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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消亡成为一股全球性浪潮”近日冲
上微博热搜，起因是2024年9月，哈佛大学本
科生学院取消了至少30门课程，涉及20多个
系，大多是文科专业。这一消息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那么，家长会不会因此反对孩子选
择偏文的科目？各中学还建不建议学生报考
文科类专业？未来，文科真的没有发展前途
了吗？

问题一问题一：：家长是否同意孩子选偏文的科目家长是否同意孩子选偏文的科目？？
赞同孩子从兴趣出发选科赞同孩子从兴趣出发选科
（（高一学生家长高一学生家长 宋树红宋树红））

我的儿子从小对文科表现出浓厚的兴
趣，尤其是文学、历史、政治等科目，学习起来
得心应手，成绩也名列前茅。但对于数学、物
理、化学等科目，学起来比较吃力，成绩平
平。高中伊始，他就明确表示未来要将自己
的兴趣爱好与大学所学专业相结合，所以把
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偏文的科目上，而对于
物理、化学等科目，选择了能达到合格考试水
平即可。

作为家长，我完全赞同孩子兴趣与专业
相结合的想法，但对于未来大学的选择以及
就业选择等方面，心中难免存在一些困惑与
担忧。据我了解，大学里文科生招生计划少，
文科的专业覆盖率只有50%左右，而理科的
专业覆盖率有90%。偏文的孩子可选择的专
业明显少于偏理的孩子。另一方面，随着
ChatGPT 等一系列 AI 智能工具的出现与应
用，一些AI机器人已经具备了信息处理和数
据分析、简单翻译、文案写作等多种能力，可
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任务。我担心，未
来AI技术将对文科领域产生很大冲击，对原
本就业压力就大的文科生来说更是雪上加
霜。

不过，我儿子对文科毕业生的就业前景
比较乐观。他认为，AI机器人的写作水平只
能停留在结构简单且较为基础的创作领域，
在情感表达、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不可能
像人类一样富有更多的情感因素。我国的传
统文化博大精深，四大名著就被翻译成多国
语言，走出了国门，体现出我国人文学科的历
史底蕴和独特魅力，也展示出了我们强大的
文化自信。重理轻文只是阶段性现象，社会
的发展、国家的壮大，要靠文理兼修不断地推
动。

我想，让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优势选
择学习方向，才有利于真正培养专业化和多
元化的人才。其实竞争是无处不在的，不管
学习偏文还是偏理，都需要深耕细作，真正做
到术业有专攻，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在不
同的领域绽放各自的光芒。

问题二问题二：：中学还建议学生报考文科类专业吗中学还建议学生报考文科类专业吗？？
鼓励学生扬长避短报考高校鼓励学生扬长避短报考高校

（（某中学高一年级组长某中学高一年级组长 甄兆敏甄兆敏））

在当今AI大发展的时代，高中生选科的
时候最应该考虑什么呢？我认为，要考虑社
会需求，更应该考虑学生自身的兴趣和能力。

当人们谈及AI对文科专业影响时，其实
忽略了它对理工科专业的影响可能更大。因
为，理工科中具有程式化的工作可能更多，替
代起来可能更容易。考虑社会需求对选科的
影响实际上是在考虑“好不好”的问题，但是

“好不好”的基础是“行不行”。如果兴趣和能
力不在某个领域，你却非要选那个领域的学
科，你就会发现你学得很痛苦且没有成就
感。某个领域的需求再旺盛，发展前景再好，
我们不擅长，做不到“行”，也就谈不上“好”，
我们为什么非要那么“头铁”呢！

我们需要拥抱时代发展，需要找到自己
的兴趣、能力与时代发展的契合点。如果你
的兴趣和能力在自然科学上，那就去选择自
然科学；如果你的兴趣、能力在人文和社会科
学上，那就去选择人文和社会科学。新高考
的设计初衷就是允许大家根据自己的优势来
安排自己的学习，扬长避短。高考是每个人
的高考，要考虑社会需求，但是更应该根据我
们自己的天赋偏向选择自己的选科组合。

问题三问题三：：高校的文科已经没落了高校的文科已经没落了？？
“数智+”专业将改变传统文科

（某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 李彦冰）

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了人们的日常生
活，带来了教育格局的深刻变革，新一轮学科
专业调整中似乎文科受到了重创，文科教育
的存废之争也因之而起。

人工智能浪潮淘汰的是不适应时代发展
的学科。传统文科基于工业时代的社会分工
而建立，强调知识生产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形
成从具体经验到理论抽象的研究路径。这样
的知识体系面对数智技术的狂飙突进已显得
捉襟见肘，人工智能时代呼唤“新文科”。

人工智能时代，新文科的发展有新要
求。一是要求跨学科合作，它变学科专业分
割为学科专业交叉，提倡文理工交叉集成融
合解决复杂问题，将信息技术融入哲学、文
学、语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课程，为学生提供
综合性的跨学科训练。二是要求人才培养过
程符合“两性一度”，即“高阶性、创新性”和

“挑战度”，这将是拔尖创新人才的标配。三
是要求培养复合应用型人才，新文科人才培
养要求回归育人本质，既培育有价值引领的
人，又要求通过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培养具有
实践性、能动性的应用人才。四是突出强调
批判思维方式。它要求人能够独立思考、理
性分析、严谨求真，以应对复杂多变的问题和

挑战。
人工智能时代，新文科会有新作为。文

科生能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人类对平等、公
平、正义等社会价值的内涵；人类社会的情
感、信念和精神风貌问题将永恒存在，在引导
人们回归自我、认知人的精神世界、进行鲜活
且动人的情感交流方面，文科依然有着无可
替代的优势。新时代，人们对运动、信任、审
美和社会洞察的需要将更加旺盛，对“诗意的
栖居”的渴望将更加迫切，这恰恰是新文科可
作为的空间。

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文问题的回应需要数
智加持。新文科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发展将是
大势所趋，对高等教育而言，推出文理工交叉
的“数智+”专业将成为常态，如数字经济、数
字法治、数字人文、数字伦理、数字出版、数字
交通等，这些专业不仅融入了数智技术，还重
视数据分析和创新应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即便是最为传统的历史、文学、哲学等学
科，要么因数智技术的加持获得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要么调转方向，把眼光投向更
捉摸不定的虚拟世界，赋予代码以灵性和灵
韵，这兴许是新文科得以施展拳脚的更广阔
天地。

分析与思考分析与思考
以更宽广的视野看待以更宽广的视野看待““文科消亡文科消亡””说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储朝晖））

对于“文科消亡”的说法，我们需要从更
长远和宽广的视野理性地看待。就拿哈佛大
学来说，2024年秋季取消的文科课程在该校
开设的 3000 多门课程中仅占百分之一。在
该校文科内部，选修历史、宗教、文学与英语
专业的人减少，选修哲学的人却在增长。而
且，哈佛大学的课程设置为了体现学生本位，
有学生提出需求的课程都可能开设，可开设
的课程不断增多，其中一些课程被选率不高，
学院根据注册人数决定取消诸如“从莎士比
亚到杜阿·利帕的英国软实力”之类偏僻课程
本属正常，相关课程的授课者以及少数感兴
趣选课的学生从维护自己的权利出发提出反
对也属正常。

不可否认，当前，世界各国高等学校的传
统文科发展都遇到了比以前更大的外部压
力。中国高校的文科课程体系远没有哈佛大
学的多样、复杂，成本远低于哈佛大学的文
科。中国高校文科设置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体
系，供求关系反映到存舍上不那么直接，因此
中国高校的传统文科发展受到的压力相对较
小也较平缓。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高校的传
统文科就不需要变革、改进。中国高校的传
统文科同样面临资金不足、效能不高之类的
问题，若不能有效解决，就很难在未来世界高
校文科中有立足之地。为此，中国高校管理
机构倡导探索发展新文科，一些高校已经进
行了适合自身的探索。

事实说明，传统文科只要顺应时代、瞄准
市场、拓宽视野，就会有新发展。

本报综合消息

“健胃消食片，酸酸甜甜真的很爱。吃
撑了，来两粒，没零食吃了，也吃两粒……”
这是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的分享。将药
品当零食吃，在一些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

“主打”的养生攻略，不仅谈不上养生，而且
用药风险不小。

眼下，随着年关将至，“养生零食”也被
不少消费者列入年货清单。不少二十出头
的年轻人纷纷尝试龟苓膏、山楂丸、阿胶蜜
枣等零食。

针对上述现象，多位一线医生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不约而同发出提醒：养生不要盲目
跟风，警惕其暗藏的健康隐患。

过量服用致肝损过量服用致肝损，，患者为何对药放松警患者为何对药放松警
惕惕？？

“不遵医嘱用药，此类患者在临床上并
不少。”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临床药师田
璐璐告诉记者，她接诊过的一位阿姨，因皮
疹久治不愈，长期服用一款润燥止痒胶囊。

“患者平时觉得有点不舒服，就吃两颗这个
药，吃了小半年导致肝损，住进了医院。”

从这款药物的成分来看，其中既有生首

乌又有制首乌。“生首乌有祛风止痒的作用，
治疗皮疹效果不错，但其具有一定肝毒性。
生首乌的肝毒性又高于制首乌，部分不耐受
的患者单用制首乌都可能出现肝损，更何况
这款药物含两种成分。”田璐璐进一步解释
说，用药不能抛开剂量谈毒性，该药一个疗
程为两周，按医嘱用药，一般不会出现问
题。“但这名阿姨将中成药当成了保健品，用
药疗程过长，才导致了肝损的出现。”

临床上，还有一种情况也很常见。那就
是有的患者便秘或是想减肥，会长期服用一
些芦荟制剂。“很多人觉得芦荟很健康，其实
长期服用这类药同样会伤肝，还可能加重肾
脏负担，使肾功能进一步衰退。”田璐璐说。

常言道，是药三分毒。究竟是什么让患
者对这类药品放松了警惕？在医生看来，部
分患者对中药、中成药等存在一定认知上的
误区，认为中药材是滋补身体的保健品。其
实，中药也讲究剂量和疗程，患者如果不对
症盲目使用，那么中药材就可能变成致命的

“毒药”。
此外，很多药品还会“伪装”成零食的样

子。以润喉片为例，其成分以一些有清热、

解毒、消肿作用的中草药为主，如金银花、黄
芩、板蓝根、冰片等，大部分药物性偏寒凉。

“一般人吃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本身
脾胃虚寒又长期大量服用，就很容易引起腹
泻，因此在尝试前，对自身情况有个清晰的
认知也很重要。”田璐璐说。

不少年轻人保健意识增强了不少年轻人保健意识增强了，，医学知识医学知识
没跟上没跟上

除了要合理用药，在采访中，不少医生
还提到另一种现象：随着冬季来临，滋补养
生类食品日渐走俏，主打“药食同源”的产品
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

此前有机构发布数据显示，淘宝天猫
“药食同源”市场近一年的销售额已接近234
亿元，同比增长22.3%，显示出巨大的增长潜
力。

“‘养生零食’虽然打着健康旗号，但在
享受其美味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其可能带来
的健康隐患。”长宁区天山中医医院治未病
科主任医师倪欢欢告诉记者，有些“养生零
食”首先是“药”，其次才是“零食”。以阿胶
枣为例，阴虚火旺的人群不宜食用阿胶，因
为阿胶本身有助阳生热的特性，可能加重火
旺症状。此外，阿胶每日摄入量不宜超过9
克，而包装成零食的阿胶有一定隐蔽性，“可
能吃着吃着，就过量了。”

此外，不同人对“养生零食”的耐受性和
反应也存在个体差异。以山楂制品为例，山
楂本身是一味中药，内含丰富的有机酸、果
酸、维生素C等，当胃酸过多的人大量食用
后，会使胃内的酸度急剧增加；有溃疡病或
黏膜糜烂较重的人吃后，可能加重病情。

“不少年轻人保健意识增强了，但医学
知识还不够，很容易跟风打卡。”一位从事中
药药理学研究的业内人士提醒，就目前来
看，所谓的“养生零食”、中药餐饮更多以宣
传养生观念、提供情绪价值为主，“真正的养
生在于平时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而非白天
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蹦迪熬夜到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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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时代文科还有发展前途吗？

年关将至，“养生零食”走俏！

医生提醒：别让它们伤了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