑:人工智能促进文科学科专业生成

纵观学科发展史,分化发展的现象一直存在,并且越演越烈。 但是,伴随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

变革,各专业和领域的知识已经不断出现融合发展趋势,学科之间的整合成为学科发展的潮流,新
兴的学科不断涌现,学科知识体系呈现互相联系且庞杂的特点。 再加上我国一些人文社会学科其

学科属性、学科地位尚存在争议,学科专业目录难以对其做出合适的安排[18] 。 基于此,不管是知识

发展态势抑或是我国的实际情况,学科专业所遵循的知识体系都面临新的挑战。 新的时期,新技

术、新产品和新产业无不依赖人工智能。 因此,高校要顺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就必须对学科专业

的结构和布局进行优化和调整。 当下,许多高校文科教育已经开始结合人工智能,开设新的学科和

专业。 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 2020 版高校本科专业目录的通知》精神,人工智能已经纳入了本科专

业目录,分析近两年的新增本科专业后,我们发现在每年的新专业中人工智能领域新增专业最多。
就文科而言,教育学类增加了融合教育专业,法学类新增了“人工智能法学”等,人工智能已经全面

介入和改造文科学科专业的构造,如作为领域法学的“人工智能法学”其生成的动力就是由人工智

能促发并带动的新型理论议程制度化、领域化的产物。 可以预测的是,在未来文科教育发展的过程

中,人工智能和文科学科专业将进一步紧密结合,一大批以文科学科知识和教育现象为研究对象的

人工智能+文科的学科将不断生成。
人工智能促进文科学科专业生成,新生成的专业部分地体现为对原有专业基础的进步和发展。

立足教育评价的视角,新型文科专业的建设和评价要做好以下三点:(1)允许更多的高校把人工智

能作为一级学科来设置,并根据实际情况开设与文科各专业相关的二级学科方向,使得各个领域的

文科人才在人工智能时代都有用武之地;(2)在专业建设的目标方面,是否坚持“问题+需求”双导

向应是评价的重要维度,新生成的专业绝不是传统专业之间的简单的量的叠加,而是要围绕国家战

略、市场需求以及自身优势与特色,服务国家重点需求领域,面向新兴服务业、前沿技术产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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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性产业;(3)在专业建设的师资队伍方面,是否具备稳定的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评价的重要依

据,专业是否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措施,跨学科教师资源的建设成效以及教师校内外教学共同体的

构建等,都要纳入专业建设评价的体系之中。
(二)教育观逻辑:人工智能将改变文科学生培养目标

在人工智能时代,基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流大学的需要,新文科建设一方面需要高校在

理论建设和知识的更新上进行变革,另一方面更需要坚持提高青年学子的道德素养和可持续发展

的能力。 因此,新文科建设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有时代内涵,主要包括几个方面:(1)具备忠诚诚信、
守法善治、廉洁自律的职业道德修养。 要求新文科建设过程中,培养学生应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和人

生观,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涵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审美的意识和能力;(2)具备人文化、综
合化、国际化的人才知识结构。 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更迭的背景下,文科建设中“专业+综合”以及

“本土+国际”的趋势将日益明显,学生的知识结构优化也不断彰显;(3)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 新

文科建设要立足青年学子核心素养能力,不断对学生的能力进行提升,淬炼学生的思想品质,从而

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新文科能力的培养要侧重对学生的数据技术处

理能力、综合管理能力及创新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才能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
从教育评价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时代文科人才的培养应该避免专业和培养方式的“碎片化”,一

方面,既要培养少量以人工智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为研究方向的科研人才,也要培养一

大批以人工智能知识和技能为基础,具有文科思维和素养的创新型专业人才,培养善于学习、愿意

合作、勇于探索、积极实践的文科专业人才,建构“人工智能+”的文科人才培养目标。
(三)教研方法论逻辑:人工智能将改变文科教学方式

一方面,智能时代教学资源将实现最大化的呈现。 有学者认为,技术和数字化在改变一切,
 

第

四次工业革命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19] 。 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创意设

计等重要领域为新文科建设创生了海量的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新文科建设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除了传统的理论和教育实践相结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学资源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能

够通过技术的作用为文科学生提供符合其偏好或个性化的学习资源。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将改变教师的授课方式。 2018 年,联合国教科文在《教师信息

和通信技术能力框架》中,要求教师将数字技术融入专业实践,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意识[20] 。 教师

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营造综合性、立体化的教学场域,促进理论教学和实践操作更好融合,打造

智慧化的教学平台,如部分高校文科教学已经开始使用智能终端、遥控桌椅等智能教学设施设备,
传统文科教学模式和方式将面临重大变革。

新文科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打造更加科学和合理的教与学的评价体系。 语音和图像识别

技术、情感计算、智能视频跟踪技术将不断运用于教学评价中,有效提升师生在课堂教学中的投入

和参与度,教师还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针对学生的学习表现分析其学习状态,及时诊断和评价学

生学习效果。

三、人工智能时代新文科建设评价的应然图景

新文科建设评价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简单地将评价理解为对新文科背景下教师教学评价、学
生学习评价抑或是专业建设质量评价等单方面的改革,而需要对新文科评价的基本构成要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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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统筹和把握。 一般而言,教育评价改革背景下的新文科建设评价包括建设的目的、标准、结果

等维度,这些维度实际上表征的是为什么要评、怎么评以及谁来评等核心问题。 显然,新时代教育

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为新文科建设评价在评价目的、主体和手段等方面

都提供了变革的强大动力。
综合来看,新文科建设评价的应然样态主要表征为以下六个方面。
(1)评价目的彰显立德树人。 《新文科建设宣言》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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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立德树人”是教育评价改革背景下新文科建设评价的应有之义。
(2)评价主体交互多元。 人工智能技术为新文科建设评价提供虚拟开放的评价场域、人人平等

的评价理念、数据互通的评价平台等,所以,新文科建设评价应该改变传统文科建设评价主体单一

和错位的现象,多措并举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3)评价标准科学多样。 从现行文科建设评价标准的指标体系看,“唯分数” “唯文凭” “唯论

文”“唯帽子”的现象比比皆是,唯知识和技术的目标旨趣,忽视教师和学生的情感交流和实践应用,
对文科的改革与发展非常不利,智能时代的文科建设评价标准应兼顾评价指标体系的多元化和个

性化,考察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全面评价教师的教学投入和改革实践。
(4)评价方式多维联动。 人工智能技术支持的网络学习空间、语音和图像识别技术以及情感计

算、智能视频跟踪技术等,都为新文科建设评价方式的多联互动提供保障,从而进一步拓展人工智

能测评功能,推进智能技术在新文科建设中的发展。 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

术对加强新文科建设有重要作用,但是,技术肯定存在更新迭代等问题,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测量

与评价体系:一是要根据人工智能测量与评价的发展态势,发展新的文科教育测量与评价方式,测
量与评价方面的专家

 

Bennett 就指出,教育测评有着更多实质性的革新并重塑了教育评价[22] ;二是

要致力于研发新型的测验工具,以应对文科测评过程中的复杂情况。
(5)评价结果全息直观。 新文科建设评价在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下可以实现评价方式动态性

和可视化,智能技术能够把收集的资料和数据进行有效处理,以个人画像、雷达图形和热力图表等

直观方式呈现,人工智能技术还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文科建设信息的多维性和整体性联系,呈现文

科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全貌与潜在水平。
(6)评价支持系统“智能介入”。 从技术层面来看,人工智能对于促进新文科建设评价有着巨大

“魔力”。 但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评价领域的运用还处于初始阶段,要真正实现智能技术促进新

文科建设评价的愿景,还需要不断强化智能技术介入的新文科建设评价的支撑体系建设:一是加强

新文科智能化测评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推进信息化建设、整合性的测评系统建设等;二是提升参

与主体的评价素养,包括教育管理者、学生和利益相关方等;三是改进新文科建设评价制度,在新文

科建设过程中涉及教与学等两方面的评估制度,要推进过程性评价和增值性评价的运用,推进在线

学习的评价。

四、人工智能时代新文科建设的现实需求与实践路径

新文科建设强调学科交叉、文理相融,反映了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新趋势[23] ,人工智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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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正在重塑文科建设体系,促进文科教育和学习方式的革命。
(一)人工智能时代新文科建设的现实需求

1. 造就时代新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我们不是培养一般人才,而是培养栋梁之才,是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 [24] ,将
“立德树人”落实在新文科教育的全过程、全方位和全领域,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文科人才。 “尽管经

济社会发展赋予大学不少使命和功能,但大学的根本还是培养人才” [24] 。 在人工智能时代,新文科

建设是顺应新一轮知识经济革命要求的战略举措,但其终极价值关怀是人的发展。 因此,新文科建

设要把“立德树人”作为人才培养的关键,并体现在文科建设的每个环节。 但是,当下的文科教育教

学仍然存在“立德”和“树人”割裂的现象,即许多人还是认为专业教育负责“树人”工作,“立德”的

任务应该由思政教育来完成。 这种将专业教育和建设视为“价值无涉”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中有相当

的市场,“立德树人”往往被停留在口号上,这不仅仅是知识和认识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列宁在

揭露资产阶级旧学校“不问政治”的虚假性时指出,“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教育工农的年青一

代,倒不如说是对他们进行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训练” [25]
 

。 对于要“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缺乏明确认识。

 

人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第一资源,我们党的事业成功,重要的法宝

之一就是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人才。 新的时期,高等教育要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摇篮,新文

科建设在培养人的问题上不能走偏,要对标“育人为本”,坚决将立德树人任务落实落地。
2. 打破学科界限,推进学科专业融合发展

当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
 

学科既有的知识组织方式将发生变化,
 

知识在碰撞过程中形成了新

的生产模式[26] 。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更新背景下,新文科各学科专业知识体系不断重构,新
的学科和领域不断涌现,学科和专业之间的融合也在加速进行,文科教育要实现创新发展就必须进

行改革和重建。 新的背景下,文科教育的融合发展要将学生的教育生活世界与学科专业知识教学

有效结合。 文科教育要强化通识课程建设,促进青年学生知识结构从单一型向学科融合转变。 新

文科教育要立足“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和能力”标准,打破专业壁垒,构建跨学科专业的立体的专业

知识体系。 新文科教育在做好通识教育的基础上,可以引导和激发学生对某一专业领域的兴趣,为
国家需要的关键领域培养拔尖人才[27] 。 2020 年,清华大学成立新雅书院等 5 大书院,其成立的唯

一目标就是有效地打破院系之间的壁垒,做好学科交叉[28] 。 西方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如伦敦大学国

王学院的“数字化人文学科系”以及弗吉尼亚大学的“高新技术人文学科研究院” [29] ,等等。
3. 树立“全人”发展理念,培养学生大数据能力

人工智能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高等学校的文科学生不仅

要具备学习能力、创新能力,还需要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对数据的处理分析

能力等。 传统的文科教育唯“专业化”的价值观,导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对“全人”素质培养的缺失,
失去了文科教育对终极目标和意义的追寻,从而使培养的人才知识结构、思维模式和精神世界呈现

单向度问题。 人工智能时代,通过将不同领域、区域和主体的数据进行关联,传统的文科人才逐渐

被新的文科人才替代,这直接导致两种倾向:一方面是传统文科毕业生能够选择从业的范围不断减

少,另一方面是兼具文科和大数据分析背景的复合型人才供不应求。 据相关统计显示,2017 年,全
球共有 367 所拥有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高校,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数量约有 10 万余人。 其中,人工

智能领域的学者有 6
 

000 多名[30] 。 因此,新文科人才培养必须树立“全人”理念,在课程体系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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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环节、知识教学等方面,充分融入人工智能元素,不断提高学生的数据收集、整理、分析等

能力,造就具备人工智能技术的新文科人才。
4. 培养复合型人才,增强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增强,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逻辑向度发生转变:由知识型、技能

型向复合型和智慧型转型。 正如吉本斯指出的那样: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来临,知识应用和以知识

为基础的问题解决,具有跨学科性、应用情景、知识生产者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生产组织形式的敏捷

性和灵活性[31] 。 新文科教育的意义主要在于立足专业基础的融合性,促进科教和产教的有效联系,
实现多方主体参与的协同育人。 新形势下,文科人才培养目标需要由单一的专业型转向复合型,设
计科学合理的教育教学方案及实践教学过程,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文科

教育一方面要强化传统的课程体系建设和见习、实训、实验、实习和研习等实践教学环节,另一方面

还需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加强青年学生的人工智能技术培养,尤其是培养学生的“数据素养”
与“技术素养” [32] 。 新文科教育应推行产教融合模式,高校应与校外人才培养主体共同研究制定人

才培养方案、搭建人才培养平台、建设人才培养优质资源等,从而提升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人工智能时代新文科建设的实践路径

1. 课程体系设置要“文理融合”
课程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新文科建设需要着力构建文理融合的课程体系。 新

的时代背景下,新文科教育充分吸纳人工智能技术,将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社会科学建

设。 新文科培养的人才,专业基础知识首先要过硬,加强对通识知识和人文素养知识的学习,同时

还需要加强以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课程模块的学习,从而实现青年学生在理论知

识、人文修养和技术素养方面齐头并进,具有整体性思维和国际化视野。 具体来看,一是要打造立

体的专业课程体系,围绕专业核心素养和学生实际,设计必修和选修合理搭配的课程模块;二是优

化通识教育课程模块,从培养学生的健康身心角度出发,开设生命课程、美育课程、职业道德及实践

伦理等课程,不断提升学生的生命关怀、审美意识、道德修养和思辨能力;三是拓展专业课程设置内

容,有效融入大数据、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培养学生的信息技术能力。
2. 教学模式创建要“理实并重”
实践是许多文科专业的重要内容,但是传统的文科教育往往是理论优于实践。 根据目前诸多

文科专业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新文科教育应该构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教学模式,从
而使学生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得到有效保证。 理论讲授环节,教师要发挥实践智慧,善于创新贴切的

情景或场域,充分调动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尤其是利用当下的虚拟仿真教学、翻转课

堂、雨课堂等教学方式;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应该聚焦专业知识实验、技能实训、专业技能比赛、职业

实景操作四个方面。 专业知识实验主要围绕学科的核心素养和能力进行;技能实训则需要利用校

内外的实训平台,根据培养学生不同的技能进行设计,如培养学生的信息处理能力、职业体验和判

断能力、综合协调能力等需要设计不同的技能训练内容和指标,专门训练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专
业技能比赛需要在有效激发学生的兴趣基础上,将人工智能技术(数学建模意识、计算机处理能力)
等融入教学中,多为学生创设参与技能比赛的机会和平台;职业实景操作环节主要是着眼于未来的

工作岗位职责和需要,模拟相应的实践操作场域,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实景训练,培养学生快速适

应工作岗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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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师队伍建设要“内外协同”
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高水平的教师团队,学生能力和综合素养的培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

师,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能力的关键在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专业

素养、学术水平和实践能力[33] 。 但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是,许多高等学校教师往往缺乏行业和业界

的实务工作经验和能力,“双师性”导师严重不足。 因此,高校要尽可能地为学生选配校外职业导

师,从而有效解决实践教学质量不高的难题,建立稳定的校内外协同育人的教师队伍。 首先,校内

教师在具备扎实的学科专业理论知识基础上,还需要到行业、企业进行挂职锻炼,增强实务能力;其
次,在长期的职业实践和经验积累基础上,校外职业导师对实践教学中的案例、素材等形成理论高

度,促进实践教学课程目标任务的圆满完成。 校内外协同育人师资队伍的建立,将对学生理论与实

践的有效衔接提供保障,有利于提升教师课堂教学有效性,不断增强学生的职业体验和职业判

断力。
4. 新文科评价要“新理念”引领

文科建设评价的理念决定了评价的目的、评价手段等,传统的以数量(高校数量特别是原“985
 

工程”和“211
 

工程”建设高校数量或“双一流”建设高校数量、教师数量、学生数量、人才数量、重点

学科数量、学位授权点数量、经费数量、科研成果数量等)定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已不适应新时代

高等教育评价要求[34] 。 评价要打破“五唯”取向,具体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彰显过程性评

价。 过程性评价通常要求学生在真实情境或模拟情境中,运用先前所获得的知识完成某项任务或

解决某个问题,以考查学生知识与技能的掌握程度,或者问题解决、交流合作和批判性思考等多种

复杂能力的发展状况[35] 。 过程性评价可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对教与学的过程真实而全

面的记录。 其次,强化增值性评价。 增值性评价是反思传统“五唯”评价而发展起来的评价理念,强
调学生自身测验成绩的纵向比较,以每个学生的进步来计算学校或教师对学生学业增长的影响[36] ,
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全程采集教学数据,还能实现对师生情感因素、心理倾向等非结构化数

据的获取。 再次,强化作为“鉴赏”的多元评价,不将学生学习置于一个共同的标准或常模下,凸显

学习者学习经验的意义建构,将评价理解为鉴赏,渗透审美的视角,通过专业的洞察力来探寻学生

发展过程中的变化。

五、总结与展望

第三次工业革命后,社会机械化程度飞速发展,社会和个体的发展不断式微。 在利奥塔看来,
这种变化使得“头脑与生活相分离”,他甚至宣称文科“已经死掉了” [37] 。 时隔 40 年,2018 年美国希

拉姆学院宣誓“为新文科设计模型” [38] ,标志着新文科改革的重启,文科正式进入转型变轨时期。
当前,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举国上下推进新文科建设,中国文科事业正在发生一次历史性重

生与质变。 在教育评价改革视域下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文科建设具备知识论、教育观和教研方法论

的合理的逻辑理路,蕴含了“造就时代新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打破学科界限,推进学科专业

融合发展、树立‘全人’发展理念,培养学生大数据能力和培养复合型人才,增强学生可持续发展能

力”的现实需求。 着力构建三个实施进路,即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才需求导向,课程体系设

置彰显“文理融合”,着力构建文理融合的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创建转向“理实并重”,构建理论和实

践并重的教学模式[39] ;教师队伍建设实现“校内外协同”,组建高水平的“内外”教师团队,是保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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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时代新文科建设取得实效的关键。
新文科要实现健康长远发展必然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传统的

文科评价体系的问题与不足,比如存在过度量化和过度西化等问题,评价的理念重西方理论指引,
忽视我国本土传统与特色;评价的过程重学院派式的理论研究,轻实践与应用;评价的标准重论文

数量、轻社会应用,重论文发表杂志级别,轻成果本身学术质量;评价的指标过度“移植”和借鉴理工

科,忽视文科的民族性和阶级性等特征,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人文社会科学在国内高水平期刊、国际

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大大减少,同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分离,与理工科等相比始终处于“弱势”位置。
此外,当前在部分高校明确要求,教师晋升高级职称(尤其是正高职称)必须具备有较长时间在国外

进修的经历,职称评审时部分高校片面认可国外期刊论文,在评审过程中出现教师在国内期刊上发

表几篇论文抵不上国外期刊的一篇论文,理论自信荡然无存。 如此评价理念和指标体系,将严重阻

碍和制约新文科建设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大学排行”的风气也弥漫于新文科建设和评价之中,
“排行榜”的影响无形中也左右着新文科的发展,新文科建设迫切需要立足于学科特色,坚持以人为

本,重视教师和学习者的“教育生活世界”,进一步落实和扩大学校自主权,避免“千校一面”。 构建

现代学校制度,让高校有充分的自主权,结合学校特色确立办学定位,根据社会的变化,合理调整文

科学科结构。
新文科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形成高校新文科发展的新格局、新气象,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

系[40] ,以期带动全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蓬勃发展。 新的时期,新文科建设的过程要真正面对和走进

人工智能技术的场域深处,对文科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真实处境进行再认,进而实现对新文科学科专

业格局的再造和质量评价体系的重建,才有可能找寻新文科建设的时代密码,才能借助人工智能发

展的历史性机遇促进中国新文科建设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功。 当然,新文科建设不仅仅是学科交叉、
融合或重组,将新技术前景和技术趋势纳入其中,更是文科专业改革、内涵建设、课堂革命、质量提

升等多个层面上的交汇融通,这也是新文科建设研究亟待重视和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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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eaking
 

the
 

five
 

only 
 

is
 

not
 

only
 

a
 

new
 

probl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a
 

new
 

subject
 

that
 

must
 

be
 

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reform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depends
 

on
 

the
 

most
 

cutting-edg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logical
 

way
 

of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logic
 

of
 

knowledge
 

theory—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motes
 

the
 

generation
 

of
 

liberal
 

arts
 

disciplines 
 

and
 

th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of
 

newly
 

generated
 

majors
 

should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problem
 

+
 

demand  
 

the
 

logic
 

of
 

educational
 

view—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change
 

the
 

training
 

goal
 

of
 

liberal
 

arts
 

students 
 

and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evaluation
 

of
 

the
 

training
 

goal
 

of
 

new
 

liberal
 

arts
 

talents
 

should
 

avoid
 

the
 

 fragmentation 
 

of
 

specialty
 

and
 

training
 

paradigm 
 

the
 

logic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change
 

the
 

teaching
 

method
 

of
 

liberal
 

arts 
 

and
 

with
 

the
 

help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new
 

liberal
 

arts
 

can
 

create
 

a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valuation
 

system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natural
 

picture
 

of
 

new
 

liberal
 

arts
 

evalua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reform 
 

we
 

need
 

to
 

adhere
 

to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the
 

evaluation
 

purpose
 

is
 

highlighting
 

moral
 

education 
 

the
 

evaluation
 

subjects
 

are
 

interactive
 

and
 

diverse 
 

the
 

evaluation
 

standards
 

are
 

scientific
 

and
 

diverse 
 

the
 

evaluation
 

methods
 

are
 

multi-dimensional-linke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are
 

holographic
 

and
 

intuitive 
 

and
 

the
 

evaluation
 

support
 

system
 

is
 

intelligent
 

involved.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re
 

are
 

four
 

practical
 

need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new
 

liberal
 

arts 
 

cultivating
 

new
 

people
 

of
 

the
 

times
 

and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breaking
 

the
 

boundaries
 

of
 

disciplines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and
 

specialties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whole
 

person 
 

development
 

and
 

cultivate
 

students
 

big
 

data
 

ability 
 

cultivate
 

compound
 

talents
 

and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reform 
 

we
 

need
 

to
 

build
 

four
 

practical
 

paths 
 

setting
 

up
 

an
 

arts
 

and
 

science
 

integrated 
 

curriculum
 

system 
 

creating
 

a
 

three-dimensional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module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expanding
 

the
 

content
 

of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the
 

teaching
 

mode
 

should
 

pay
 

equal
 

atten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he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should
 

be
 

innovated 
 

the
 

teachers
 

team
 

should
 

be
 

constructed
 

coordinating
 

inside
 

and
 

outside
 

school 
 

to
 

create
 

a
 

high-level
 

teaching
 

team 
 

liberal
 

arts
 

evaluation
 

should
 

break
 

the
 

five
 

only 
 

orientation
 

and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new
 

ide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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