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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討華人社會實施通識教育的意義以及其所可能面臨的挑戰。華人社會

的高等教育本來多側重實用，兩岸三地政府卻於近年來積極倡導通識教育。本文

分析其原因和變化的時代背景，指出在眾多的因素中，經濟崛起以及追求持續成

長是最根本的動力；並由此管窺兩岸實施通識教育的歷史意義。接著探討由於華

人社會在實施通識教育中所將面臨的各種困難，並分析產生這些困難的原因。文

中指出，除了華人世界缺乏通識教育的傳統，因而出現的困難之外，還論述作為

第三世界的國家，她所推行的教育方針，即使源自歐美，亦將有其特殊性，不能

照搬歐美國家的經驗；這些特殊性也衍生了一些特別的困難。再次，全球化的來

臨，由於其具有發展的不均勻性，對於第三世界地區實施通識教育，也出現一些

新型的困難。最後，作者提出，華人社會宜借助經濟崛起的時機，在倡行通識教

育時，應有更宏觀的視野，超越西方發展的通識教育的格局。文末並簡介為了提

供華人社會通識教育改革的交流平台，台灣通識教育學會創辦的《通識在線》。 
 

一.        前言 

兩岸三地的大專院校都在推行通識教育。台灣自 1984 年便開始系統地在各

大學進行通識教育。中國大陸則先於 1995 年倡導理念接近通識教育的文化素質

教育；進入新世紀後開始有一些大學直接採用通識教育的名稱並積極推動之。香

港的中文大學早在五零便提倡通識教育，另一所香港大學也於幾年前開始實施通

識教學，並配合香港地區大學修業年制將從英國式三年制改為四年制的機會，規

劃全面的通識課程。可以說，海峽兩岸的華人社會高等教育在千禧年之交前後，

紛紛推行通識教育。 
這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發展。因為原先兩岸的大學幾乎沒有實施通識教育。這

個時期兩岸的高等教育充滿工具主義色彩。華人社會大學的這種發展反映了甚

麼？又將遇到何種挑戰？這是本文要探討的主旨。 
 

二.        華人社會實施通識教育的背景 

華人社會國家實施西方的高等教育制度，可以追溯自十九世紀下半頁。當時

正是歐美產業帝國主義積極以武力推行殖民主義，侵犯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時

期。第三世界國家被迫「師夷之長以制夷」，以圖救國救民。遂紛紛仿效西方的



政治與社會制度，引進各種理念與制度。西方的大學制度開始為第三世界國家採

用。在這樣的動機下，滿清政府採用歐洲的大學制度便帶有「富國強兵」的使命，

而使新興的高等教育飽含工具主義的色彩。 
工具主義的教育，造就的人才側重技術專業，通識素養普遍貧乏；這樣的人

才，可能是一個企業很好的技術人員，可能是社會實幹的中堅份子，也可能是政

府稱職的幕僚幹部，卻未必是具有大格局、大視野的創新者，統合者與領導者。

創新，統合與領導卻是一個生氣蓬勃社會每個成員應具備的才能。急功近利的教

育政策就不容易培養這類人才，這也是第三世界政府領導人常被西方媒體略帶揶

揄地形容為「技術官僚(Technocraft)」的一個潛在原因。在工具主義氾濫下，歐

美高等教育裡，那種「為知識而知識」，那種「追求真理精神」的面向，則大多

被忽略了；而這個面向，正是構成通識教育的主要內容。因此，第三世界地區引

進西方高等教育制度，往往只注重知識應用的層面，通識教育基本上不受到重

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立，並未改變被圍堵打壓的歷史困境，反映在教育政策

上，依然以實用為主導思想。事實上，五零年代中國的高教政策反而更加偏向工

具主義，顯示教育作為「富國強兵」工具性角色的思維並未根本改變。在此情況

下，通識教育能否受到重視，也就不言可喻了。文化大革命時期，曾經對高等教

育提出許多激進的改革措施：在入學遴選方式，授課內容，對教員的要求，以及

大學教育目的，等等方面都有革命性的主張，其中部分也帶有非功利性，或人文

的內涵。但是，許多激進的概念，尚難為時人所接受；文革的複雜鬥爭以及最後

的失敗，使得中國一次罕見的高等教育底反思運動夭折了。改革開放以後的初

期，中國依然欠缺對高等教育的批判性反思。相反地，在「發展是硬道理」的指

導思想下，在熱烈地追求現代化的氛圍中，中國的高等教育反而更加功利化，更

加工具化。一直到 1990 年代中期，才開始對教育的方向有了新的思路。了解這

些曲折的歷史演變背景，1995 年中國高教實施文化素質教育部不能不說是一個

重大的突破。文化素質教育「堅持以人為本」，不再以「物」為本；意涵尊重學

生的主體性，而非只是工具。這是中國高等教育近半世紀以來最深刻的一次沉默

的革命。 
海峽另一邊的台灣，1950 年代的高等教育目標，也是以貫徹國家意識型態，

培養經濟建設人才為主。工具主義的色彩，與對岸相互映輝；雖然教育的內容是

大相庭逕的。台灣的推行通識教育要比大陸早，提倡的機制也不相同。這是由於

台灣一直與西方世界保持來往，而且早在 50 年代中期政府便已經積極鼓勵大學

畢業生留學國外深造，歐美的通識教育理念便透過這樣的交流，而逐漸傳播到台

灣。儘管多數的留學生被培養成為高深專才，並且學後滯留異鄉，仍有少數留學

生學成歸國；其中更有極少數的歸國留學生關心教育，力主推行通識教育，終於

成為台灣實施通識教育的社會基礎。因此，台灣推行通識教育早於大陸，而且民

間的提倡發揮主要作用。兩岸實施通識教育，儘管過程細節互異，但是都是先從

工具主義走向以人為本的教育思想，走向重視純粹知識重要性的通識教育。這可

視為第三世界在接受西方強勢文化下的合理反應。一旦走出這一步，超越急功近



利的工具主義思想，教育將會培養通達的人才，從而為文化的全面提升奠定基

礎，並鞏固已有的經濟崛起，其結果或將改變數百年來西方文明主導世界發展的

格局。再基於華人社會巨大的人口與經濟實力，兩岸實施通識教育，將具有這種

全球性的影響。從這些全球發展的視野來考察，人們不難體會最近華人社會普遍

提倡通識教育的重大意義。 
 

三.        從工具主義到以人文本教育理念變遷的動力 

兩岸的教育政策能夠從工具主義的迷思走出來，是很大的變革，也將對華人

社會產生重大的作用，值得進步探討其原因。可以分析出下列幾個主要因素。 
首先，兩岸都受了西方人文教育思想的影響。台灣這方面的影響是很顯著的，甚

至台灣推動通識教育的具體機制都可以追溯出那些力倡實施通識教育的人名。大

陸在改革開放以來，歐美各種思想紛紛引進。西方的人文思想也在中國流行開

來。工具主義物化了人的意義，與人文思想背道而馳。人文主義者多主張人文教

育，正與同是教育的精神符合。 
其次，基於升學主義的反動。台灣的升學考試風氣，造成一些比較深思的學

生關心教育問題，並進而探索改進之道，成了日後倡導通識教育的種子。大陸在

改革開放之後，應試與升學也成為教育界最醒目的現象，而常受到教育界人士的

批評。文化素質教育的提倡者，往往表達這種批評，而作為提倡文化素質教育的

重要理由。 
第三，自由主義的折射。自由主義是台灣不絕如縷的重要社會思潮。通識教

育源自西方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與自由主義的思潮接近。台灣的自由

主義者多關心教育問題，也多支持推行通識教育。自由主義在中國大陸也受到相

當的注意，雖然流行的程度或許還比不上台灣。兩岸的自由主義者多是在野者，

而且常常受到打壓，因而往往將理想的實踐寄託在教育的改革上。 
第四，競爭的需要。傳統的專業教育有其限制。她所培養的人才很難應付社

會的複雜競爭。甚至美國的企業招聘人才，也越來越重視應聘者的通識基礎。通

識教育遂成為應付競爭需要的法寶。在國際競爭日益尖銳的今天，各國政府在制

定教育政策時，也多考慮國際競爭的需要。 
第五，經濟崛起的作用。經濟崛起一方面創造實施通識教育的條件：物質生

活擺脫了求生存的困境，才有進行非功利性的學習動力；另方面為了產業升級以

及經濟持續的攀升，人們也漸漸認識到單純專業教育的侷限。 
總而言之，兩岸的高等教育都經歷了重大的變遷。儘管變遷的過程細節互

異，但是都是先從工具主義走向以人為本的教育思想，走向重視純粹知識重要性

的通識教育。兩岸推動通識教育的因素複雜多端，但我們認為最大的動力還是來

自經濟的崛起。首先，經濟的崛起使得早期「富國強兵」的重要性與迫切性降低

了。從而，人們比較可能擺脫過分工具主義的枷鎖。因此，雙方經濟的迅速崛起

固然帶來了許多令人擔憂的副作用，但無疑地也帶來許多可能性，帶來人們許多



改造創新的想像空間，包括教育理念的新思維在內。社會比較有餘力與心情去思

考「為知識而知識」之類的問題。也因此，通識教育的實施就比較可能了。 
 

四.        華人社會實施通識教育的歷史意義 

第三世界國家的高等教育多側重專業教育，通識教育只是偶而出現。高等教

育追求「富國強兵」的目標，這是第三世界的歷史宿命造成的。即使第二次世界

大戰之後殖民地紛紛獨立，基本情況並未改變。在西方強權依舊宰制世界局勢的

背景下，富國強兵依然是第三世界國家共同的目標。也因此，功利主義的幽靈還

是徘迴在第三世界國家教育決策者的上空，迄今仍未根本改變過來。 
理解這個背景，當能體會海峽兩岸三地大規模推行通識教育的重大意義。這

將有助於兩岸經濟發展更上層樓；並在巨大的華人經濟體超越世界工廠的條件

下，改變全球的經濟分布與政治局勢的重整，從而告別了數百年來歐美強權主宰

世界局勢乃至人類文明的進程。 
其次，1980 年代蓬勃發展的全球化，乃是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思想的變遷。

新自由主義必然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社會階級的兩極化，以及其他不合理的社

會現象。因此，有識之氏強調二十一世紀的教育應重視關懷參與社會，並培養下

一代的批判能力。但是，這種排除大學教授成為論文製造機的知識生產勞工趨

勢，回歸知識份子作為社會良心以及社會改革動力來源的目標，卻不容易在歐美

強權國家徹底實施。理由無他，歐美社會是既得利益者，批判性教育只有在受壓

迫者的地方才容易實施。華人社會雖然逐漸告別過去被列強侵略的悲情，卻是歷

史記憶猶新，而且還未徹底與國際強權處於平等地位。華人社會的通識教育比較

有可能發展出具有批判意識的通識教育，從而為改造世界不平等關係做出貢獻。 
 

五.        結語 

兩岸的經濟正處於中國歷史上罕見的經濟崛起。也在這個空前的大發展的同

時，海峽&#20004;邊的高等教育也分別進行體制的改革，期能培養足夠而高品質

的人才來滿足經濟建設的需求。但是，我們期待兩岸的教育家具備更寬闊的格局

與視野，不以配合經濟崛起的直接要求為推行通識教育的全部目的。除了重視學

習者的主體性之外，更要培養學生對社會的關心與改革不合理不平等現況的熱

情，使得兩岸在經濟崛起的同時也出現文化、教育的崛起。 
有鑒於通識教育在華人社會還處於萌芽階段，更考慮到華人社會推行通識教

育所可能產生的巨大歷史意義，台灣的通識教育學會於年前創辦了《通識在線》，

以期作為全球華人社會共同推行通識教育的交流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