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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教育部发布了《2024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
结果》，全国范围内新增、撤销、调整专业点3424个，29种新专业亮相，调整
力度不小。同时，首次设立“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设置机制，为重点领域开
通专业设置“绿色通道”。

“双一流”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排头兵”，新增、撤销了哪些专
业？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根据教育部每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我们统计了近五年（2020年至2024年）“双一
流”高校新增专业布点的相关数据。

哪些专业“上新”
1.工学类新增数量领跑，人工智能稳居榜首
统计显示，近五年“双一流”高校新增专业达1068个。其中，工学类

501个，占比近半。其次是理学（131个）、管理学（86个）。
梳理近五年“双一流”高校新增专业可以发现，TOP10中有6个属于工

学门类，再次印证了工学的主导地位。整体来看，工科类新增专业主要集
中在技术革新、工程应用等领域，这一趋势也与近年来国家“新工科”建设
的战略方向一致。

具体来看，五年内共有41所“双一流”高校新增“人工智能”专业，位列
榜首。此外，“储能科学与工程”这一工学“新贵”也在前十。该专业聚焦新
能源、储能材料等前沿领域，被视为服务“双碳”目标的核心专业。

2.“智能+”转型明显，学科交叉成趋势
对1068个新增专业的名称进行词频统计发现，“智能”“智慧”“工程”

“科学”“技术”等是关键词。其中，“智能”与“智慧”突出，“智能+”转型明
显。

据统计，五年内，“双一流”高校新增布点“智能”“智慧”专业203个，几
乎全部集中于工科，有较强的技术导向。

此外，今年新设“智能影像艺术”（艺术学）和“人工智能教育”（教育学）
专业，分别在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开设。

统计近十年全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中含“智能”“智慧”的专业可知，十
年内新增“智能”“智慧”本科专业总计2146个，其中近七成是近五年内新
增的。

3.“健康”“运动”专业迎新增潮
在以“智能”“工程”为主的新增浪潮中，“运动训练”以25个新增量位

列第六。该专业属于教育学类，培养内容涵盖运动技能、训练理论、体能管
理等。

近年来，随着“健康中国”战略持续推进、“体教融合”成为政策共识，一
些综合性大学开始主动“补位”。仅近五年，就有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等25所“双一流”院校新设该专业。

4.新设专业瞄准未来命题
近五年，我国全新开设142个专业。不少看似小众的新设专业正瞄准

未来问题，从“大类拓展”迈向“精准定制”。比如去年新增的“冰雪舞蹈表
演”，正是响应北京冬奥会后国家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战略部署。

今年新亮相的29种新专业也有鲜明特点：“碳中和科学与工程”“海洋
科学与技术”等面向国之所需，“智能分子工程”“时空信息工程”等聚焦尖
端科技，“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老年医学与健康”与民生息息相关。

今年，“低空技术与工程”被加入本科专业目录，紧贴当前“低空经济”
加速起飞的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六所“双一流”高校
率先响应，从今年起首次对该专业招生。

5.“新文科”加速布局
“四新”建设（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中，新文科起步较晚。
自2020年《新文科建设宣言》发布以来，各高校积极响应，多个交叉融

合型的文科专业相继设立。如华中科技大学开设“计算金融”；南开大学、
湖南大学、吉林大学等15所高校开设“金融科技”。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
学等38所高校开设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是近五年排名第二的新
增热门专业，仅次于人工智能。

哪些专业“退场”
有的专业刚刚站上时代风口，有的则正在走向历史。据统计，过去五

年，全国高校本科专业虽仍有新增需求，但新增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撤销
数量却连年攀升，学科“瘦身”趋势明显。

山东大学一次性停招了27个本科专业，撤销了书法学等10个专业。
四川大学撤销31个专业，其中不乏电子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等过去的热
门选择。

北京大学撤销信息与工程科学部。调整的背后，既有学校本身师资力
量、资源整合等方面的考虑，也伴随着专业方向滞后、人才培养含金量不
足、就业表现不佳等现实困境。

如何看待新增与撤销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农业大学校长吴德认为，学科专业大调整不是简

单的“加减法”，而是有着深刻的底层逻辑，“高校是人才培养的高地，是科
技创新的高地。高校学科专业大调整的核心是为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站在学校立场，吴德认为，撤销专业的决策基于三大考量因素：首先，
高质量就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其次，师资力量的供给情况也是
核心要素；最后是招生状况，如果一个专业招生时，第一志愿的录取率持续
偏低，也可能面临被撤销的命运。

此外，产业更迭加速，也使部分曾“对口”的专业脱离实际所需，逐渐被
淘汰；或者被撤销专业并不是高校的办学特色，要收缩非优势领域强化办
学特色。

理性看待专业调整，新增亦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
示，很多新专业是伴随新产业需求和社会人才需求所产生的，譬如低空技
术与工程，是随着低空飞行技术发展所产生的专业，近年来很多高校也参
与了相关技术的生产和使用。

对于考生来说，是否要优先考虑这些新专业？在储朝晖看来，如果考
生优势、潜能，或兴趣恰恰在这些方向，当然可以优先选择，盲目选择没有
必要。他建议，考生和家长在选择专业时要多一分理性、少一些盲从。专
业“热不热”，不能只看眼前风向，更要看长远路径。 本报综合消息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
新要求，新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新增职业性腕管综合征、创伤后应
激障碍，直击制造业工人、医疗卫
生人员、消防救援人员等群体的职
业健康“痛点”。受访工人盼望将
颈椎病、腰椎疾病纳入职业病范
畴。

《目录》将于今年8月1日起实
施。受访劳动者与专家表示，《目
录》的扩容是切实保障劳动者的职
业健康权益的福音，建议出台相关
配套措施，推动职业健康保障落到
实处。

《目录》“上新”，保障“加码”
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称为

“鼠标手”。重庆某汽车配件制造
企业的模具工熊友明说，他的工作
涉及模具的搬运、安装、调整、操作
等流程，每个环节都需要手腕用
力。“由于手腕要频繁进行高强度
的屈伸、旋转动作，一天下来，有时
连拿筷子都成了‘技术活’。”说话
间，熊友明挽起袖口，指着手腕上

因长期贴膏药而显得白皙的皮肤
说道，“瞧瞧，膏药贴得久了，皮都
捂白了。”他轻轻转动手腕，关节处
随即发出“咔咔”声响。

“以前总觉得是小毛病，熬一下
就过去了，现在知道这叫腕管综合
征，是职业病。”熊友明补充道，“将

‘鼠标手’纳入《目录》，若是病情严
重到影响工作，还能拿到合理补偿，
这真是给我们一线工人添保障。”

采访中，还有不少制造业工
人、医护人员、消防救援人员告诉
记者，他们期待着《目录》的实施，

“治愈”他们的“身心伤痛”。
既能更好地治疗，又能减轻负担

在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
所律师李建看来，将腕管综合征、
创伤后应激障碍纳入《目录》，不仅
是对劳动者健康权益的有力保障，
更是对新形势下职业健康“痛点”
的精准回应。

他坦言，一直以来，社会各界
呼吁将“鼠标手”“创伤后应激障
碍”纳入职业病防治领域，这些伤

病曾让不少劳动者陷入维权困境。
“《目录》的调整，让劳动者可

以正当地要求用人单位依规安排
治疗、康复和定期检查，调离不适
宜岗位并妥善安置。”李建说，一旦
劳动者被认定为职业病，用人单位
应当保障患有职业病的劳动者依
法享受国家规定的职业病待遇。

“以前，这两种病不被认定为
职业病，职工患病后往往只能自己
承担治疗费用。”重庆市职业病防
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长时间腕部
重复作业或用力作业的制造业工
人是腕管综合征高发群体，将职业
性腕管综合征纳入《目录》，不仅能
让工人得到更好的治疗，还能通过
工伤保险减轻经济负担。从企业
和社会角度来看，有助于促进企业
改善劳动环境和条件，减少职业危
害因素，提高劳动者的健康水平。

“《目录》更新后，我们最关心
的是能否落到实处。”熊友明和工
友们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关
配套措施，如明确诊断标准、治疗
流程和认定程序等。“这样我们在
患‘鼠标手’后，能更顺利地得到治
疗和保障。”

职业病防治领域有关人士认
为，《目录》的更新是一个好的开
端，要让其发挥作用，还需政策组
合发力。以“鼠标手”为例，要制定
涵盖症状表现、检查指标等多方面
的诊断标准，减少诊断的模糊地
带；在认定程序上，要尽可能简化
手续、缩短时间。此外，还要加强
对企业的监管和引导。

记者注意到，随着《目录》的更
新，建筑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的
职工期待“鼠标手”“心病”能扩大
覆盖范围。 本报综合消息

从八段锦教学视频的高点击
率，到太极拳成为大学生的抢手
课，原本更受中老年群体青睐的中
华传统体育项目，在青年群体中悄
然兴起，丰富了人们的健身方式。

办公室打一段八段锦
从清晨的机场到寂静的森林，

从城市出租屋到雪山脚下，一个
人、一首轻快的音乐、一身舒适的
装扮，随时随地练起八段锦……打
开90后女生姜西的社交媒体账号，
松弛感扑面而来。她在社交平台
分享练习八段锦的视频、记录日常
生活，如今已经是第三年。

姜西的“师父”是毕业于北京
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的哥哥姜
南。3 年前，在哥哥的指导下，姜
西开始练习八段锦。“最初在社交
平台发布‘打卡’视频只是为了督
促自己坚持练习，没想到越来越多

‘锦友’跟着我练了起来。”从事服
装设计的姜西凭借简约舒适的穿
搭风格和清新自然的特色视频，吸
引了几万名粉丝关注。

“手臂贴住耳侧，身形要挺
拔，吸气吸满，吐气时手臂缓慢下
落……”姜南告诉记者，兄妹俩共
同录制了动作教程，帮助跟练的
网友们提升动作完成度。

一直以来，有着800多年历史
的八段锦很受银发族青睐。这几
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涌向”八
段锦、五禽戏等传统健身项目。“办
公室五分钟八段锦”等成为年轻人
关注的热门话题，练习者互称“锦
友”……

“八段锦不挑场地、简单易学，
极具‘性价比’，因而成了年轻人的
健身‘新宠’。这不仅是一项运动，
更是一种专注自我、颐养性情的生
活方式。”姜西说。

姜西十分享受现在的生活状
态。“练习八段锦时，注意力集中到
自身。两年多的练习，让我在生活
中越来越专注、沉静，更加脚踏实
地。”她认为，练习八段锦是一场身
心的和谐之旅。

太极拳课很抢手
近年来，太极拳课越发受到学

生们的喜爱，每学期选课时都很抢
手。“练习太极拳，不仅可以帮助年
轻人强身健体，还有利于调节情
绪，发挥静心、养心的功效。”世界
武术锦标赛男子太极拳冠军、北京
大学体育教研部教师柴云龙说。

得益于扎实的功底和多年习
武心得，柴云龙的课深入浅出、生
动有趣。

上课时，柴云龙还带着学生做
养生保健操、传授实用的防身技
能，“通过太极拳课程，学生们学会
了动作技巧、运动损伤康复及预防
知识，掌握了养生保健方法、防身

擒拿能力，相信这些本事会让大家
终身受益。”

练了一段时间，太极拳已成为
苏煜和朋友们的首选运动项目。
苏煜的室友每天早晨去打太极拳，
一身红色的训练服格外引人注目，
同学们送给他“辣椒派太极掌门
人”的绰号，不少同学被他吸引，跟
着一起练习。

操场上、公园里，打太极拳已
不是银发族的专属，年轻人加入
其中，青春活力满满。在北大校
园，太极拳必修课、体验课和国际
暑期课等课程不少，太极拳社团、
赛事、体育文化节等活动也日益
丰富。

“掤捋挤按间，自有天地宽。”
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王嘉航在
4年前曾上过太极拳课，至今仍觉
得受用良多，“太极拳既是‘以武化
人’的锻炼方式，也是‘以文化人’
的精神浸润，它传递着‘中和’‘以
柔克刚’等理念。”

如今，不少传统健身项目走进
大中小学校园，越来越多人在强健
体魄的同时，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魅力。 本报综合消息

高校本科专业迎来调整潮，“未来风口”专业有哪些？

人工智能居榜首，“新文科”加速布局
““鼠标手鼠标手””被纳入职业病被纳入职业病，，覆盖范围能扩大吗覆盖范围能扩大吗？？

八段锦八段锦、、太极拳……太极拳…… 传统健身渐成青年传统健身渐成青年““新宠新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