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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理念在高等教育史上曾幾經變遷：從英國式的博雅教育，到

1810年德國柏林大學成立發展而出的研究取向，再到十九世紀美國回

應社會需求出現的服務社會功能。二十世紀以來，大學不斷將這三項

功能融合為一體，不過，它們並非三足鼎立於現代大學，力量均衡分

佈，實際上，不同類型機構側重的取向存在差異。對於綜合性研究型大

學而言，大學的鐘擺日益偏向科研與服務社會方向，教學的功能受到忽

略。我們看到，大學教師關注專業與學術成就勝過重視學生的心智發

展，管理者在政府和公眾重視短期及量化成果的壓力下，也更關心大

學的實用效能。然而，大學並非單純創造知識的機構，也非專門將學

術知識加以轉化而後應用於社會的工具，在實用取向日佔主導的現實

下，不少學者開始重新反思「我們需要怎樣的大學？」、「大學的理想

是甚麼？」的問題。

通識教育作為回應大學教育訴求的課程理念與形式，出現於二十

世紀二三十年代，發展至今，它主要作為平衡專業教育的力量，探討現

代社會中「整全的人」的涵義與實現方式。通識教育與「大學要培養怎

樣的人」的問題，與大學的教育功能密切相關。那麼，現代大學是否

一定需要通識教育？如果需要，怎樣的通識教育是恰當的？實踐通識 

教育的困難在哪裏？回答以上問題，單從通識教育本身尋找答案 

並不充分，我們需要回到大學的理念與使命，從大學作為一個教育機

構的角度作出分析。因此，本期專題中的六篇文章仍圍繞「大學理念



與通識教育」的主題，從多角度解析大學應向何處去，以及與其相關

的通識教育的價值、意義、實踐等議題。

本期專題文章中，金耀基教授從「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知

識的科學範式與價值教育」以及「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化問題」三個角

度闡述通識教育在現代大學存在的理由，並強調研究型大學發展得愈

好，愈需要通識教育來補足專業教育之不足和造成的流弊；而現代大

學應為價值教育留有空間，通識教育可以擔當此任務；同時在全球化

擴張的背景下，大學也要正視民族文化與世界主義的關係，通識教育

中也應包含文化相關的內容。

與金教授相對，林安梧教授則是溯源至中國大學理念的源頭 

－《大學》－來反思現代大學通識教育的內涵。林教授對「大學之

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進行深入闡發，並指明大學

應為全人格的教育，通識教育即將諸多「分別」融合貫通，將「存

在」、「知識」、「價值」最終歸於「一統」。在林教授看來，此宗旨與

孔子「六藝」之教相通，最後可達「整合」。

而周谷平教授、張雁教授則從對比中外大學理念的視角探討中國

大學理念的雙重缺失問題。兩位教授對中西方大學流變史進行梳理，

對德國的學術研究至上、教學與研究統一、學與術分離的經典大學理

念，美國的建立在學術本體意義上的實用主義理念進行回顧，指出中

國大學在發展過程中，傳統的「重行主義」與「工具理性主義」令中

國大學既缺乏經典大學理念，也令現代大學理念難以扎根。中國在發

展現代創新型大學過程中，需將二者融合。

與以上三篇文章略有差異，梁美儀博士與曹莉教授從通識教育理

念發展的角度解析通識教育在現代大學的涵義及實踐。梁美儀博士從

分析「自由教育」與「通識教育」兩個概念的關係入手，嘗試說明發

展通識教育與高等教育目標轉變的關係。梁博士提出，自由教育的意

涵包含「普遍的教育理想」與「具體的課程」兩個層次，而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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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形成，既要擺脫自由教育的課程形式，又試圖保留自由教育的某

些理想，不過，在回應現實的需求中，通識教育本身又面臨著困境。

曹莉教授則對中外通識教育的理念變遷進行梳理，並介紹中國上

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大學通識教育實踐，以清華大學為例分析中國大

學發展通識教育的困難與不足。

此外，林暉教授對何為通識教育的最低目標展開討論。林暉教授

指出，現代條件下，通識教育容易被理解為消極的、單純為滿足某種

需要的補救措施。當我們尋求通識教育的積極性的目標時，則需要回

到教育的本源，即教育是要令學生學習，達成指向人的積極自我完善

的實踐。林教授認為此為教育本身的責任，也當作為通識教育的最低

目標。

本期在「專題」之外，另有「他山之石」和「通識教與學」兩個

欄目。「他山之石」欄目的文章將主要向您介紹和分析美國與日本的

大學通識教育。

徐慧璇博士對上世紀二十年代以來美國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內容的

發展歷程加以整理，發現美國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的內容主要呈現三種

類型：學術學科的知識，語言、思維等技能以及圍繞某個主題展開的

探究。其發展也經歷了從主題式內容為主，到學術學科內容為主，再

到綜合三種類型內容的多元化性質。

另外，美國加州大學「二十一世紀通識教育委員會」於2007年4月

發佈報告《二十一世紀的通識教育》，本期選擇其中部分章節譯為中

文。該委員會對美國大學通識教育歷史、制度及文化背景的介紹，對研

究型大學發展通識教育的限制的分析，以及在綜合考察和論證基礎上提

出的八項建議，希望可以對華人地區的大學通識教育發展提供參考。

在當今科技資訊發達的時代，我們除了通過現有文獻認識他國經

驗，還可通過實地考察的方式對各地通識教育作近距離接觸。香港中

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曾於2007年6月組成訪問團，對美國六間大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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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進行實地考察，本期將刊登此次考察的報告。該報告詳細介

紹了美國的兩類核心課程架構，著重介紹美國各大學實施核心課程所

提供的配套舉措，並在此基礎上討論美國經驗對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

識教育部構思新的一年級共同必修通識基礎課的啟發。

在觸及通識教育領域的各個面向時，大多數時候，我們將目光投

射到漢語地區和國家以及美國的經驗和現狀，卻疏於了解其他國家和

地區的大學通識教育狀況，為彌補以往關注之不足，本期很榮幸邀得

張政遠博士、潘文慧女士向我們介紹日本東北大學全學教育的通識教

育實踐，令讀者有機會管中窺豹，了解日本的相關發展。

我們對通識教育進行探究，最後仍要回到教育的最基本問題上

來，即教與學。在「通識教與學」欄目中，陳天機教授、彭金滿博士

及王永雄博士將介紹有關行星定義的爭議，以及國際天文學會有關此

爭議的討論、決議、會後不同的意見，並作出展望。陳韻琦老師則分

享她個人設計及教學文學通識課「武俠文學概論」的經驗。武俠文學

作為通識科目的意義何在？如何設計貫穿通識理念的科目？教學的方

法如何激發學生的創造性？此文可作為一個案，引導我們思考這些問

題。孫燕華博士、王茜茜女士則通過介紹復旦大學的核心課程理念、

課程架構、教學方式等內容，從中分析通識教育如何實現跨學科交流

的目標。

《大學通識報》第五期將以「大學通識教育課程評價」為專題，

從通識課程（program）、通識科目（course）兩個層次探究通識教育

課程評價的理論與實施評價的有效方式。歡迎各位有識之士踴躍投

稿，分享您的研究、識見與經驗。

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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