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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Yale University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practice for General Education has been about 200 years since 19 century, and 

then the idea of General Education has also been practiced in higher education of some countries and areas in Europe and East Asia. 

This paper focuses on observing the concept of General Education, analyzes the localization practice of universities in Taiwan, gets som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It has to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in theory; realize the innov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in localization; emphasize the local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build special department to make sure the achieve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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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高校通识教育本土化建构及启示 

颜明忠   刘考 

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上海，中国 

摘  要  自 19 世纪以来，以耶鲁大学为代表的通识教育实践至今已有近 200 年的历史，其后通识教育理念在欧洲和东亚一些国

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中亦有实践。本文着重于考察通识教育的内涵，分析台湾高校通识教育本土化的实践，给我们以重要启示。在理

念上必须着眼于独立人格的培养；在本土化实践中实现民族文化创新；注重本土化师资的培养；建立不同特色的专门部门保障通识教

育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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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作为高等教育领域一种思想，从总体上来说

经历了很长的发展时期，纵观西方、台湾、香港和大陆的

通识教育发展历程，西方发展历史悠久，已经形成了符合

本土文化的理念；我国大陆和香港通识教育思想起步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左右，时间较晚，还没有形成其完整的大学理

念；但台湾经历了从 50 年代左右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通

识教育思想到开始进行独立探索，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实

现高校通识教育本土化建构，研究台湾高校通识教育本土

化过程有利于丰富高等教育思想，同 时为通识教育发展提

供一种可供借鉴的新方向探讨。 

1. 通识教育及其意义 

1.1 通识教育概念的界定 

通识教育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它

与“专业教育”或“职业教育”相对。在大学或高等教育实践

的阶段划分上看，她表现为在大学低学年阶段所实施的“专

业”（职业）教育的基础知识，或人类一般社会历史文化知

识的教学，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日后做人做事所需的

“基础性”、“通识性”教育素养。目前，高等教育学界对于

何谓“通识教育”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于通识教

育概念的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其认识的混

乱。[1]我国大陆学者李曼丽认为，通识教育有广义和狭义

之分。广义是指称大学的整个办学思想或观念；狭义是指

称不直接为学生将来的职业活动做准备的那部分教育。[2]

我国台湾学者黄俊杰教授则认为，通识教育是一种完成人

之觉醒的教育。 

根据前述分析，我们认为，在理念层面上通识教育是

广义的，即通识教育的最终目标在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

发展，是一种大学教育观，居于办学思想的层次；在实践

层面上通识教育的载体是狭义的，即主要是指通识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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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为了促进个体人格的自我完善，同时开展通识教育

的机构是明确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也是具体的。 

2. 台湾地区高校通识教育的本土化探索 

2.1 台湾地区高校通识教育的发展历程 

台湾通识教育探索开始的时间比较早，一般认为，20

世纪 50 年代是起始阶段。台湾通识教育的发展经历了萌芽

（1950-1984 年）、起步（1984-1994 年）与发展（1994-至

今）三个历史阶段。[3] 

(1) 萌芽阶段（1950—1984 年） 

1956 年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东海大学申报开设“宏通

教育”，后被批准于同年开办了“通才教育”，并聘请美国专

家来台指导。[4]在此期间，台湾东海大学开始致力于学生

各方面的发展，也培育了不少人才。但这一时期台湾通识

教育还未成熟，仍然处于探索阶段。 

(2) 起步阶段（1984—1994 年） 

1984 年台湾教育行政部门颁布由 1983 年李亦园等人

起草的《大学通识教育及共同科目之综合建议》报告书。

要求所有高校在文学与艺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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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至 6 学

分的课程。[5]这标志着台湾通识教育的普遍开展。与此同

时，通识教育的研讨与交流活动也非常频繁，并于 1984 年

4 月成立了台湾通识教育学会，创办了《通识教育季刊》。

[6]这些举措都有力的推动了台湾通识教育的开展。但这一

时期的通识教育实践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准备不足、理

解不够、关注缺乏等，通识教育理念仍然未得到应有的重

视。 

(3) 发展阶段（1994—至今） 

1995 年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会议”正式宣告“部定共同

必修科目”因违宪而被废除。[7]这时各个大学也开始重新探

索通识教育该如何发展的问题。这一时期通常被认为是台

湾通识教育的大力发展时期，台湾通识教育实践得以大面

积展开，如通识教育开始被列入“教育部”的正式工作议程，

开始开展通识教育的教育评估鉴定工作。1997 年，台湾通

识教育学会受台湾当局“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开始设计大

学院校通识教育评鉴实施计划，并于 1999 年完成 58 所高

校的通识教育评鉴工作。[8]但最重要的阶段性特征是台湾

地区已经开始通识教育的本土化建构过程。 

台湾地区的通识教育发展至今，相比于大陆和香港，

毋庸置疑取得了更为迅速的进步和发展。到目前为止，台

湾各高校现都基本开设有通识教育的课程，并成立有“中华

民国通识教育学会”等学术研究机构，同时开办了《通识教

育季刊》等相关学术期刊。这是值得祖国大陆和香港等地

区高校学习借鉴的重要经验。 

2.2 台湾地区高校通识教育的实践 

2.2.1 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 

课程是实施某一教育思想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或

载体，通识教育思想的贯彻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课程

设置是否普及和完善。台湾地区在发展通识教育的过程中，

其最大的特色在于注重中华文明价值观的传承，下面举出

几例来作简要介绍。 

(1)宜兰大学的“周易与人生”课程 

宜兰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开设这门“周易与人生”的价值

观课程，旨在以此为机会讲授易经展现的宇宙人生现象和

道理，其教师来源与人文与社会科学教育中心。同时所选

用的教材也是中国古代名著，如朱熹的《周易本义》等。 

(2) 台湾大学的“老子与道德经新译”课程 

“老子道德经新译”也是台湾大学一门重要的通识教育

课程。开设该课程是以中国古代道家思想为源，向学生传

授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其中老子《道德经》第一章原文为“道

可道，非可道，名常名，非常名。”任课教师在给学生原文

后又给出通俗的“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本原，都是可以说出来

的，但它不是永恒不变的本原；各种事物的名称都能够称

呼它（都能够叫出名称来），但它不是永远不变的”这一解

释。用这种方式使学生们更为了解和理解中华文化。[9] 

(3) 台湾中原大学“中国语文”课程 

台湾中原大学开设这门课程，占所修通识教育课程学

分的 6 个学分，其主要教师来源于台湾和大陆精通中国文

化、历史的学者，以传承中华传统价值为目的，旨在向学

生介绍中国历史、文学等价值观念。 

2.2.2 通识教育专门机构 

台湾高校的通识教育在发展的初期同样向美国学习，

如建立“通识教育委员会”等专门机构来保障其教育理念的

实施。但通过分析不难发现，台湾在建立专门机构的基础

上也根据其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些本土化的探索。目前，其

主要的领导通识教育实施的机构有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学

校设立了整体的通识教育中心，负责全部的师资人员、课

程安排、讲座等的通识教育实践方式，如国立清华大学；

二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成立学校共同教育委员会的

组织机构，但具体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仍然由各学系承担，

开设课程等，如台湾大学；三是中间类型，即只有通识教

育的管理机构，但并无专任教师。[10]但不论哪种形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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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台湾各高校根据本校实际情况，积极探索通识教育的

实践模式而建立起来的，充分体现了其“校本化”的通识教

育理念。 

3. 启示 

3.1 通识教育理念有助于完整人格的培养 

台湾通识教育也可以被称为“全人教育”，台湾“大学教

育改革促进委员会”所著《台湾高等教育白皮书》认为：“通

识教育的目的乃在于透过适当之课程的设计，使学生对人、

社会、自然的诸现象有一通盘、初步之知识上的认识，以

助于形塑有追求真善美之理想的能力和意愿，也有助于培

养自我反省能力之独立人格，同时，更重要的是，协助学

生对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有更为宽广的体认”[11]。即通识

教育目的的实现注重通过培养学生对于社会、自然和人等

方面的全面认识来培养学生独立的人格。 

如前所述，台湾高校通识教育的内容包括人文素养、

社会关怀和现代科学技术等方面。人文素养有利于培养学

生对于文学艺术的敏感，形成正确的伦理道德；社会关怀

则是引导学生关注社会事务、培养学生的社会意识；而其

他方面如自然关怀、科技等都是促进个人人格完善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人格完善，诚如德国哲

学家费希特所说：“教育必须培育人的自我决定能力，不是

首先要去传授知识和技能，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

[12] 

3.2 大陆实现通识教育课程本土化过程有助于进行文化创

新 

通识教育课程作为教育理念的重要实践环节，在实施

过程中内容是否完善、措施是否得力，都对教育效果产生

影响。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开始，台湾高校借鉴美国通识教

育课程设置经验的基础上，如今已经形成了别具本土化特

色的课程体系。主要表现在台湾学者不仅仅是借鉴具有西

方文化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更是开始实现东西文化撞击

交融中的再创新。 

中华文明是几千年历史的沉淀，在当下越来越浮躁的

社会，人们只是醉心于追求功名利禄，却忘记了个人修养，

回首几千年前中国的古老文化，儒家的“中庸”、道家的“无

为”、墨家的“兼爱”“非攻”，开始给我们以更多的启迪。传

统文化的熏陶能使我们保持自己心灵的平静，做一个真正

具有完善人格的主体。 

如前所述，列举了台湾大学、台湾中原大学等几所高

校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情况，可以看到台湾高校在设置

通识教育课程的过程中始终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延

续。台北科技大学校长李祖添博士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艺

术与自然科学技术的结合能使学生的心灵通透，有利于创

新能力的培养。[13] 

3.3 注重通识教育本土化师资的培训 

教师的师德、学识、人格魅力对教育的全过程起决定

性作用。[14]台湾在通识教育发展过程中一直注重师资的培

养工作。它要求教师既要有较高的专业学术水平，又要有

较为宽广的知识面，同时还要具有运用不同理论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意识、方法和能力，否则是不可能有高质量的通

识教育质量的。[15]在 80 年代，台湾高校刚开始实施通识

教育的阶段，其教师水平不高，知识面窄，教授自然科学

的教师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素养。 

这一现象，曾一度引起台湾教育当局的高度重视。为

解决通识教育师资问题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应

聘请学识水平高、知识面广、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和

教授，作为担任通识教育课程师资的培训教师；其次，作

为一名传授中华文化的教师也应该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

力，以便能把晦涩难懂的中国古文以白话文的形式为学生

解释其意义；再次，通识教育教师也应该给学生推荐相关

的具有丰富传统文化内涵的书籍，如可以推荐《资治通鉴》

《红楼梦》等具有代表性的书目。 

台湾“通识教育学会”也重视各个高校的通识教育师资

培养工作。如各大学经常举办关于“教师发展与通识教育”

的研讨会，聘请国外知名专家学者开办讲座，开展教师教

学观摩活动等，后来台湾各大学也相继设立了“教师教育培

训中心”等机构。为鼓励优秀教师投入通识教育，台湾当局

“教育部”于 2007 年设立了“杰出通识教育教师奖”，[16]通

过建立荣誉制度或激励机制，鼓励广大教师积极投身于通

识教育事业。 

3.4 建立不同特色的专门机构，保障通识教育运行 

台湾高校通识教育的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即是在开展

通识教育的几十年里已经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一套通识教育

运行体系和机制。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台湾各高校在学

习借鉴美国通识教育机构的基础上，也根据实际情况成立

了适合于本校的专门机构，如国立清华大学成立的“通识教

育中心”，这是值得大陆借鉴和学习的方面。 

比较而言，目前我国大陆高校虽然意识到了通识教育

的重要性，但在实践层面则往往缺乏行动，除了少数研究

型大学设立了专门实施通识教育的学院，如复旦大学的“复

旦学院”，中山大学的“南方学院”通识教育中心，而其他大

学尚未设立专门的通识教育运行机构，其通识教育的任务

多由教务处负责管理。而教务处由于教学事务繁多，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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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精力放在通识教育上面。因此，大陆高校更需要设立

专门的通识教育机构来统整通识教育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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