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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和课程规划

黄冲锦

( 台湾 中原大学 教育研 究所 )

摘 要 本文探讨 大学从 文 雅教育开 始
、

历 经 共 同科 目
、

而后 发展 至 当 前通识教

育的演进 历程
,

并说明文稚教育 系针 时职 业教 育
、

共 同科 目 系针对选修科 目
、

通识教育

系针对专 门教 育
。

文中强调 专门 教育加 上通识教育 才是 专业 教育
,

析论 通识
“

教 育
” 、

通识
“

课程
” 、

通识
“

科 目
” 、

通识
“

教 学
” 、

通识
“

评量
”

之间 的 逻辑序列及其 内涵 与相关

其 中特别对通识课程的规划和通 识教学的 理念
,

提 出基拙 性和补救性
、

广博性 和 多元

性
、

进阶性和统整性的 层次
,

以达 成清晰 明确 的表达能 力
、

综合统 整的 判断 能 力
、

多元

整合的 全人教 育为通识教育之 目标
。

最后 以 美国著名 大学通识教育的课程规 划
、

学分

比例 以及教学评量等印证
:

要 成为一 流 的卓越大学
,

必 须 重视和加强 通识教育

关键 词 通识教育 ; 专 门教育 ; 专业教育 ; 课 程规 划 ; 教学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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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的演进与涵 义

(一 ) 通识教育的演进

通识教育 ( G e

ne arl Ed cu at i o

n) 在大学院校 中早先是不被提及的
,

西方人最

早谈到通识教育
,

其名称为
“

iL b er al E d uc at i on
” ,

我们今天将之翻译成
“

文雅教

育
”

或
“

博雅教育
” ,

其实译为
“

文雅教育
”

比较贴近其义
。

在西方
,

古代希腊柏

拉图所创设的学园 ( A ca de m y ) 以及亚里士多德所设立的学苑 ( L y c e u
m ) 中所研

习的
“

七艺
”

( S e v e n A srt )
,

构成了文雅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七艺
”

是指
“

三艺
”

的

文法
、

逻辑
、

修辞
,

加上
“

四艺
”

的几何
、

算术
、

天文
、

音乐
。

这
“

七艺
”

的科 目
,

几

乎没有一个偏向实用性
,

都是很理论
、

文雅的
。

同样地
,

由我们中国的传统来探

讨
,

古代大学生所上的科 目
,

诸如《四书》的 《大学》
、

《中庸 》
、

《论语》
、

《孟子》与

《五经》的《诗 》
、

《书》
、

《易》
、

《礼》
、

《春秋 》
,

这些 和西方传统所谓的
“

七艺
” ,

其

实不相上下
,

没有一种科 目偏重在实用技艺层面
。

中西早期的正规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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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忽略甚至瞧不起技术
、

看不起职业教育
,

认为职业教育没什么好教
,

在家里

随便做一做
、

跟兄长学一学
、

有 师父教一教
,

大概就可以 了 ; 职业教育不需 由正

规的学校来教
,

更不需在大学学术殿堂中探究
。

所以
,

大学的
“

七艺
”

大都偏重理论
,

以有别于技艺职业教育
,

用意在此
,

这

是从消极的角度来看
。

若从积极的角度来看
,

不管是西方 的
“

七艺
” ,

还是我们

中国的
“
四书

” “

五经
” ,

所 以要教这些科 目的用意
,

在于表明既然到 了大学 阶

段
,

虽然人的生活要依赖职业技能
,

但是更需要超越职业技术的层次之上
,

人的

精神才得以解脱
,

才得以 自由
。 “

自由
”

的意思是人的生活虽受制 于有限的
、

外

在的物质层次
,

但人不能只固定在吃穿等动物的
、

生物的层次里
,

要跳脱出去
、

超越出去
。

人类的躯体生理 固然受限于形体的
、

物质层面的捆绑
,

但是精神心

理一定要超越出去
。

职业教育只是给我们生活上提供食
、

衣
、

住
、

行的物质层面

而已
,

人不能只到这里就满足
,

人还有心灵上的享受
、

超越等需求
。

所以早期大

学教育课程的设计
,

是针对精神层次考量而来
。

早期大学的本质是从人类生命

的主体出发
,

寻求心灵层面的 自由解放
,

这是文雅教育基本的内涵和精义之所

在
,

早期大学教育主要就是探索这些
。

可是到了工业革命之后
,

产生了改变
。

工业革命之后
,

工业技术很重要
,

职

业教育受到重视
。

在教育史上著名的夸美纽斯 ( C o m en i us
,

15 9 2 一 157 0) 是一个

神父
,

一般人会认为
,

神父一定是很注重形而上 的人
,

一定不会注重职业教育
,

可是这位大教育家
,

提倡泛智教育的理论
,

认为不是只有那些文雅的学科才值

得在大学里面教
,

其实职业本身即包含了众多的智能
。

最近三十年来
,

哈佛大

学的加德纳 ( H o w盯 d G ar d ne
r

)教授提倡多元智力
,

认为技术
、

体育
、

音乐等等都

是智力
,

智力是多元的
,

这其实呼应 了五百年前夸美纽斯提出的泛智教育 的主

张
。

泛智教育主张职业教育不应局限在家庭里 面
,

或者只跟师父学一学而已
,

职业教育要到初中
,

甚而到高中
,

亦即要进人正规学校教育中去
。

实用主义的教育在美国兴起
,

认为职业教育不仅提升到中学
,

更应该提升

到大学阶段
。

美 国人开发西部时
,

面对着广大的土地
,

要开垦
、

要农耕
,

更要养

牛
、

畜牧
,

而此 中的技术即是一种畜牧学
、

农业学
。

如何栽培作物 ? 怎么种玉

米 ? 怎样种马铃薯 ? 这类学问不值得探究吗 ? 不值得学习吗 ? 植物学
、

动物

学
、

土壤学不值得探究吗 ? 在美国西部要用机器进行大面积的耕作而非用人力

来耕作
,

农业
、

机械
、

农机学
,

这些学问难道不值得探究吗 ?

工业革命需要发展各种织布机器
,

难道机械不值得在大学里面探究吗 ? 中

西部种植玉米
,

养了许多牛
,

运到东部波士顿经由纽约出 口
,

关于如何运销 以及

金融如何转换
、

如何对外贸易等
,

牵涉 的商业经营学
、

银行学或者保险学难道不

需要研究吗 ? 所以美 国从这个时候起
,

纷纷成立 了农学院
、

工学 院
、

商学院 ; 欧

洲的古典大学依然执守传统
,

认为大学只可以有神学院
、

文学院
、

法学院等
,

对

美国这种新兴 的大学嗤之以鼻
。

他们嘲笑说
,

美国的大学都 是充满牛粪味
、

马

粪味的
,

因为农学院尽是养牛
、

畜马
,

还有充满机油味的工学院以及充满铜臭味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 0 0 6年

的商学院
,

这些马粪味
、

牛粪味
、

机油味及铜臭味
,

怎么可 以在文雅的
、

高雅的学

术殿堂里存在呢 ? 但是美国人是一个实用主义的 民族
,

认为凡是生活中有必要

的
,

就可以探究
,

这就是泛智主义的教育
。

不是只有文法
、

艺术
、

修辞值得探究
,

职 业技术亦值得探究
,

医 师
、

律师
、

大

学教授是职业
,

贩夫走卒也是职业
,

职业是人人都需要的
,

并且每一个职业都值

得探究
。

所以工学院
、

农学院
、

商学院陆续在美国大学 中成立后
,

渐渐影响到欧

洲
。

因此现在欧洲的大学
,

即使是古典大学
,

照样有农学院
、

工学院
、

商学 院
。

这反映了任何一种职业教育
,

只要是人生必需的
,

都是值得探究的
,

而且应该在

学术殿堂里传习
二

不仅如此
,

这些古典大学甚至后来居上
,

比其他院系更重要

而且更专精
,

演变到大学里面
,

农学院专 门学农
,

工学院专门学工
,

商学院专 门

学商
,

不再修读人文
、

文法
、

逻辑
、

美学了
。

人类的教育
,

有时候是很讽刺的
。

以前认为工学
、

农学
、

商学不值得教授 与

研究
,

只有神学院
、

文学院
、

法学院
、

理学 院
、

医学院才是大学教育 ; 现在经过工

业革命和美式新兴大学
,

学校划分科系以后
,

反而觉得工学院
、

农学院
、

商学 院

最重要
,

文科反倒无关紧要 了
。

而学生修课
,

只要求专精于 自己的科系
,

可 以 自

由选课
,

不受限制
。

久而久之
,

有识之士又觉得这样不好
,

是反其道而行
,

矫枉

过正
。

对于大学生而言
,

不管是学工
、

学农
、

学商或者是学文的
,

大家应该有一

个共同的学 习领域
,

应有共同必修的科 目
,

这些科 目是全校学生必修的
,

叫做
“

oC m m on C ou sr e ” 。 “

共同科 目
”

这 个名称
,

就是这样而来
。

避免学生在学习上

太过于专门单一或 自由
、

泛滥
,

让学生 自由选课 的同时
,

还有一个适度的规范
。

在大学有很长的一段期间
,

甚至到几年前
,

还有很多学校称之为共同科 目
。

可是
,

学者们又发现
, “

文雅教育
”

( iL he ar l e d cu at i o

n) 好像显得文诌诌
,

似乎

只是专属文学院修习的科 目 ; 至于
“

共同科 目
”

( C o
m m on C 。

盯
s e

) 这一名称好像

也不太恰当
,

似乎每个人都被限定共同修大一英文
、

大一 国文
,

或者主义思想
、

中国历史等
,

所修的科 目大家都一样
。

其实大家不一定要共同修 同样 的科 目
,

而是要在共同的领域范围里面仍可以有不同科 目的选择
,

所以就有现在
“

通识

教育
”

( G e n e r a l E d u e a t i o n )名称的出现
。

通识教育出现的原因
:

是针对于 目前的大学教育都专精本行但是对于一般

的教育内容却不太足够
。

各科系的专门本行
,

是各科系的专门教育 ( S p e c ial E d
-

uc at fo n)
,

都研读得很专精单一
,

但见木不见林 ; 好像在隧道里面开车
,

只看到前

面一点
,

左右则是漆黑茫然
。

隧道外面美丽的花朵
、

优美的音乐
、

悦耳的鸟鸣以

及辽阔的青天白云
,

却都看不见
。

每一个人都专精而孤单地投入到 自己的本行

中
,

然而却不了解别人
,

无法与人沟通
。

所以现在我们觉得要把隧道打开
,

要有

点窗户
,

外面的空气可以进来
,

可 以看看外面的蓝天白云
,

这就要有通识教育
。

由上可知
,

通识教育是 自
“

文雅教育
” 、 “

共同科 目
”

演进而来
,

所以现在叫
’ `

通识

教育
” 。

名称是这样来
,

但更有其涵义
,

因为通识教育的本质以及精神内涵还是

文雅教育
。

文雅教育是要从人类生命的主体 出发
,

采索心灵
、

解放精神
,

现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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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
,

也要着力于此
,

它的本质是
“

iL b er al
” ,

它的方式是大家共同修 习
。

所

以在精神上是
“ L i b

e r a l ”
,

而在修课方式上是
“

C o m m
o n R e

q u i r e d ” ,

通识教育的意

涵即由此而来
。

还有两个名词
,

必须加以澄清
。

我们常常谈
“

专 门教育
” 、

“

专业 教育
” ,

正

如先前提及
,

各科系所开的科 目
,

很 多人认 为是
“

专业
” ,

其实我个人以 为
,

那不

是
“

专业
”

科 目
,

只是
“

专 门
”

科 目
。 “

专门
”

科 目必须加上
“

通识
”

科 目
,

合起来才

配称作
“

专业
” 。 “

专业
”

和
“

专门
”

在中文只是一字之差
,

但 以英文来讲
,

则有

很明显的不同
。 “

专业
”

是
“

p or fe ss i o

na l
” , “

专门
”

是
“ s p e c ial

” .

想要
“

专业
” ,

只有
“

专 门
”

是不够的
,

必须加上
“

通识
”

( G e n e r a l )
,

才算是
“

专业
”

( p
r o fe s s i`) n a l )

:

意

即经由
“

专 门教育
”

( S p
e c ia l E d u e a t i o n

) 和
“

通识教育
”

( G e n e r a l E d u e a t i o n

)培养

出来 的
,

才是
“

专业教育
”

( p r o fe s s i o n a l E d u e a ri o n )的人才
。

以土木系为例
,

系里所开授的钢筋混凝土
、

结构力学
、

工程材料等属于专 门

教育的科 目
,

必须加上美学
、

工程伦理学
、

环境生态学等通识教育的科 目
,

才能

称得上是土木的专业教育
。

因为即使将土木系的所有专门科 目都读得专精
,

而

没有美学的素养
,

则所盖的建筑物欠缺美感 ; 没有伦理学的修养
,

很可能施工时

偷工减料
,

建筑物成为危险物 ; 不懂环境生态学
,

则可能在设 计和施工时
,

破坏

了建筑物附近四周的 自然生态
,

给后世带来灾难
。

因此
,

土木系必须 以专 门教

育加上通识教育
,

方能培养专业的工程师
,

否则只能培养工匠
、

泥水匠
。

以商学院为例
,

各系所开授的科 目
,

如会计学
、

银行学
、

保险学
,

这些 只是专

「〕科 目
,

旨在 .’’ 求真
” 。

但学校要培养经营管理人才
,

这些课程是绝对不够的
,

可

能还要加上如商业伦理等课程
,

甚至商业伦理还不够
,

还得再加上
“

美学
”

的课

程
。

为什么呢 ? 因为商业伦理是探讨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有商业行为
、

商业如

何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
“

求善
” 。

至于美学
,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

读

商业的为什么要读美学 ?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

我们常常到银行
,

银行里面常常

挂着一些很漂亮的画
,

银行也常常送给顾客漂亮 的月历
,

很多人也许会说
,

这是

商人拿一些艺术品来装饰 自己
。

其 实未必尽然
,

越是对商业 了解透彻的人
,

越

会发现商业和人类的艺术
、

文化关系之密切
。

商业专门教育在求
“

真
” ,

这是技

术
、

能力 ; 除此之外还有
“

善
” ,

是与人沟通
、

买卖诚信
、

不诈不欺
、

正派经营 ;
商

业的 目的是促使人类的社会透过金融商业
,

互相来往
,

促使社会 民生乐利以及

人与宇宙资源之间的和谐
。

中国人讲
“

正德利用厚 生之学
” ,

这样一个
“

求

真
” 、

“

求善
” 、 “

求美
”

之学
,

是真正商学院教育里面绝对不可或缺的
。

但是以 目前而言
,

我们的各商学 院科系里面
,

大概谈到的就 只是商业性 的
“

专 门教育
”

部分
,

银行
、

保险
、

会计这一类
,

如果论及商业的伦理
、

美学
,

或者是

环境生态学
,

便是在通识教育里面
。

环境生态学跟商业有什么关系 ? 今天的土

石流等天然灾害
,

难道跟商业没关系吗 ? 当然有关系
,

这就得从伦理学来谈
,

也

可以从美学观点来谈
。

如此
,

才是真正培养开明的商业人才
,

亦即我 国所称的
“

儒商
” ,

否则便会成 为唯利是 图的
“

奸商
” 。

因此
,

若从这个角度来省思
,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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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名为
“

商业技术学院
” ,

其实就叫做
“ x x 商业学院

”

就可以 了
,

不应加
“

技

术
”

两个字
,

商业难道只是技术吗 ? 如交通大学
,

交通其实也是技术啊
,

为什么

不叫交通技术大学
,

而只叫做交通大学 ? 大概是为了要使技术学院跟大学有所

区别
。

其实商业绝对不只是技术
,

还有伦理
、

美学或者人格教育在里边
,

因此为

什么要叫商业技术学院呢 ? 商业学院就好 了
,

商业教育已是很广博的东西
,

为

什么把它限制在技术层面 ? 这是值得深思的
二

如果限制在技术层面
,

就是对通

识教育的一种损害
。

再者
,

并不是只有工学院
、

商学院才需要通识教育
,

即使在文学院中
,

例如

读外文系的学生一样需要通识教育
。

因为外文系的科 目
,

只是文学 的专门部

分
,

仍然欠缺社会科学
、

自然科学
,

尤其是生物
、

物理
、

化学
。

不要以为通识教

育
,

就是专为工学院
、

理学院中电机
、

信息等系的学生而设
,

以为他们文学素养

不够
,

所以需要通识教育
,

而外文系的学生
,

读了文学就不需要通识教育
。

读外

文系的学生
,

其实很需要生物
、

物理
、

化学
、

天文
、

地质等各方面的知识与基本素

养
。

例如美国大诗人佛罗斯特 ( R o b e r t F r o s t ) 的名诗 《驻马雪夜林畔》 ( S t o p p i n
g

b y w
o o d , 。 n 。 s n o w y E v e n i n g )

,

描写一位老诗人
,

在一个雪夜的晚上
,

骑着一匹

老马
,

走在森林里面
,

最后走到一个十字路 口
,

不知道该怎么走
,

就坐在马上
,

有

感而发写 出这首诗
。

暂不谈此诗的实质内容
,

光看诗名
“

驻马雪夜林 畔
” ,

是谁

在驻马
,

谁坐在马上要马停下来的
,

当然是我这个老诗人
,

我是人 ; 而驻马
,

马是

动物 ; 至于雪夜林畔
,

林
,

是森林
,

是植物 ; 雪则是矿物 ; 然后夜晚
,

隶属于 自然

界的循环
。

这一首诗里面
,

表现出人跟动物
、

植物
、

矿物以及 自然界的循环之间

的整体关系
。

诗里面有许多影射
,

马代表了什么 ? 雪夜隐喻了什么 ? 林畔隐喻

了什么 ? 一首诗
,

如果我们对它有深入 了解的话
,

这首诗就不只是字面显现的

事物而已
,

还有它更深层的内涵所在
。

佛洛斯特还有一首诗
: 《夜晚观星 》

。

这位诗人
,

晚上出来看星星
,

在一句诗

里面说
“

我抓到了大熊的尾 巴
。 ”

是什么意思 ? 大熊即是指大熊星 座
,

也就是中

国人所说的北斗七星
,

大熊的尾 巴就是大熊星座 的最后一颗星
,

也就是北斗七

星的最后一颗星
,

北极星
。

北极星代寿着最高的真理
,

隐喻人类要探索 的极致
·

夜晚观星
、

寻星
,

最后抓到了大熊的尾巴
,

找到了人生最根本的方向
,

即是这首

诗隐喻之所在
。

假如我们有这样的基本天文常识
,

这首诗的隐喻就不难被我们

发觉
。 “

诗者
,

赋 比兴也
” 、 “

诗言志
” ,

它不会是无聊 的
, “

我抓到 了大熊 的尾

巴
” ,

以为就是把真的动物的熊的屁股一抓
,

不是的
,

一定有它的深刻涵义所在
。

外文系的学生
,

如果不能够多读天文学
、

海洋学
、

地质学
,

则所写 的文章大

概都易流于鸳鸯蝴蝶派
,

俗滥肤浅
。

如果外文系的同学多读天文学
,

多读海洋

学
,

多读植物学
、

动物学
,

则所写的诗
,

一定有相 当广度和深度意涵的隐喻在里

面
。

伟大的诗人
,

他们为什么能成为大诗人 ? 绝对不是只读文学
,

他们一定对

天文
、

地理
、

人文
、

社会等各领域加以贯通
,

才能够写出真正深刻的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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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通识教育的涵义

1
.

通识教育的形式范围

今天人类的知识
,

可以大致划分为人文
、

社会
、

自然三大类
。

因此
,

人文学院

的通识课程
,

要在社会
、

自然领域方面加强 ; 法商学院
,

则要加强人文
、

自然领域 ;

工学院要加强人文
、

社会领域
。

总之三方面要有所均衡
,

这是外在的形式范围
。

2
.

通识教育的本质内涵

不管是人文
、

社会与 自然科学
,

主要探索 的本质 内涵是人类精神的 自由
、

心

灵的满足
、

生命的尊严
、

生活的价值
、

资源的善用
、

宇宙的和谐等
,

这是通识教育

的精神
。

因此
,

通识教育不管是那一门科 目
,

都只是一个人门
、

一个工具
、

一个

教材
,

最终都以达到其本质精神所追求的内涵为 目的
。

因为
,

教育学上的学 习

有三个层面
:

第一是认知方面的学习
。

教学一定是要让学生有认知的学习 ; 通识科 目的

教学亦如此
,

首先要让学生了解该门科 目的基本 内容
、

理论等实质内涵
,

这是认

知方面的学习
。

第二是技能方面的学习
。

该 门通识学科在实际运用和操作 时
,

要如何进

行
,

例如美术
、

音乐
,

需要实际绘画和弹奏等
,

这些是技能方面的
。

第三是情操意志方 面的学习
。

情操意志的学 习是通识教育终极 目标之所

在
,

认知和技能的学习
,

是导入的前置阶段
,

任何通识科 目都需 以上述通识教育

的本质内涵为主要的教学 目标
。

所 以通识教育的本质内涵
,

在情操意志的学习

这个 目标层次
,

一定要把握到
。

二
、

通识教育的逻辑序列

当前论及通识教育
,

经常有几个相关的名词
,

常易混淆
,

有必要加以厘 清
。

我们有时候谈通识教育
,

有时候又谈通识课程
,

有时候又称通识科 目
,

有时候又

说通识教学
,

最后还提及通识评量
。

关 于这五者
,

其实它们 的内涵 和外延既不

相同而又有逻辑顺序
,

大小范围有所不同
,

但彼此相关
。

(一 ) 通识
“
教育

”
《E d u e a t i o n

通识
“

教育
”

是在探索
:

通识教育的意义是什么 ? 本质是什么 ? 内涵是什

么 ? 知道通识教育的涵义之后
,

接下来便是寻求如何实践和规划
。

例如大学的商学院办通识教育的宗旨是什么 ? 这可能包括前述的
:

培养经

营管理人才
、

培养对社会抱有热忱 的知识分子
、

培养
“

儒商
”

等
。

目的明确之后
,

接下来便要落实
,

需要成立一个单位
,

要有人来实践
。

因此要设置负责通识教

育规划的委员会
,

委员会成员可以 由校长担任
,

也可以 由教务长担任
,

并且 由通

识中心的主任担任秘书来规划
。

理念宗 旨是一个 i d ae
,

只是一个概念而己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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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可 以高谈理想
,

但理想要具体地规划 出来
,

规划不仅限于课程规划
,

还包括

学校的行政资源
、

人事组织等
。

在台湾地 区
,

笔者多次在大学院校担任通识教育的评鉴委员
,

在经常的访

视经验中发现
,

校长报告该校通识教育时
,

每个学校都讲得非常崇高
、

非常 了不

起
、

很有理想
,

可是一问到谁来做呢 ? 怎样在支持呢 ? 有多少人在做 ? 答案便

显得很空泛
。

如此一来
,

理想只是空话一 句
,

画饼充饥而 已
。

在通识教育 中
,

有

那么崇高的理念
,

接下来就要有行政组织
,

要有资源
,

要有执行的人员
,

这是通

识教育中首先应该要做的
。

( 二 ) 通识
“

课程
”

( C u r r i c u l u m )

有了通识教育委员会
,

接下来便要规划课程
。

整个通识教育到底要规划成

几类课程呢 ? 简单来说
,

分成人文
、

社会
、

自然三大类或人文
、

艺术
、

社会
、

物质

科学
、

生命科学等五大类的通识
“

课程
”

( C盯 ir 。 ul u m )
。

在这几大类别领域中
,

学

生要怎么修课 ? 修课规则是什么 ? 譬如分为五大类别
,

如果规定学生在这五大

类别中都修习
,

就必须要有所规范才行 否则某些学生把 28 个通识学分全部都

选修第一类或是第二类
,

那其余各类对他来说便无意义
。

既然将课程规划出大的

领域类别
,

就应该规定学生在每一类别里面
,

至 少要修多少个学分
、

多少个科 目
,

这是通识中心主任的职责
,

或者是学校教务处谋务组应该规划出来的
。

( 三 ) 通识
“

科目
”

( S u bj e c t )

全校性的通识教育委员会规划出课程类别
,

如人文
、

社会
、

自然等类别领域之

后
,

人文类别领域里面可能有唐诗
、

宋词
、

现代诗
、

中国文学
、

西洋史
、

中国史等许

多许多
“

科 目
”

( uS hj
e c t )

。

老师是去教一个 su bj ec t
,

或至多二
、

三门科目
。

还有一个观念是需要提出来的
,

那就是协同教学
。

协同教学有好几个层面

的意义
:

首先
,

这门通识科 目是 在学校整个课程的哪一类 别 ? 究竟要达成什么 目

标 ? 老师在教这门科目之前
,

一定要先了解 ; 并且也要知道
,

全校一共有哪几类

的课程
,

我教的这门科 目在这一类别的课程里面
,

具有什么地位 ? 这 门科 目的

功能和 目标是什么 ? 老师之间要彼此相互了解
,

这是协同教学的第一项意涵
二

其次
,

二
、

三位老师
,

合作教一门科 目
,

叫做
“

协同教学
” ,

这是大家熟知的
。

譬如哲学概论
,

一位老师教形上 学
,

一位老师教知识论
,

一位老师教伦理学
,

这

即是
“

协同教学
” 。

第三
,

协同教学的另外一个涵义
,

是指即使是一 门课
,

如
“

孙 中山思想
” ,

就

一位老师教
,

这位老师也要知道相关 的历史背景
,

如 中国现代史
,

别的教师在
“

中国现代史
”

这学科里教些什么 ? 教中国近代史教到哪里了 ? 跟我这门
“

孙 中

山思想
”

的科 目如何连贯起来 ? 这也是一种协同教学
。

每位老师应该知道同一

类别课程当中的其他老师到底在教什么 ; 当然不太可能知道详细内容
,

但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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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上课的纲要要知道
。

别的老师在其科 目里已经教了什么
,

我这一部分应该

教什么 ? 这都需要思考
。

这样对 自己在整体知识场域里的地位才有所了解
,

这

是真正协同教学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

否则
,

难怪很多修通识科 目的学生常说
,

这位老师所讲的
,

和那位老师所讲的重复很多
,

或这位老师所讲的
,

和那位老师

所讲的毫不相干
。

知识学习本来容易是片段的
、

隔离的
,

不相关的
。

假 如我们

的通识教育
,

在课程规划之后
,

在科 目教学上
,

能让老师发挥真正的协 同教学的

话
,

学生所得到的是经过一个整体融贯的
、

整合的学习
,

这是通识科 目和课程之

间彼此 的相关性
,

非常重要
。

( 四 ) 通识教学 ( I n s t r u e t i o n )

教学包括老师 的教 ( eT ac ih gn ) 和学生 的学 ( eL 盯 in gn )两方面
。

教学相长
,

师生互相成长
,

彼此共 同
、

相互学习
。

教与学
,

一方面是学生的事
,

同时也是老

师的事
。

(五 ) 通识评 t ( E v a l u a t i o n )

评量要从第 四项通识教学— 通识科 目—
通识课程—

通识教育倒 回

去评量
。

首先
,

评量老师的教学
。

老师教学
,

当然要评量学生到底有没有真正

学到
,

所 以要有期 中考
、

期末考
,

还要交报告等
。

同样地
,

学生也评量老师
。

老

师上一学期课
,

教得认不认真
、

努不努力
、

教材好不好
、

授课是否清晰明白等等
,

在学期末作意见反映
,

这也是一种评量
。

对学生来说
,

老师所教的东西
,

到底对

我有什么意义
、

老师的教学大纲准备得是否充分
、

有没有真正完成大纲
,

让学生

真正地了解 ? 这位老师教课 的时候
,

有没有跟别人共同沟通 ? 还是 自己一个人

躲在 自己 的研究室 ? 有些学校没有研究室
,

则是上课就来
,

下课就走
。

这些都

是学生评量教师的项 目内容
。

其次
,

对学校这二
、

三年来整个课程 的规划及施行
,

大学院校要进行一种 自

我的评量
、

自我的评鉴
,

然后接受外部的评鉴
。

第三
,

该所大学对通识教育的定位
、

宗 旨为何
,

以及资源
、

人 事编制到底够

不够
、

有没有达到当初的构想等
,

都要进行 自我的和外部的评量
。

所 以评量涉

及许多方面和层次
。

因此
,

通识教育的逻辑序列 固然一开始是通识
“

教育
” ,

然

后通识
“

课程
” 、

通识
“

科 目
” 、

通识科 目的
“

教学
” 、

通识教育的
“

评量
” ,

但在实施

通识教育评量时
,

其顺序则可 以倒过来
,

形成一个完整的通识教育圈
。

三
、

通识教学的理念和 目标

(一 ) 通识教学的理念

1
.

基础性和补救性

这是很低标准的
,

但很实际
。

到了大学 阶段
,

理论上
,

应该假定在高中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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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

学生都已经接受了一般性完整的教育
。

进入了大学院校
,

就应该比较进阶
、

深入
。

但是实际上
,

通识教育可能要做一些基础性
、

补救性的工作
。

主要是 因

为我们过早实施高中
、

高职的分流
。

在普通高中
,

高一
、

高二就文理分流 ; 至 于

从高职进入大学的学生其 国文能力
、

英语能力或者数学的基本能力
,

都相当欠

缺
,

明显不足
。

现在许多大学教国文的老师
,

普遍感叹学生错字连篇
、

词不达意
,

再加上使

用计算机的关系
,

学生可能只会点击计算机的注音符号
,

所以写出来的东西
,

都

用注音符号
,

甚至成了当前所戏称的
“

火星文
” ,

词不达意的太多了 ! 因此
,

学生

的基本语文能力
、

数理能力要提升起来
,

否则
,

想要探究高深 的学识
,

无疑是缘

木求鱼
。

所以通识教育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

即基础性和补救性
,

可能这一部分

是需要多加强的
。

2
.

广博性和多元性

现代大学因为分科
、

分系很精细
,

各有专门
,

所以要让学生有多元 的了解
、

多方面的学习
。

广博性和多元性
,

促使学生在知识方面整全
,

这种
“

均衡论
”

是

许多人对通识教育所熟悉的
,

也是最常见的主张
。

3
.

进阶性和统整性

通识教学不仅具基础性
、

补救性
,

补救学生的国文
、

英文程度 ; 也不只给学

生多元的
、

多方面的学 习
,

那 只是百科全书式
、

杂乱无章的
,

东学一点
,

西学一

些
。

今天的学生面对许多的信息
,

信息不一定是知识
,

信息常是杂乱无章的
。

从网络下载来的
,

可能是一大堆垃圾
。

怎样把这些信息 ( nI fo r m at i on )
,

变成有条

理
、

有组织
、

有系统的知识 ( K no w l de ge )
,

才是学识能力
。

因此面对广博性
、

多元

性的知识
,

要怎样选择
,

怎样把它整合起来 ? 当要用的时候
,

采取什么态度 ? 采

取什么价值标准 ? 这是一 种价值判 断
,

也就是 进阶性和统整性 的智慧 ( W is
-

do m )运用
。

通识教育的宗旨
,

亦即最后的 目标
,

是进阶性和统整性
。

现在各校情况不一
,

有很多人以为通识教学最好在大一
、

大二就上完
,

甚至

干脆在大一就全部修完
,

大二
、

大三
、

大四则集 中修读专门科 目
。

笔者不赞成这

样的观点
,

我认为通识教学有一些科 目要在大一
、

大二修读
,

有些科 目则要在大

三甚至大四才适合开授
。

学生有了通识的基础知识
,

甚至也有了专门科 目的基

础知识
,

把两者结合起来以后
,

到大三
、

大四的时候
,

上例的
“

后现代的科学哲

学
”

才适合修读
。

所以大三
、

大四照样应该有通识科 目
,

此时就比大一
、

大二的

通识科 目显出进阶性和统整性
。

因此
,

多数学生大一刚进来
,

连基础性都不够
,

便不应该骤然进入进阶的阶段
。

《二 ) 通识教学的目标

经由基础性和补救性
,

进人广博性和多元性
,

达到进 阶性和统整性的教学

历程
,

通识教学期许的目标是
:

1
.

清晰明确的表达能力
。

这一种能力包括 中英文的书写以及 口语 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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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

要能够清晰明白
,

而 且正确精准
。

2
.

综合完整的判断能力
。

除了本行的专门学识以外
,

还有非本行的通识能

力
,

予以综合统整
,

在面对抉择时
,

展现出智慧的判断能力
。

3
.

健全平衡的全人教育
。

人具备知
、

情
、

意三方面的潜力
,

理性与感性都要

同时具备
。

因此深具见识
、

广博开通的科 目
,

便有其意义
。

譬如
“

科技管理与人

类文化
” ,

这种科目涵盖了自然科技
、

社会管理
、

人文精神
,

便真正能达到进阶和

统整
,

亦即将人文
、

社会
、

自然整体结合在一起
,

以实施健全平衡的全人教育
。

通识教育在学校课程 中所 占不多
,

但却是学校教育的灵魂
。

各学科 中
,

由

各系所主任所规划出来的专 门科 目
,

是学校里 的主干
。

就像头
、

手
、

脚
,

是我们

人身上的主干
,

而通识教育就像人 的灵魂
,

灵魂统整了人 的生命与活动
。

通识

教育把各 个科系传授的知识融合起来
,

变成一个整全的大学教育
。

四
、

通识 学分的比例

通识课程 的学分与专门课程的学分
,

在台湾经常处于相互竞争
、

甚至相互

排挤的情况
,

普遍而言
,

通识学分在台湾仅 占毕业总学分 128 中的 28 学分
,

其

百分比为 22 % ; 而专门学分 占 100 学分
,

其百分比为 78 %
。

然而
,

美国大学通识

学分大都 占 30 % 一 4 0 %
,

其中各著名大学通识学分 占总毕业学分的百分 比如下

表所示
:

学学校名称称 学期 / 季季 毕业学分分 通识学分分 百分比比

BBB r o w nnn S e m e s t e rrr 3 222 1 2 ~ 2 222 3 8 %
一 6 9 %%%

HHH a r v a r ddd S e m e s t e rrr 3 222 l 222 3 8 %%%

MMM ITTT S e m e s t e rrr 3 222 888 2 5 %%%

SSS t a n fo r ddd Q
o a rt e rrr 1 8 000 6 000 3 3 %%%

UUU
.

C
.

L
,

A
户户

Q
u a rt e rrr 1 8 000 6 444 5 3 %%%

UUU
.

o f C h i e a g ooo
Q

u a rt e rrr 4 222 2 lll 5 0 %%%

YYY a l eee S e m e s t e rrr 3 666 l 666 4 4 %%%

资料来源
:

黄坤锦 《美国大学的通 识教育》 ( 台北
:
师大书苑公 司

,

1 9 95 )
,

由表列学 校的

教学概况 ( C a t e g o砂 )
、

简介 ( G e n e r a l In fo r m a t i o n
)

、

修课规 则 ( R u l e s o f R e q u i r e m e n t ) 等整理

而得
。

就通识学分数而言
,

美国大学 以 占毕业总学分的 35 % 为最多
。

台湾地区通

识学分 ( 28 ) 占毕业总学分 ( 1 28 )的 22 %
,

比之于美 国显然偏低
。

以哈佛 为例
,

哈佛大学一直实施科 目 ( C o
ur se )制而非学分 (

c r

ed it) 制
,

大学部最低毕业科 目为

16 F u l l C o u r s e s ,

通常一个 F u l l C o u r s e 可 以 由两个相关的 h a l f e o u r s e
合计

,

因而

实质上等于 32 门科 目
。

每一门科 目 ( ha ir co ur se )通常都是一学期上课三小时
,

小组研讨一小时
,

合计四小时
,

若依其他学校之学分比照推算
,

则为 4 学分
。

32

门科 目 128 学分当中
,

依 20 04
一 2 0 05 学年的修课规定

,

共分成 6 大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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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英文写作 ( E x p〔 , s i t o r
y W

r i t i
n g )

: 1科
,

4 学分
。

2
.

数量推理 ( Q
u a , l t i t a t i

v e R e a s o , l in
g )

:

由数据解 释和统计学两科 中选择 l

科
、

4 学分

3
.

外国语文 ( F or
e

匆
1

aL llg lat g e

)
:

l 种外语
,

两学期
,

8 学分
。

以上三类常称

为基本要求 ( B a s i e R e
q

u
i

r e , n e n t s
)

。

4
.

核心课程 ( C o r e C u r r
i
e u l u n l

)
: 8 科

,

3 2 学分
。

5
.

主修科 目 ( C o n c e n t r a t i o :飞

)
: 1 2 科

,

4 8 学分
。

6
.

选修科 目 ( E l e e t i v e S )
: 8 科

,

3 2 学分

由上述可 知
,

基本要求的 3 个科 目 16 学分
,

占毕业总学分 ( 1 2 8) 的 12
.

5 % ;

核心课程 32 学分
,

占总学分的 25 % ; 如果核心课程 32 学分加上前三项基本要

求的 16 学分
,

则共占总学分的 37
.

5 % ;专 门主修 占总学分的 37
.

5 % ; 选修 系供

学生在主修范围内或主修范围外 自由选修
,

占总学分的 25 %
。

自由选修学生可

以全都选专 门科 目
,

则专门课程 占 6 2
.

5 %
,

而通识课程 占 37
.

5 % ; 也可 以全都

选通识课程
,

则专门课程占 37
.

5 %
,

而通识课程 占 62
.

5 %
,

完全倒过来 ; 如果平

均选修
,

则两者分别为 5 0 % 对 50 %
。

依访查
,

事实上
,

以专门课程 占 60 %
、

通识

课程 占 4 0 % 的学生最为普遍
。

台湾地区专门课程 10 0 学分
,

占毕业总学分 128

的 7 8 %
,

而通识课程 28 学分
,

则仅占 22 % 若与哈佛相较
,

专门课程台湾的大

学高于哈佛 18 个百分点
,

亦即通识课程少于哈佛 18 个百分点
。

然而
,

台湾地区大学生专门教育的水准程度
,

比哈佛高出 18 % 了吗 ? 但是
,

台湾大学通识教育的水准程度
,

我相信是 比哈佛低 了许多
。

台湾许多优 良大

学
,

其学生的智力绝不亚于哈佛
,

联考都是高分进来
。

而且
,

理工类学生高中时

就理工为主
,

何以到大学时理工专门教育还要高达 78 % ? 反之
,

文科亦然
。

美

国学生高中时就人文
、

社会
、

自然三者平衡
,

到哈佛时专门教育只占 60 %
,

而通

识还要读 4 0 %
、

其专门教育水准并不比台湾著名大学为低
,

台湾坚持专门教育

高占 7 8 % 是什么理由 ? 成果在哪里 ?

依课程学理而言
,

人类的
“
知

” 、 “

情
” 、 “

意
”

三方面
, “

知
”

主要是靠专门教育
,

而
“

情
” 、

“

意
”

两项是靠通识教育 ( 并非另一方完全没有
,

而是主要的教育职责和

功能 )
,

当然不是要三者完全均分各占三分之一
,

但显然过分倾重任何一边都是不

健全的
。

哈佛课程的分配 比例
,

即是明证
。

哈佛人难道不重知识 ( k no w led ge ) ?

但是他们更注重智慧 ( w isd
o m )

,

因为智慧是
“

知
” 、 “

情
” 、 “

意
”

三者的综合
。

有人

说这是科技的时代
,

科技是知识项 目中的三者 ( 人文
、

社会
、

自然 )之一而已
,

科技

( eT
c

hn ol go y )甚至只是科学 ( cS ien c e

)当中的又一小项而已
,

窄之又窄
,

狭之又狭
,

然而我们的大学生要花 78 % 的时间精力 ( 可能更多于此 ) 学习它
。

如果真能因此

而精深也还有价值
,

然而
,

我们的大学生真的精深了吗 ? 就今天人类的知识发展

而言
.

要精深
,

可能需到研究所的阶段比较恰 当和可能
,

因此
,

大学部的基本 目

的
,

显然是通识为主
、

专门为辅的
。

这就是哈佛大学部 (文理学院 )
,

其聪明才智

在美国顶尖的大学生
,

通识 占 45 %
,

几乎在全美各大学比例最高的另一原因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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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课程与教学的评估改进

哈佛大学一个 由大学部 学生为主的
“

大学部教育委 员会
”

( Co
m mitt ee on

u n de r
g

r a du at 。 E du e at i o n ,

简称 C U E )
,

每个学期末针对教师的教学作学生反映调

查
。

教师教学反映评估问卷共分为两大部分
:

第一部分针对整体印象
、

作业情

形
、

教课情形
、

小组讨论情形
、

小组讨论主持人情形等五类共 28 个项 目
,

每一项

目以 1
、

2
、

3
、

4
、

5 计分 ; 第二部分针对教师授课
、

教材内容
、

考试情形
、

修课条件
、

教学 目标是否达成
、

科 目优缺点
、

该科 目对思考能力有多大助益
、

是否值得推荐

给其他同学
、

科 目宜改进之处
、

小组讨论
、

小组讨论主持人等 11 项 问题
,

用文字

叙述
,

评估其优缺点和改进建议
。

C U E 经统计后于每年的八
、

九月之间
,

出刊一

本将近一千页的统计结果报告
,

打印出各项 目的得分和学生意见
,

分发每一学

生
,

供选课修读之参考
。

再以 M IT 为案例
,

M IT 虽然以理工见长
,

但其通识教育甚受重视
,

M IT 的大

学部学生必须修读 8 个人文
、

艺术
、

社会的 ( H u m a n i r i e s 、

A r t s 、

S o e i a l S t u d i e s ,

简称

H A SS )通识 F ul l C

ou sr e

(实质上等于我国的 16 门通识科 目 )
。

H A SS 划分为五大

类
:

( l ) L i t e r a
叮 a n d T e x tu a l S tu d i e s : ( 2 ) L a n g u a g

e ,

T h o u g h t
, a n d V a l u e ; ( 3 ) V i s -

u a l a n d P e

for mr i n g A r t s ; ( 4 ) C u l t u ar l a n d S o e i a l S t u d i e s : ( 5 ) H i s to r i e a l S lu d y
。

六
、

当前 大学通识教育的重要性

美 国的大学
,

通识科 目的学分大概 占毕业学分 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 四

十
,

其中有哈佛大学
、

麻省理工学院
,

还有很多著名大学
,

其通识 的学分占相当

高的比 例
。

日本的大学
,

通识课程 占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三十四
。

这表示著名

的大学都发现通识教育越来越重要了
。

我们 的大学增加通识 学分
,

有其必要

性
。

技术类的科 目不是不重要
,

我们绝不是轻忽专 门教育
,

专 门或技职教育的

内容
,

在今 日快速变迁
、

一 日千里的时代
,

三至五年就有很大的改变或淘汰
。

然

而通识教育的内容
,

乍看似乎没有用
、

很疏 阔
,

但却不受 时间影响或淘汰
,

历久

弥新
、

与时俱进
。

年轻时所学到的语文能力
,

到老 了以后
,

慢慢沉淀
,

愈加娴熟
。

通识中所读到伦理思想
、

文学艺术
,

越到老越能深刻体会
。

据统计
,

一个大学毕

业生
,

包括技职院校
,

大概在毕业十年以 内
,

或者五年以 内
,

都是做原先本行的

技术性工作
。

但毕业十年以后
,

大多数人有机会做中阶领班
,

这时所需 的不再

是原来的操作技术
,

其所承担的职务是管理
、

沟通
、

协调 的功能
,

那时已不是当

年在学校所学的本行
。

又过十年
,

大概五十岁左右升职当了经理
、

总经理
,

是做

决策的人
,

需要各方面的综合学识和能力
,

更要有伦理学
、

美学的素养
,

要对整

个人类的文化
、

人类的使命有深刻的体悟
。

而这些可能都是在大学时期修读通

识教育时要加强与启发的
,

因此通识教育在当前的大学教育中
,

实在至关重要
。

(责任编辑 沈文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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