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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中，中國大學推廣通識教育似乎也就是這十年間 

的事。通識教育成為這十年來大學教育課程改革最具亮色的項目，

從局部推開到全面開花，從有限的幾個學分到佔相當大的比例， 

無論從通識教育的學科參與度到學分的要求度而言都已經非常顯眼。

然而通識教育的超常規發展，也勢必泥沙俱下，最為人詬病的是它的

「水」。最初大家所以為的通識教育就是把專業課程講授成適合於非

專業學生學習的課程，然而由於通識課本身還向所有專業的學生開

放，導致了專業課與通識課的部分重疊。這十年的通識教育探索留下

了一個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甚麼是通識教育的「專業性」？

顯然，通識課由不同專業的教師講授，自有其專業前提。然而通

識課又是面向非專業學生，為非專業學生敞開專業的門戶。這就造成

了通識課的雙重身分：以專業為前提卻以非專業的學生為對象，這就

為通識課的「專業性」帶來界定的難題，因為顯然並不存在所謂的 

「專業」的通識。一個專業的教師如何能夠使非專業的學生真正得着

專業的益處？如何又能使專業學生從本專業的通識課得益？如果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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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考慮不清楚，通識課的「水課」罪名恐怕會一直沉冤待雪。浙江

大學最近兩年推出的「通識核心課」，為探索通識課的「專業性」提

供了一個好的方向。

2010年，浙江大學為全面提升通識教育質量，在原通識課程建設

的基礎上，在社會科學、人文與藝術、數學與自然工程、工程和技

術等領域設立通識核心課程。「通識核心課」屬於通識課的範疇。

冠之為「通識課」的「核心」課程，其主旨在於探索通識課的規範，

強調學習經典與前沿知識，培養批判性和創造性思維。到2012年底， 

共設立了32門通識核心課程。「通識核心課」設立之後，即深受學生

好評，日漸清楚地勾勒出了通識課的「專業性」，一種不同於專業課

的「專業性」。專業設置是為了培養專門人才，它既包含對專業知識

的系統傳授，又擔負激發學生成為某個專業領域人才的使命，激發起

學生的專業探索和研究能力。顯然，這不是通識課所要求的「專業

性」。通識課是為了適應如下背景：專業分工愈來愈細密化，專業知

識愈來愈成為專門領域的事情。通識課旨在使不同領域的學生對其他

知識感興趣，知悉學科的邊際，能夠將其他領域的所學貫通於本專業

的研究。通識課的「專業性」就此已略顯端倪，即要充分考慮到教師

本身的專業與其他學科之間的相關性，要意識到自身學科與其他學科

的邊際性。通識「核心課」的典範探索也正在於此，以學科的邊際性

定位課程講授的內容，思考如何從自身學科的知識系統中，發展出更

具意義和廣延的命題。這對教師提出了很高要求，授課的老師要對自

己的專業與學生之間的相關性足夠敏感，要善於不斷引導學生向着知

識的共同體去理解自己的專業。

「通識核心課」努力去界定專業知識與其他學科的「邊際性」， 

並以這種「邊際性」作為通識課的「專業性」。這種邊際性如何用專

業知識表達和規定呢？我歸納為「從學術到思想」，並以之為通識課

的典範屬性。通識核心課須以「思想性」為授課的始終，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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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為「邊際性」的內涵。這並非說專業課就沒有思想性，而是說專

業課和通識課對思想性的理解有所不同。專業課的「思想性」是要把

思想性承載在專業知識和專業問題之中，愈能夠面向專業知識的前沿

就愈具思想性，專業課的思想性在於帶動專業研究的突破。通識課的

「思想性」則是要讓專業知識與其他學科相關探究的部分盡可能「裸

露出來」，為其他學科學生的思索建立一種類似知識共同體的方向。 

通識核心課傾向於把專業中有關知識探索的「意圖」及其「最初的 

考慮」告訴學生，這些考慮也可能是所有學科共同關心的，只不過這

個最初的共同考慮在哲學中是以這樣的方式描述，在數學中則是以其

他方式描述，而作為不同專業的學習者我們需要去體會它會以何種方

式與我們相關。這是通識課的「思想性」，它把知識轉達為最初的共

同的思想經驗，把知識轉變為能夠發生關聯的方式，使得不斷分化的

知識重新回歸知識共同體的家園。

「從學術到思想」所規定的通識核心課的專業性又可歸納為如下

四方面。

一、經典中的經典。通識核心課是從專業知識出發回歸知識的共

同體，要求課程講授有足夠面向知識整體的說服力。某種學科的知識

授予要具有對其他領域學生的說服力，主要取決於它所依據的文本，

一個普遍的經典的文本本身就深具說服力，因為那些經典不僅構成以

往人類的思想、歷史觀念和生活方式的基本框架，還一直活躍在今天

的生活世界。傳統從未離開過現代，正如它沒有離開過不同的世代。

當課程回歸經典時，課程也就在其主要方面回到了知識的共同體，因

為知識來自經典，理念來自經典的傳承。要從經典中選出經典，要求

教師的授課始終圍繞着經典及其意識進行講授。通識核心課的關鍵正

在於讓學生體味和回味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經典和激動人心的思考，

包括回到我們以為那些經典所提供的可能是被我們視為荒謬的結論，

促使學生們去思考正確和荒謬的雙城記是如何在不同的時代持續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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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演，以及如何在我們自己身上看見它們最近的演化，使學生們對

知識的客觀性及其生活選擇有着更具震撼力的經驗。

二、以問題引導更多的問題。我們長期的教學實踐都清楚表明，

善於發現問題的學生要比靠背誦知識獲得高分的學生可貴得多，因為

問題意味着獨立思考的開始，問題也是新的知識和世界開始的地方。 

通識課如果只以知識傳授為目的，顯然不會激起廣泛的問題意識，更

不會激起對問題的深入探索。僅以知識教條為授予目的的課程，恐怕

不能夠消除學生對老師所傳授知識的陌生感和外部感，因為教師傳授

的知識更多像是與他們的專業不相干的內容。通識核心課的成功在於 

把知識的外部授予轉化為內部共鳴，進入不同知識所共享的問題， 

進入知識所共有的總體，這樣它就足夠激動人心地引起思考的力量。 

如何才能夠進入知識的內部？透過恰當的問題。通識核心課的重要環

節之一是設計問題，使某個或者某些問題滲透於講課的環節。它或者

自問自答，或者從明顯的常識激發起學生的反思意識，即引起其對於

自以為當然的所熟悉的現象的懷疑，或者明顯地有跨領域的相關性，

從而引起對於自身學科的跨邊界思考。這種對知識的理解是基於思想

的漫遊。我的課堂經常像是旅行，師生之間在旅行路中不斷地發現新

的景點，而我們也會在那些新發現的景點之間徜徉流連。教師千萬不

能像一個拉鍊式的導遊，以點到即止為目的。

三、以思想表現價值。在各門通識課中，人文社會科學類的通識

課是特殊的，它不僅涉及知識觀念，更涉及精神性要素。教師對人文

社會科學類通識課的授予是否建立價值導向或者還是以價值中立為取

向素有爭論。價值中立之於授課似乎比較安全也比較簡單，教師只對

學生知識的獲得負責；然而有價值導向的教師似乎更受學生歡迎，卻

也比較危險，可能對學生產生無法預知的影響。現在的學生看似生長

在多元文化中，看似開放，然而因為絕大多數學生都是獨生子女，還

由於消費時代心理投射的世俗化取向，學生反而缺乏多元、多維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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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思考，放棄價值導向，其實是對學生的不負責；但是過分的價值

導向，未必真的有利於學生的自主探索。我主張不妨超越價值中立和

價值導向的辯論，而以「思想」表現「價值」。人文社會學科的開放

性遠超過其他學科，教師不妨從歷史的角度，從人類文明本身由多種

傳統構成的角度，提供各種可能的價值選擇。以西方哲學史的教學為

例，有柏拉圖主義傳統、亞里士多德傳統、斯多亞主義、伊壁鳩魯主

義和奧古斯丁主義。不同傳統對於價值例如德性、社群和目的等等觀

念有不同理解，也有共同指向。例如希臘羅馬哲學這樣的通識核心課

就應該把各種傳統的價值觀呈現在學生面前，讓學生可以在多種思想

傳統中換位思考，給知識、生活和觀念以廣泛的思考導向。在這種情

況下，教師雖然不在直接表達價值，然而卻在給出價值和知識的可能

世界，塑造學生真正開放的心靈。

四、與學生為友，陪學生多走幾里路。通識課給我最大的感性

成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樂乎！」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

之」，首先是要與學生建立起深厚的友誼，成為學生信賴的朋友。通

常課程結束後，師生之間的交往還會持續很長時間。我在課餘辦了許

多讀書班，與學生們共讀經典。這是通識核心課帶給一個教師的幸福

感，在這種得到延長的課堂裏面，我可以陪學生多走幾里路，陪學生

們走過幽蔭之所，陪學生走過他（她）們青春和成長的困惑，陪學生

面對世俗化時代的挫折和沮喪，陪他們一起成長。也因着這樣的結伴

而行，經常有許多機會分享他們的喜悅和成就。當不斷地有學生從日

本、美國、荷蘭、英國、法國、德國、香港、台灣、甚至非洲寫信給

我，與我分享他（她）們的所思所想所惑，與我分享他們所已經取得

的成績時，沒有比這能更讓人沐浴在教學相長的幸福中；當不斷地有

學生從他們國內不起眼的崗位、從國內的其他大學寫信和再次與我探

討學術、思想和人生的旅行時，我知道這是因着課堂帶給學生的祝福

而使自己得着更多的祝福。



140 通識教與學

浙江大學通識核心課程設置的目的和我本人通識教育的經驗， 

其所指向的視界有着共同之處，即教師要先改變自己，進而達到教

學即教化的目的。現代大學教師不乏規範的專業訓練和專精的研究

前沿，然而並不意味着就能夠有效地把我們美好的學問帶給年青的

一代，因為我們已經習慣於專業的本位而不自覺。通識教育最重要 

的一點，在於改變專業知識的呈現方式和理解方式，教師必須時時想

到專業只是整個教育的結果，而不是教育所經驗的全部過程。因此，

通識教育要真正成為現代大學教育學問傳授的有效之道，當從教師的

自我革新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