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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湾地区推行通识教育的策略概括起来有三点:(1)教育主管部门强力推动;

(2)大学积极响应 ,并形成共识;(3)采取了一系列实施通识教育的有效措施 。台湾地区推行通

识教育的成功经验 ,对大陆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深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值得我们深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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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地区推行通识教育的经验已为大陆学者所熟悉 ,台湾地区推行通识教育之成功也得到了

两岸四地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 ,但对于其成功的原因却很少有人去思索。那么 ,台湾地区推行通识教育

成功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究其成功的原因 ,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台湾地区推行通识教育的策略得当。

台湾地区推行通识教育的策略概括起来有三点:(1)教育主管部门强力推动;(2)大学积极响应 ,并形成

共识;(3)采取了一系列实施通识教育的有效措施 。

一 、台湾地区通识教育实施策略

(一)教育主管部门强力推动

台湾地区通识教育的推行最先是由民间发起的。20世纪以来 ,由于学术分工过细 ,导致大学作为

知识统整场所的目的为之失落 ,使许多有识之士为之忧心不已。许多教育界人士呼吁应从学问的整体

立场来思考大学的责任 ,提出实施通识教育。这种呼声在台湾学界颇有代表性 ,引起了台湾当局教育主

管部门的高度重视。1983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成立“大学共同科目规划研究专案小组” ,检讨大学共同

教育问题 。这个专案小组 ,经过一年研讨 ,提出《关于大学通识教育及共同科目之综合建议》报告书。

1984年 4月 5日 ,台湾教育主管部门颁布《大学通识教育选修科目实施要点》 ,通知各公私立大学及独

立学院在“文学与艺术” 、“历史与文化” 、“社会与哲学” 、“数学与逻辑” 、“物理科学” 、“生命科学” 、“应用

科学与技术”等 7大学术范围内开设各种选修科目 ,办理通识教育共 4—6学分的课程。自此 ,台湾地区

各大学全面开展通识教育的教学。1990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正式成立“大学通识课程研究改进专案小

组” ,并邀请台湾大学 、台湾清华大学 、阳明工学院和元智工学院等 4校作为全科大学 、半全科大学和单

科学院实施通识教育改革的示范学校 ,以了解不同规模 、不同性质学校实施通识教育的情况 。1991年 ,

“第四次台湾科技会议”第五中心议题子题(五)提案中曾指出:“因应未来科技发展之需求 ,加强大学课

程主辅修 、通识教育以及第二外国语文教育一案中对现行通识教育 ,各校 、院 、系所执行内容不一 ,绩效

不甚理想 ,应重新规划。”从此正式将大学通识教育列入讨论 ,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据此开始推动大学通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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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及教学改进计划 。

为了推动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 ,台湾教育主管部门 1994年 6月 6 日-15日组团赴日本 8 所大学

考察通识教育概况 ,并提出考察报告。1995年 6月 8日—22日 ,又组团赴美国 10所大学考察通识教育

实施状况 ,并提出考察报告 ,作为台湾各大学院校实施通识教育的参考。1996年 ,第五次台湾科技会议

对“加强协调促成通识教材之编纂”提出明确的结论与建议 ,科委会委托通识教育学会办理“大学通识教

育核心课程之规划”研究计划 。在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的直接推动下 ,台湾各大学院校都开设了具有本校

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 。

为了检查各大学院校通识教育的规划和实施情形 ,并督促各大学更好地推行通识教育 ,1997年台

湾教育主管部门高教司委托通识教育学会办理“大学通识教育评鉴第一阶段研究计划” 。1999年台湾

教育主管部门又委托通识教育学会办理“大学校院通识教育评鉴” ,并于当年 10月完成台湾 58所大学

院校通识教育之评鉴 。这些评鉴对各大学校院提出了重要的改进建议 ,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大学通识教

育的发展
[ 1]
(第 240-241页)。

目前 ,通识教育在台湾地区已经得到了相当的普及 。为了进一步深化大学通识教育 ,台湾教育主管

部门自 2001年起 ,调动 30亿经费资助“大学基础教育改进计划”(即通识教育改进计划)。这对以后数

年间台湾各大学院校的通识教育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的这些作为 ,是台湾地区大学通识教育得以顺利推行的重要保证 。

(二)大学积极响应 ,并形成共识

纵观台湾地区大学的通识教育 ,我们不难发现 ,始终有一批大学校长及专家学者活跃在通识教育的

最前线 ,为通识教育的推行不遗余力。早在 1984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公布《大学通识教育选修科目实

施要点》之前 ,台湾大学虞兆中校长就在台湾大学推行“通才教育” 。1982年 6月 1日 ,台大第 1364次

行政会议决议成立“推动通才教育工作小组” 。10月 ,该小组拟定《推行通才教育计划书》 ,完成开设 13

门选修科目的计划 ,并开设 4门通才教育科目 。

1984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公布《大学通识教育选修科目实施要点》之后 ,台湾各大学院校更是积极响

应 ,纷纷进行通识教育的规划和研讨工作 ,开设通识教育课程。如台湾中央大学的校长刘兆汉和东吴大学

校长刘兆玄都非常重视通识教育。刘兆汉校长在任期间 ,曾担任台湾通识教育学会第三届理事长 ,积极推

动中央大学以及全台湾的通识教育工作。他就任台湾通识教育学会第三届理事长期间 ,开展了大量的推

动通识教育的工作 ,仅 1991年一年 ,就举办了 7次关于大学通识教育的学术研讨会 ,内容包括“`人文价值

与生命关怀'通识课程的理论基础研讨会” 、“职技体系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人文素养课群' 教学规划与设计

研讨会” 、“通识教育与美育研讨会” 、“通识教育与社区大学研讨会”等等。现任台湾通识教育学会第四届

理事长的东吴大学刘兆玄校长更是在大学通识教育方面提出“五识”(知识 、常识 、见识 、胆识 、赏识)教育 ,

以此为目标引领东吴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为了全面地推进东吴大学通识教育 ,东吴大学还规划了“东吴

通识教育讲座” ,不仅聘任中外大师前来演讲 ,还成立了“通识讲座教授审查委员会”专门规划讲座内容。

同时 ,还让教授而非博士生做助教 ,以便让老师有机会学习大师们教学的独到之处。

台湾大学的黄俊杰教授在推动台湾大学甚至整个台湾乃至大陆的通识教育工作更是鞠躬尽瘁 。除

积极推动本校的通识课程改革外 ,他还多次组织了台湾岛内以及海峡两岸四地关于大学通识教育的研

讨会 ,发表了大量关于通识教育的学术论文 ,出版了多部大学通识教育专著 ,为台湾及大陆等地通识教

育的推行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台湾职业技术学院的张一蕃校长(现任第五届台湾通识教育学会理事长),台湾师范大学的林安梧

教授 ,台湾清华大学的林俊秀教授等都是大学通识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行者。正是因为有了这许许

多多大学校长 、专家的积极参与和推行 ,才使得台湾各大学院校教师逐渐认识到通识教育其实是大学教

育的一种重要理念和哲思 ,并使得越来越多的教师不断地投身于大学通识教育的热潮之中。

为了提升通识教育水准 ,台湾各大学还积极行动起来 ,整合各大学通识教育资源。1993年 3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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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台湾高屏地区近 20所大学院校联合起来 ,成立“高屏地区大学校院通识教育策略联盟” ,该联盟的宗

旨是:提供通识教育理念沟通与经验交流的平台;整合区域资源并相互支持(包括教师支持 、跨校选课 、

合办讲座等);提升通识课程与教学的品质;强化通识教育组织行政运作;联合出版通识教育学术刊物;

合办研讨会与教师研习会 。如 1993年 ,该联盟所属的中山大学 、高雄师范大学 、高雄医学大学 、高雄大

学 、屏东教育大学 5所学校联合师资 ,共同开设《行为科学导论》通识课程。该课程包含人类学 、心理学 、

社会学 、政治学 、经济学等 5大内容 ,参与规划 、运作 、教学等人员有 20余人 ,这对优化通识课程的品质

有着重要的帮助 。1994年 4月 , “高屏地区大学校院通识教育策略联盟”更名为“南台湾大学校院通识

教育策略联盟” ,联盟成员发展到近 40所学院校。该联盟在继续推广通识教育理念 、整合各大学院校通

识教育资源 ,进一步提升通识教育水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2]
(第 24 页)。

(三)采取了一系列实施通识教育的有效措施

为了更加有效地推行大学通识教育 ,台湾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得力的措施。

首先 ,成立了通识教育学会 ,1994年 4月成立的通识教育学会 ,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 ,他们

共同为通识教育的理念和落实而努力。通识教育学会的任务是:研究通识教育的理论与实际;协助规划

通识教育的发展策略;发行通识教育学术刊物及举办研讨会 ,从事经验交流 。11年来 ,通识教育学会为

推动台湾地区的通识教育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在台湾地区岛内举办了数次关于通识教育的研讨会 ,宣

传通识教育的理念 ,并且在大陆及香港等地也多次合办有关通识教育的学术研讨会 ,与两岸四地学者共

同探讨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 ,交流通识教育的经验 ,推动通识教育的发展。

其次 ,创办了两种有关通识教育的刊物 , 1994年 4月由通识教育学会创办的《通识教育季刊》 ,定位

为学术性的期刊 ,提供大家发表研究或实践成果的园地 。2005年 5月 ,在几位热心于通识教育工作的

理监事的悉心规划下 , 《通识在线》也创刊了。这是一份纸本与网络同步发行的刊物 ,旨在建构一个网络

平台 ,发挥深度报导 、理念探索 、意见交流的功能。这份刊物为海峡两岸四地大学通识教育的深化 ,注入

了新的活力。
表 1　台湾地区通识教育研习会举办日期及主题①

届次 时间 主办学校 主题名称

第一届 1995 年 2 月 台湾清华大学 、科学月刊社 人文与自然科学的交流

第二届 1995 年 9 月 东海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思想与方法

第三届 1996 年 5 月 中央大学 课程设计与教学经验的交流

第四届 1996 年 12月 科学月刊社 、阳明大学 大学之理想

第五届 1997 年 12月 东吴大学 大学通识教育里的情意教育

第六届 1998 年 5 月 逢甲大学 大学理念与实践

第七届 1998 年 12月 台北医药学院 、台湾大学 通识与专业的融合

第八届 1999 年 5 月 元智大学 专业伦理与道德教育

第九届 2000 年 12 月 中山大学 跨世纪大学通识教育的视野

第十届 2002 年 5 月 世新大学 21 世纪通识教育的未来-从普及到深化

第十一届 2003 年 11 月 大叶大学 通识教育与基础教育的深化———理念 、策略与方法

第十二届 2004 年 4 月 高雄第一科技大学 全球化时代的大学通识教育:问题与对策

第十三届 2004 年 12 月 弘光科技大学 大学通识教育中的“主体性”与“群体性”

第十四届 2005 年 5 月
台湾大学 、中央大学 、台湾

联合大学系统

大学通识教育中的公民教育与民主素养多元文

化

第十五届 2005 年 10 月 中原大学 多元文化激荡中的全人教育

　　再次 ,对通识教师进行培训。通识教育学会每年举办一到两次的通识教师研习营 ,到目前为止已经

举办了 15期 ,研习营组织教师就特定的主题深入探讨通识教育的理念 ,并交换实践过程中的经验与心

得。如第 7期培训的主题为“通识与专业的融合” ,第 11 期培训的主题为“通识教育与基础教育的深

化———理念 、策略与方法” ,第 12期培训的主题为“全球化时代的大学通识教育:问题与对策” 。这些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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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活动对达成教师的共识 ,提升教师的通识素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 ,各大学院校都成立了专门的通识教育管理机构 。台湾地区各大学推动通识教育改革至今 ,在组

织机构 、人事安排 、动作方式等方面均已有了较好的基础。1990年 ,台湾清华大学首创“通识教育中心” ,成

为与学院同级的单位。元智工学院 、东海大学等学校继而成立类似的通识教育机构 ,到目前为止 ,台湾各

大学院校几乎都成立了负责通识教育的管理机构 。在组织机构方面 ,各大学规模不一 ,故权责的归属有不

同设计:有的大学由教育(务)长直接负责 ,有的大学由共同科主任负责 ,有的大学则组织通识教育委员会

或共同课程委员会负责。这些机构一般有少数的行政人员和专属教师 ,负责与其它院 、所 、系协调规划通

识课程 ,但通识课程的教学主要由相关所 、系的教师担任 ,并聘请部分校外的兼职教师。

二 、启　示

台湾地区推行通识教育的成功经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

1.通识教育的推行和实施 ,需要上下齐心协力 ,方能取得成效。通识教育的实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

事情 ,不能一蹴而就 。它需要教育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 。这种支持不仅是舆论上的 ,还包括经费援助和

政策支持 。目前 ,大陆通识教育的推行还刚刚起步 ,迫切需要教育主管部门的积极推动和大力支持 ,否

则我们的通识教育改革很难向纵深发展 。

通识教育的实施需要群策群力 ,通识教育的推行不仅需要教育主管部门的推动 ,更需要各高等院校

的领导和教师的协同努力 。只有学校领导有了认识 ,全体教师有了共识 ,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并主动投

入到通识教育改革之中 ,通识教育的改革才有可能取得实效 。当前 ,我们的许多院校推行通识教育改革

没有进行全校性的讨论 ,许多领导和教师对通识教育的理念还没有达成共识 ,甚至有些教师对通识教育

的概念还含糊不清 ,对通识教育的目标为何还不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推行的通识教育不可能有较高的质

量 ,有的甚至是流于形式 。君不见 ,许多高校的通识课程只是专业基础课的翻版 ,根本达不到通识教育

“提高学生文化素养 ,培养学生整合知识的能力”等方面的目的。

2.通识教育的实施师资是关键 。目前 ,大陆高校通识教育师资普遍欠缺 ,师资整体水平亟待提高。

通识教育的实施之所以困难 ,就在于与专业教育相比 ,通识教育课程教学对教师的要求要高得多。它要

求教师既要有较高的专业学术水平 ,又要有较宽泛的知识面 ,同时还要具有运用不同知识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意识 、方法和能力 ,否则是不可能有高质量的通识教学的。通识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培养学

生统整知识的能力 ,而能够达到这个要求的教师目前并不多见。因此 ,一方面 ,各高校要尽快对通识教

育师资进行培训 ,以提高他们对通识教育理念的认识及通识教学的水平;另一方面 ,学校内部甚至各高

校之间要积极整合教师资源 ,建立跨专业甚至跨院校的师资与课程整合模式 ,让不同院系和院校的教师

合作教学 ,共同完成某门通识课程的教学任务 ,从而达到资源共享及提高通识教育品质的目的 。

3.成立通识教育管理专门机构 。目前 ,大陆很少有高校设置专门的通识教育管理机构。许多高校

的通识教育管理工作由教务部的教务科或者教学研究科兼管。这对于通识教育的推动及通识教育的监

督评估工作都极为不利。因为 ,这样一方面不利于管理者集中精力对通识教育进行管理;另外一方面 ,

容易使管理者把通识课程的管理看做是与专业课等其他课程一样的。通识课程有它自己的特点 ,通识

课程的组织和管理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没有一定的通识意识 ,通识教育的组织管理 、监督和评估就不

可能取得实效。因此 ,各高校应该设置专门的通识教育管理机构 ,负责通识教育课程的规划 、监督 、评估

等工作。

教育部周济部长在最近召开的“纪念文化素质教育开展十周年暨高等学校第四次文化素质教育工

作会议”开幕式的报告中指出 ,“经过十年的实践 ,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下一步

要重点推动文化素质教育在全国高校中的普及 ,同时进一步强化示范性基地建设 ,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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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 ,整体推进高校文化素质教育。”
②
要开创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使高校文化素质教育落

到实处 ,必须深化大学的通识课程改革 。台湾的通识教育改革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值得我们借鉴

和参考。

注　释:

①　参见林孝信:《台湾通识教育的推动者“通识教育学会”简介与近况》 ,《通识在线》 2005 年 10 月创刊号。

②　周　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文化素质教育新局面》 ,《中国大学教学》 2005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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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sections have promo te general education in some

universit ies;many universities have also given act ive response to them and adopted se ries o f measures.

Thes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are very useful and valuable to the w ork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mainland , it is w o rth being thought to the univer si ties of the ma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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