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www.xinminweekly.com.cn

哲学  逻辑学 伦理学  宗教学  美学  历史学  考古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  世界史  汉语言文学  英语  法语  日语  古典文献学  比较文学  社会学  人口学  民俗学 心理学 
人类学  民族学 新闻学 传播学 广告学 法学  知识产权法  国际法  政治学  行政学 国际政治 外交学 行政管理 经济学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市场营销 艺术史论  艺术管理  美术
学  音乐学  教育学  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 教育技术学  戏剧影视文学  动画  摄影 设计学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翻译学 手语翻译  东亚研究  欧洲研究  性别与社会发展  公共事业管理

并冗余专业。“教育部对高校停招 5 年及以上的专业进

行撤销预警。这一政策导向，促使高校更加审慎地设置

和调整专业，避免教育资源浪费。” 熊丙奇说。

盲目“追涨”设置的专业先倒下

在四川农业大学校长吴德看来，“产业转型加速，

社会需求变化加快，本科专业调整速度和力度就会更大，

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够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

与社会需求无缝对接”。

亦有专家注意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区，都存在一些

盲目跟风设置新专业的情况。比如上世纪 90 年代，一些

院校推出商务英语、金融法学等等“热门专业”。这些

专业大多是从本校的英语系、金融系发展而来，从师资

方面来看，本校的商科、法科本没有很好的资源，导致

教学体系不系统，且教学内容总体上滞后于社会发展。

如今，这样的情况会否重演？

记者去年曾在一个有关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的研

讨会上了解到，在区域国别研究成为一级学科以后，一

些院校抓住“契机”，也想上马这一学科。然而，总体

上师资力量还是从学校原有的管理学、外语类院系抽调，

甚至还有中文系老师参与。如果这些老师本身具有区域

国别学跨学科素养，当然是好事。但据调查了解，这些

老师有不少是缺乏国际政治、世界史等方面的学术背景。

有专家对此指出，在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区域国

别学日益受到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校看到这一新的

热点学科，就要扑上去。“我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办学要精，

一旦盲目扩大规模，未来不少毕业生有可能会不得不重

新选择职业方向！”

回看改革开放初期，中文系曾经非常火。可随着改

革开放的深入，贴近市场、实用性颇强的一些专业显然

热过中文系。一些高校推出了诸如文秘等实用性专业，

当时，此类毕业生出校门就能进入外企做小白领。广告

学专业，一度也很时髦。然而，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

此类毕业生想要寻求合适的初任岗位，变得艰难起来。

反倒是中文系的“基石”比如汉语言文学专业，继续稳住。

按照张雪峰所说，如果学生未来想要报考公务员，不如

盯住汉语言文学专业，

毕竟汉语言文学专业

可以报考的公务员岗

位较多。

亦有教育专家提

醒，“教育的真正使

命不是迎合市场，而

是引领社会”。高校

不同学科的起起伏伏，

与经济发展周期有着

明显的关联。本轮技

术革新显然对高校学

科设置带来了巨大的

震荡，大学生的培养

模式正在改变。

新闻学专业在热了三十多年后，面临新的挑战。图为云南大学新闻学院 2023 年南亚东南亚国际青年来访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