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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香港中文大學首屆通識教育模範教學獎**

吳嬋珍 *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教務會通識教育委員會今年起首辦通識教育模

範教學獎，以表揚在通識教育方面有傑出教學表現的教師。本年度獲

獎者，是哲學系劉笑敢教授和物理系王永雄博士。甄選的重要標準是

教師的課程設計和實施能否配合通識教育的目標及期望。有關通識教

育的目標及期望，據《2003年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檢討報告

書》的表述是：通識教育應注重全人教育，目標在引導學生「拓展廣

闊的知識視野；認識不同學科的理念和價值；提升對人類共同關心問題

的觸覺；建立判斷力及價值觀；理解不同學科之間的關聯，並認識融

會發展的可能，及發掘終生學習的潛力。」

教務會通識教育委員會主席楊綱凱教授表示，通識教育模範教學

獎每年舉辦一次，表揚模範教師，肯定優秀教學工作，通過示範作用，

對於提高教學素質極有幫助。楊教授說：「通識教育不是作為專業來

講授，教師需要自己摸索教學方法，挑戰性可能更大，要更主動，更

投入。要跳出技術的層面，進入智慧的境界，絕非易事。優秀的教師

貢獻至大，非常值得表揚。」現時大學的通識教育超過二百科，可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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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為「文化傳承」、「自然、科技與環境」、「社會與文化」及「自我

與人文」四個必修範圍。獲獎的兩位教師能脫穎而出，證明教學法卓

越，獲得認同。

楊教授強調：「通識科與主修科一樣，應有嚴謹的學術水平。中

大創校伊始即著重通識教育。回復四年制後，通識教育會增加六個學

分。」很多世界著名的院校也是朝著通識教育的課題進行反思，例如哈

佛大學最近發表了一份通識教育藍圖，在全校引起廣泛討論。幾年前中

大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楊教授說：「作為知識分子，最少也要對人

類關懷的終極問題，以及不同學術領域的價值和方法，有基本的認識

及了解。」

獲獎者哲學系劉笑敢教授

劉笑敢教授於2001年起在哲學系任教，現為研究院哲學部主任。

他說：「能夠獲獎，當然高興，但更有意義的是校方向全體師生和香

港社會發出了一個召喚，那就是要更重視和發揚通識教育的宏偉理

念。」劉教授任教的通識科目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他認為大學生應

了解中國近百多年的思想轉變，以及中國和世界的未來發展。他說：

「現在的大學教育專業化、技術化，畢業生成為專業工具，變成有生

命的電腦或機器設備的附屬或延伸，但社會需要的精英分子不僅是專業

工具，而是具健全人格、關懷社會和有綜合領導能力的人。」

劉教授的教學法十分靈活，並應用了在外國累積的教學經驗。例

如，在導修課時會用小組辯論，讓所有學生都有發言機會，從而提高他

們的思考能力。劉教授又會在網上討論區與學生交流。他認為，學生

單單擁有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和中國哲學的知識是不夠的，「更重要

的是要提高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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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者物理系王永雄博士

王永雄博士是物理系高級導師，任教的通識科目是「天文學」。

對於獲得模範教學獎，他「感到很意外和高興」。他表示，發展通 

識教育，是要靠很多同事的努力。甚麼是通識教育？王博士說：「一般

人以為通識教育就是學習別的科目較顯淺的部分，其實不然。我們除

講授天文知識外，還會探討天文與其他科目的關係，例如討論天文歷

史時就會牽涉歷史科，討論宇宙學時就會牽涉到科學與宗教的問題：究

竟宇宙是怎麼來的？是上帝創造的，還是因大爆炸（Big Bang）而產

生的？我們雖主要討論以科學方法處理天文問題，但也會指出科學是

有限制的，也有獨特的研究範圍。不要以為科學是萬能，是真理。」王

博士強調通識教育的重要性，不但要讓學生宏觀地學習學科的知識，

還要他們了解學科之間的關係，從而尋找出作為「人」的價值。

天文學涉及科學，有不少數學公式，文科生或會很害怕，所以王

博士在上課時會運用動畫、短片等多媒體方式，讓學生容易理解，並

把科學的定律引用於日常生活中。評核的方法也多元化，文科和理科

的學生各有優勢。王博士在教學之餘，積極舉辦天文活動，並與彭金

滿博士及鄭啟明博士合力撰寫「通識教育叢書」系列，致力推廣大學

的通識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