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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交叉融合 发展前沿科技
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深化学科

交叉融合、聚焦前沿科技发展，是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优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本次新增专业中，材料智能技术、软物质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材料等专业鲜明体
现了这一特点。

谈到新增的材料智能技术专业，北京科技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班
晓娟表示，这一学科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创新。“这种研究方法旨在推动
新材料研发从传统的‘经验试错’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新模式转变。”班晓娟
说，“材料智能技术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如材料科学与工程、人工智能、材料成型
及控制工程等紧密相连，与这些学科共享基础理论和技术应用。但它也与这些学
科有明显区别。例如，不同于材料科学与工程主要侧重于传统的材料特性研究和
应用开发，材料智能技术学科更注重技术的交叉融合，将计算模型、数据分析和智
能化技术融入材料研发过程中。”

今年，华南理工大学将增设软物质科学与工程专业。为什么要开设这个新专
业？华南理工大学前沿软物质学院副院长王林格表示：“从国家层面来说，软物质
科学与工程涉及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我国当前重点发展的战
略性新兴领域及产业。开设这一专业，培养这方面的高端人才，是解决我国相关
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从区域层面来
说，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发展的高端新型电子信息、半导体集成电路、电动汽车、生
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都需要软物质科学与工程方面的高层次人才。”

关注文化艺术 做强特色专业
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做强人文艺术学科，这是此次新设专业的又一鲜明特点，

而开设这些专业的高校也有着深厚的学科实力。
中国人民大学增设的中国古典学专业，与已有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同属中国

人民大学国学院。只两字之差，区别何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杨庆中介
绍，中国古典学以中国古代经典为主要的教学和研究主体，旨在培养精通并能够
传承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和古代经典，善于从大人文视角研究古代中国的学生。“中
国古典文献学是中国古典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服务于中国古典学学习的基
础性课程。传统小学的文字、音韵、训诂，校雠学的版本、目录、校勘，都是研治经
典的基础和方法。但在近现代学科分化之后，这些知识作为相关院系的二级学
科，成了专门研究的对象，造成了方法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割裂。设置中国古典学
专业就是试图避免这一现象，从而打造能够整体呈现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的新专
业。”杨庆中说。

“入乎‘小学’，参稽‘汉学’，出乎‘大学’，结穴于‘第二个结合’，这是中国古典
学专业设置的核心理路。”杨庆中说，“入乎‘小学’，就是打好小学即文字学、文献
学、语文学（边疆少数民族语言）的基础。参稽‘汉学’，就是吸收国外中国学的研
究方法、研究理念、研究成果。出乎‘大学’中的‘大学’，主要是指经典学，除传统
的经学、子学外还包括历史、文学等方面的典籍。结穴于‘第二个结合’，就是呼应
时代发展的需要，梳理根脉，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服务。”

哈尔滨体育学院增设的冰雪舞蹈表演专业，一方面与当地的冰雪地域特色呼
应，一方面与传承和创新冰雪文化艺术紧密相关。根据学校规划，该专业对标国
省一流本科专业要求，旨在为冰雪演艺剧团、俱乐部、冰雪赛事、教辅行业等机构
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促进冰雪经济创新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护航生命健康 添彩幸福生活
直指人民生命健康的健康科学与技术专业，同样引人关注。
上海交通大学溥渊未来技术学院副院长王景川表示，健康科学与技术专业以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引领人类未来健康科技
创新的战略型领军人才。“该专业面向人类健康全生命周期，通过人工智能、大数
据、虚拟现实技术与生物信息、基因技术、预防医学、运动转化医学等知识内容的
交叉融合，研究生物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卫生因素等对居民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
规律等。”王景川介绍。

随着老年人口健康压力逐渐增大，体育康养专业在积极服务健康中国战略、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背景下应运而生。广州体育学院科学技
术部主任、体育康养专业负责人朱琳说：“体育康养专业的设立不仅体现了国家战
略需求，也体现了区域需求。2021 年，广州市 60 岁及以上户籍人口为 184.82 万
人。保守估计，广州市共需要相关人员约18万名。”朱琳介绍，该专业的课程设置
加入了老年护理学、老年医学概论、老年心理学、老年健康服务与管理等针对性课
程，与教育学、医学主干课程相互融合，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专业素养和实
践能力。

此次新增设专业甫一公布，“香气四溢”的咖啡科学与技术便引发高度关注。
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院长杨学虎介绍，中国是咖啡生产、消费大国之

一，云南又是咖啡大省。数据显示，云南的咖啡种植面积、产量、农业产值均占全
国98%以上。“在消费量大、产业量大但人才稀缺的背景下，云南农业大学咖啡科学
与技术专业的设立正逢其时。该专业致力于培养具有咖啡新产品、新工艺、新技
术的研究、开发及工程设计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他们将在咖啡行业及相关领域从
事产品开发、科学研究、工程设计、质量检测与品质控制等工作，让高品质咖啡为
人们的生活增添一份幸福感。” 来源：光明日报

本科新增专业，呈现哪些新特点
今年高考前，教育部公布的2023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

案和审批结果显示：共新增备案专业点1456个、审批专业点217个，

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专业点46个。其中，增设本科新专业

24种，2024年起可进行高考招生。新增设专业体现了哪些新特点？

将为考生提供怎样的选择？高校招生大幕即将开启，让我们与考生、

家长共同关注。

有需求，才有商机——
由“皮肤风衣”发展而来的防晒衣，之所以火爆市场，和

防晒需求上升紧密相关。
一方面，大众防晒意识强了。“防晒抗初老”“全年防晒”

等话题在社交平台上盛行，不仅有流量，也带火了防晒用品、
防晒穿搭，不仅女士防晒，儿童、男士防晒也成为市场新增长
点。

另一方面，户外生活方式火了。登山露营、亲子出行、徒
步骑行……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走向户外，防晒衣有了更丰富
的应用场景。满足多样化需求的新型防晒产品不断涌现，融合
时尚元素也成为防晒服饰的“加分项”。

不止是服装，“防晒腮红口罩”“冰袖”“脸基尼”等也销量
剧增。防晒产品正打破单一季节限制和固化标签，在审美和社
交属性方面提供更多价值。

从头到脚“捂”起来，防晒衣也讲科技——
随着先进技术“织”入一丝一布，“千丝万缕”正走向“千

变万化”。
比如，相比之前的涂层防晒，近期流行的原纱防晒就是在

服装的源头——纱线中加入了防晒因子，制作成面料。这种工
艺的加持，既保持了防晒效果，也更加透气舒适。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有关负责人表示，防晒衣卖的不仅是
产品，也是功能，还要主打“科技内核”。不仅防晒，凉感、轻
薄、透气、时尚同样是研发的主要方向。

这是材料的变化：凉感面料通过纤维材料组合、加工制造
技术等，实现穿着干爽清凉；绿色环保的竹纤维和抗皱性强的
聚酯纤维织在一起，更加透气吸湿、抗菌防皱……

这有制造的变迁：不少品牌在网络上生成3D数字化服装，
缩短市场反馈周期，提升开发“爆款”的效率；通过工业互联
网，服装、面料拥有“身份证”，柔性生产更普及……

防止以次充好，要在真防晒上下功夫——
市场快速增长，防晒衣品种也是纷繁复杂。有些用概念炒

噱头，有些虚标功能，有些打“擦边球”，单衣、外套都当防晒
衣。一些消费者也反映，是否真防晒，有时也“傻傻分不清”。

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脚投票。做到真防晒、满足真需
求，防晒衣才能从“网红”到“长红”。

这其中，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防晒产品标准体系和检测
体系，加强监管；商家要树立诚信经营的意识，做好产品；企
业也要不断创新，创造高品质供给，回应多样化需求。

用供给“晋级”满足消费升级，“防晒经济”才能健康成
长。人们期待着，未来能有更多美“布”胜收，在炎炎夏日，
来个清爽出行。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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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季，防晒衣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云
朵凉感、原纱防晒等一众概念走俏市场；从头到
脚，从连帽、斗篷等款式到多巴胺配色，防晒穿
搭成为夏日潮流。

防晒衣火了，这个产业有多大？艾瑞咨询
联合相关品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防
晒服配市场规模达到742亿元，预计2026年将达
958亿元，防晒衣占比将超50%。消费升级、供给

“进阶”、科技赋能……“晒”出来的大市场里，有
“流量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