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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星球

最近，高校专业招生大调整成为关注的
话题。更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名校近年来也
开始了专业关停现象，包括传统的化学专业。

2024年末，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英国赫尔
大学正式宣布关闭化学系。在美国，2024年，
卡布里尼大学和威尔斯学院已经彻底关闭了
化学系。另外，包括沃伦威尔逊学院、西弗吉
尼亚理工学院等从2023年开始已经停止招收
化学专业的本科生。
欧美高校化学专业频繁传出负面消息，

不免让人产生疑虑：作为基础科学之一的化
学，其功能难道真的衰退了吗？
面对这一国际趋势，作为新中国第一所

以化工特色闻名的大学——华东理工大学
（前身是华东化工学院），结合自身特点、中国

实际和国际经验，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应新时
代需要的发展路径。
化学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基石，在多个新

兴领域默默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一门核心、实
用、富有创造性的科学。化学研究跟随时代
脚步，不断更新发展。曾经，发现新元素及其合
成化合物是化学研究的前沿之一，后来逐渐演化
为合成新分子新物质。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化
学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潜
力巨大。近年来，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均来自于化
学与生物、化学与医药等交叉领域。因此，传统
学科仍是高校学科发展的根基，而绿色化、智
能化、高端化转型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从华东理工来讲，学校主动对接国家战

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根据“国家所

需、上海所想”和“华理所能”的契合点，发挥
一流学科引领作用，做强、做深、做大“化”字
文章，布局引领未来能源、战略新材料等领域
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学校积极发挥学科
优势特色，布局和推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化工新材料、低碳和清洁能源等领
域发展，聚焦新兴产业背后的化工、化学、材
料科学与技术问题，以“双一流”学科的创新
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形成。
交叉是化学学科未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

线。华东理工交叉融合正重塑学科发展格
局，超前布局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构建从新
兴交叉方向遴选、学科交叉研究、交叉学科建
设的完整链条。在碳中和、新型储能、电子信
息材料（电子化学品）、合成生物、智能传感、

高端装备、数字经济、安全与社会治理等前沿
领域，以电子化学品创新研究院、光敏化学产
品工程中心、智能传感与仪器研究院、合成生
物学概念验证中心、新能源转化与存储交叉
研究中心等交叉学科平台为基础，布局一批
国家急需、关系国计民生、支撑产业转型升级
和区域发展的战略性新兴学科，加强与国际
顶尖科学家合作，建设了费林加诺贝尔奖科
学家联合研究中心，多措并举培养引领学科
前沿的创新人才。

时代浪潮奔涌不息，学科变革未有穷
期。唯有以传统学科焕新重塑知识根基、以
学科交叉融合激发创新浓度、以学科治理变
革提升发展效能，方能应对全球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对高校专业的冲击。

近期，复旦大学宣布将调整文科
招生比例，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如一
石激起千层浪，许多家长和学生感到
不安，难道当真是“文科无用”吗？家
长开始对孩子选择文科表示担忧。
其实，现在许多高校的文科与原

来已经不一样。以复旦为例，考古算
是传统的文科，但是，该校科技考古研
究院的文少卿团队利用DNA技术鉴
定烈士身份、结合颅面复原技术还原
英雄容貌，团队成员包括了历史系、计
算机、生物系的学生。同时，历史学的
学生借助大数据技术对古代贸易路
线、社会关系等进行分析。文中有理，
理中有文，相互交叉，成为未来学科的
发展方向。
复旦大学校长金力表示，他和学

校党委书记裘新有高度共识：文科是
复旦的旗帜、是“老根”。“老根”不能动
摇，也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今
年复旦本科生招生计划，文科确有减
少，但文史哲等“老根”学科变化不大。
金力明确，“老根”要继续做强，希

望能培养和造就有思想、能够引领世
界和时代的人，对中华文化和人类文
明有贡献的人。像文科资深教授陈尚
君，40年心无旁骛，以一人之力钩沉补
遗出版《唐五代诗全编》，“用最聪明的
头脑下最笨的功夫、干最寂寞的事情”，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与阐释、传
承与发扬做出了不朽功业，复旦引以
为荣、倍加呵护。

■ 增加“新文科”培养项目和

名额投放

“老根”要发新枝，应与时俱进。
现在提出了“新文科”概念，它是直接
解决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
题的交叉学科。金力表示，人文社科
背景的培养项目容量约占复旦本科
2025级的30%，但内涵和模式有很大
的转型升级。传统文科的招生数有适
度调整，同时大大增加“新文科”培养
项目和名额投放，文科与理工医学科
交叉的双学士学位规模占2025级招
生人数的12.4%，可以说，“新文科”占
了学校交叉门类的“半壁江山”。希望
通过文理交叉、文工结合、文医融通，

催生新的学科增长点，把复旦文科的
品牌进一步擦亮、优势进一步巩固。

■ 文理融合，人文情怀与科学精

神缺一不可

金力指出，文理融合是复旦有今
天地位的真正道统。无论文理医工，
要塑造追求卓越的灵魂，人文情怀与
科学精神缺一不可。每位复旦学生包
括理工科同学，都要有人文情怀；每位
复旦学生特别是文科同学，都要有科
学精神。他认为，应该跨越学科的边
界。过去10年，复旦文理医工共同组
建了现代语言学交叉研究团队，搭建
汉藏、南岛、侗傣等语系的源流框架，
与遗传信息比较互鉴，试图厘清它们
的历史脉络、起源分化，并以此解析世
界范围的人群迁徙。

■“新文科”的人才培养与传统
有所不同

比如，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
字研究中心是古文字研究领域的重镇，
研究人员立志“站在古文字考释的最前
沿”。他们文理兼通，既通古代典籍，又
能利用人工智能助力甲骨缀合。

复旦新闻系是中国最早设立的新
闻专业，属于文科。如今，复旦新闻学
院新设立的“望道班”则采用全新的培
养模式：通过本研贯通的拔尖人才培养
项目，以“2+X+Y”（2是通识和专业教
育，X是多元发展路径，Y为融合创新能
力）为路径，以“二对一”导师制（学界、
业界2位导师对一位学生）为特色，培
养新时代复合型新闻领军人才，AI及全
媒体应用和传播能力、跨文化环境下的
交流与合作能力不可或缺。

近年来，国内高校正大幅度进行
专业调整，有数据表明，撤销最多的并
非文科，而是传统工科专业。当然，也
要清醒认识“文科弱势”的现状。如果
历史、哲学、新闻、外语等专业，仍沿袭
过去的教学模式，学生难免在就业市
场中将面临更大挑战。

由此，有专家指出，复旦的专业招
生改革，并非否定文科，相反是对文
科的一种重塑。文科不会消亡，需要
的是“重生”。 本报记者 张炯强

高校专业精调 传统学科焕
话题主持：本报记者 张炯强 王蔚

在上海交通大学，这么些年
来已形成了共识——专业是人才
培养的基础平台，高等学校人才
自主培养质量以及服务国家和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高低，首
先体现在专业的结构和质量上。
对于专业调整，特别是专业

建设与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匹配，始终体现在上海交通大学
的办学实践之中。尤其是近年来，
上海交通大学积极推进本科专业结
构改革优化，不断提高与科技发
展、国家战略的适配度。

■ 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

才培养

基础学科是实现从“0到1”
原始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只有夯
实基础学科，才能在激烈的国际
竞争中占据主动，推动科技和社会
的全面进步。学校依托拔尖计划
2.0和强基计划，在数学、物理学、
化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生物
医学科学等专业培养基础学科拔
尖人才。经过十余年的探索与积
淀，一批批学术志向坚定、立志扎
根基础学科研究的人才崭露头角，
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储备力量。

■ 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紧缺

专业

2024年学校成立人工智能
学院，在2019年设立人工智能专
业的基础上，进一步统筹谋划、整
合资源，着力培养更多人工智能
领域拔尖人才。面向“碳达峰、碳
中和”国家能源革命战略，应对储
能技术全面高速大规模发展对专
业人才的迫切需求，设置“储能科
学与工程”专业。设置国家急需紧
缺专业是大学响应国家战略需求
的主动作为，也是为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新动能的直接体现。

■ 主动谋划面向未来的交

叉专业

整合学校相关理、工、医等优
势力量，成立溥渊未来技术学院，
聚焦未来能源技术及未来健康技
术，与宁德时代、联影医疗、迈瑞
医疗等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实质性
合作，开设可持续能源、健康科学
与技术专业。同时，依托学校强
势学科打造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模
式，目前学校共设有工学+理学、
经济学+工学等16个双学士学位
项目，2025年将持续推进AI+X
双学士学位项目建设。

■ 加快传统学科专业转型

升级

2020年以来，改造调整专业
2个，停招4个，撤销9个。2024年
制定“AI（人工智能）+HI（人类智
慧）”赋能人才培养的专业改革方
案，大力推动AI+专业改革，首批立
项海洋智能无人技术、航空航天工
程（智能飞行器技术方向）、智能医
学工程、智慧能源工程、机器人与
智能制造等9个AI+专业，通过优
化人才培养目标、重塑课程体系、
革新教育教学方法，培养引领未
来的创新复合型人才。如学校传
统优势工科专业船舶与海洋工
程，以教育部新工科建设项目为
契机，以服务国家海洋战略需求
为导向开展专业优化升级，融合
人工智能、信息通信等多学科，
重构面向未来科技与行业发展
趋势的专业课程体系，培养具备
智能系统设计与工程创新能力
的新质复合型领军人才。

上海交大通过持续动态调整，
专业结构更趋合理，优势特色更
突出，规划导向更鲜明，不断向着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奋进。

“新工科”“新文科”“新化学”——近年来，
中国高校大幅度调整专业设置，传统学科、
专业被冠以了一个“新”字。

上海2024年调整本科专业点325个、高职
专科专业点100余个。据市教委透露，上海高
校着力建设做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AI）、生物
医药三大先导产业紧密相关的学科，2025年首

批布局量子科学、机器人工程、变革性材料等11
个未来学科。配套构建“招生—培养—就业—
监测”联动的专业点建设跟踪机制，调整撤并
偏离定位、脱离需求、质量不高的专业点。

传统学科何以调整甚至裁撤？新学科、新
专业“新”在哪里？看看沪上高校是怎么说、怎
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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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理工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 赵玲

■ 2024年学校成立人工智能学院

■ 首批立项9个AI+专业

■ 目前共设有工学+理学、经济学+工学等16个双学士学位项目

■

上海交大学生在创新中心组装航模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陶磊

■

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师在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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