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人文微专业是一个跨学科的新兴领域，它融合了信息技术与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旨在培养适应数字化时代要求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该

专业专注于数字技术在人文领域的应用，强调数据思维在人文社科研究中的重要性，并致力于提升学生对数字背景下人文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应用能

力。本专业课程设计涉及数据可视化、文学经典与汉字文化的数字化传播、中华经典外译、有声制作等实践技能，注重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式

锻炼学生的操作能力和创新思维。通过对这一领域的学习，学生将具备在多元化职业环境中，如博物馆、档案馆、数字媒体与文化政策制定等应用

数字工具推动人文研究创新实践的能力。

微专业特色

权威认证证书

课程学习周期为一年，完成全部课程考核，成绩合格的同学，可获得石家庄

铁道大学颁发的“数字人文”微专业认证证书。

         石家庄铁道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成立于2021年12月，由原有的外语系和文法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合并而来。学院现有英语和汉语言文学两个本科专业，1个英语笔译硕士

点。学院拥有一支教学基本功扎实、责任心强、学术造诣深、学缘结构合理的专业队伍，现有教职员工65人，教师中教授副教授24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18人，多名教师具

有海外留学和访学经历，常年聘请外籍教师若干。

欢/迎/您/的/加/入

招生咨询

0311-87935534、15633116979  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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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专业特色

数字人文微专业不仅为学生开辟了新的学术探索路径，也为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提供了新视角。

录取后，根据学院要求即可开始学习，以入班时间起始，一年内完成所有课程修读、并完成考试，逾期取消学习资格。

《数字人文导论》
本课程瞄准交叉学科前沿，通过系统性介绍数字人文的基本概念、主要工具、分析方法以及数字人文在相关领域的应用与实践，使学生不仅掌

握数字人文发展的历史、规律、特征等基础理论知识和方法，而且通过数字人文在语言学、文学、比较文学、翻译、历史、地理等应用场景的

案例学习，培养批判性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这门课程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数字人文的全面认识，还可以激发他们对人文学科数字化转型

的兴趣和创新思维。

《数据可视化》

本课程是一门教授如何将数据转化为直观图形和图像的学科。在这门课

程中，学生将学习数据可视化的基本原理、设计理念、工具和技术，强

调将抽象的数据转换为直观、易理解的图形表示，从而使信息接收者能

够快速准确地理解数据所传达的含义。通过实际案例分析和项目实践，

学生将掌握如何选取合适的可视化方法来分析和呈现不同类型的数据，

如时间序列、地理信息、网络数据等。

《数字人文项目实践》

本课程主要包括对数字人文项目的实地考察，使学生能够直观地了解数

字人文现状和社会的数字化需求。此外，学生还将通过参与实际的数字

化项目，从项目规划、数据采集、处理分析到成果展示，全方位了解并

实践文物数字化的整个流程。通过本课程，学生不仅能够获得宝贵的实

践经验，还将培养出对经典文学文化和数字化传播的深刻理解和创新思

维。

《文学经典与数字化传播》

本课程旨在探索如何利用现代数字技术传播和普及经典文学作品。本课

程将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学经典的价值，并学习如何通过数字平台和媒

介，如社交媒体、B站等，将这些经典作品以新颖的方式呈现给观众。本

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数字媒介素养，激发其对于传统文学与新媒体融合

的创新思考，为在数字文化领域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汉字文化与数字化传播》

本课程探索如何利用现代数字技术传播和普及古文字蕴含的中华优秀传

统化。课程将引导学生深入学习甲骨文、金文、小篆等古文字的文化内

涵，并学习如何通过数字平台和媒介，如社交媒体、B站等，将古文字及

其文化内涵以新颖的方式呈现给观众。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数字媒介

素养，激发其对于冷门绝学与新媒体融合的创新思考，为在数字文化领

域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中华经典外译》

本课程主要帮助学生了解如何通过使用网络工具助力文学翻译活动，初

步理解和掌握文学翻译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技巧，切实提高学生在翻译

理解过程中的文学鉴赏水平，表达过程中的艺术再现能力，充分利用网

络工具提高译员工作效率和译文质量的能力。主要内容涉及：文学翻译

基本原理与方法的介绍，翻译实例理解，表达与修订过程的分析与讲评

以及翻译实践训练；网络搜索，机器翻译，译后编辑与修改，语料库

等。采用先扼要介绍文学翻译的基本理论，后细致演绎理论指导下的原

文理解与译文表达、修订过程，以及在整个过程中，网络技术如何为译

员助力，切实帮助学生初步认识文学翻译活动和整个机翻流程。

《人工智能与文学经典有声制作》

本课程是一门融合了文学艺术与现代科技的创新课程。旨在教授学生如

何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创作和制作文学经典的有声版本，包括诗歌、小

说、戏剧等多种形式。课程内容不仅包括对文学经典的深入解读和分

析，还涉及声音设计、音频编辑、文本朗读和人工智能辅助创作技巧。

学生将学习如何选择合适的声音样本、调整语调和节奏，以及如何利用

AI技术来增强朗读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此外，课程还将探讨有声制作在

文学传播和教育中的应用，以及如何通过有声媒介来吸引更广泛的听众

群体。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能够掌握将文学经典转化为有声作品

的技能，为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开辟新途径。

冯丽

白霞 王艳贞

张文琦 王英霄

王隽雅 张宁

《数字人文导论》

石家庄铁道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教师，北京语言大学博士

研究方向：汉字学、地名学；

参与国家级项目1项目，省级项目2项，主持厅级科研项目1项

主讲课程：《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要》《汉字与中国文化》

冯丽

讲师

《文学经典与数字化传播》

石家庄铁道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教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西方文论；

主讲课程：外国文学史、比较文学概论、外国名著赏析

在《国外文学》《基督教文化学刊》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张文琦 

讲师

《数据可视化》

石家庄铁道大学信息学院教师，北京邮电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博士 

主讲课程：C语言、工程数学、计算思维导论、模拟集成电路、通信理论与系统、

专业英语

研究方向：电磁微波射频方向、基站天线、可重构天线、电磁防护与安全研究

白霞

讲师

《汉字文化与数字化传播》

石家庄铁道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教师，北京语言大学博士

研究方向：古文字与古文献，参与主持多项科研项目；

主讲课程：《中国文字学史》、《中国古典文献学》、《古代汉语》、

《汉字与中国文化》。

王英霄 

讲师

《中华经典外译》

石家庄铁道大学语言文化学院翻译系讲师

担任《计算机辅助翻译》、《英语视听说》、《研究生公共英语》等课

程。

带领学生成立笔译工作室并完成多篇学术论文翻译和大量语料整理工作，

参与多个翻译项目并有相关译著。

王隽雅 

讲师

《人工智能与文学经典有声制作》

石家庄铁道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教师，副教授，语言艺术类课程专家，河北

省演讲与口才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青少儿口才考级培训师、测评师，国

家级普通话测试员，国家语委赴港澳普通话测试专家，省律协特聘语言指

导专家，喜马拉雅有声演播师，喜马拉雅有声剪辑师，担任多家律所和企

事业单位语言指导，多次担任省级宣讲比赛，讲解员大赛，演讲、辩论赛

及大型文艺活动评委和策划，多次赴港澳高校进行普通话测试与交流。

张宁

副教授

《数字人文项目实践》

石家庄铁道大学建艺学院教师，副教授

研究方向：文化遗产数字化、文化创新设计与开发；

主持主研国家级、省部级及厅局级项目多项，出版专著2部，曾获河北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王艳贞

副教授

微专业简介 修读认证 培养单位 立刻报名胡老师   0311-87935534
               15633116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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