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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這部書所探討的是大學通識教育的理念及其在現階段國內

高等教育環境中的落實問題。我在過去數年撰寫這部書的過程

中，對於國內大學通識教育一直懷有一幅較為全面性的圖像。

我認為，在當前國內大學校園裡，通識教育雖然已經獲得了相

當的重視，但是整體而言通識教育的實踐仍充滿了荊棘：理論

的貧困是第一項困境；高等教育界知識分工日趨細密化以配合

資本主義之生產與再生產體系，是第二項困境；優秀師資難覓，

則是第三項困境。由於國內通識教育「界」較為缺乏博厚高明

可大可久的理論，所以，橫面移植國外理論或經驗者，遠多於

縱面繼承自己教育傳統並創新課程者。臺灣的高等教育長期以

來深受政治力與經濟力的滲透與干擾，所以，學術與教育日趨

分割化，大學的系所在「專業化」的美名之下，逐漸肢解大學

作為知識的統整殿堂之性質，使大學教育在大學生人格養成與

世界觀的塑造上所產生的「隧道效應」日益加深，研究有成的

大學教師參與通識課程教學工作之意願頗為低落。在以上所說

這三種困境之下，推動大學通識教育無異於逆流游泳，用力甚

多而成效有限，其悲壯可比擬於揮魯陽之戈以返落日！ 

但是，通識教育終究是教育工作者心靈深處「永恆的鄉

愁」，教育工作者像太平洋裡的鮭魚，成長之後要奮其生命之

力，返回他們原生的山間溪澗。這部書是我在這種「永恆的鄉

愁」的呼喚之下，對關心大學通識教育的朋友提出來的學思心

得報告。這部書的結構共分為七章，第一章說明全書宗旨與分

析的起點；第二章為大學通識教育提出清晰的定義與目標；第

三章躍入中國文化與教育傳統，尋求傳統通識教育理念的源頭

活水；第四章則在檢討當前國際學術界習見的通識教育理論之

後，提出「多元文化論」作為現階段在臺灣地區推動大學通識

教育的理論基礎。第五章分析當前的實際困難及其可能因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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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第六章則提出課程設計原則，並在人文、社會、生命及物

理科學等四大領域中，設計若干通識教育課程。最後一章則展

望前景，說明大學通識教育短期內在臺灣不易有快速而全面的

提昇，但就長程觀之，則蓬勃發展當可預期，所以，我們現在

的努力就特別重要。畢竟，正如胡適之先生所說，要怎麼收穫，

先怎麼栽！ 

事實上，這部書不僅是對我國大學通識教育的理論與實

際，進行理性的分析而已；這部書中也交織著最近十多年來我

個人的感情。這段感情必須追溯到民國 72-73 年（1983-1984
年），當時教育部邀請八位學者組成「大學共同科目規劃研究專

案小組」，小組成員是：沈君山（召集人）、李亦園（共同召集

人）、孫震、章孝慈、黃堅厚、茅聲燾、董大成、黃俊傑。我兼

任小組的執行秘書。這個小組以一年時間檢討當時的所謂「部

定共同必修科目」，提出許多改革構想並建議教育部重視通識教

育，終於在民國 73（1984）年 4月 5日由教育部以台（73）高
字第一一九八六號函檢送〈大學通識教育選修科目實施要點〉，

通知全國各公私立大學及獨立學院辦理開授通識教育選修科

目，共四至六學分之課程。在當時威權政治的客觀環境之下，

學術界要求官方適度放寬教育管制，並不是一件容易的事，與

今日狀況不可同日而語。這十五年來，臺灣經過了 1987 年解嚴

之後，快速地走向民主化與自由化。在歷史巨變的洪流裡，臺

灣的教育改革經過民間教改團體與前行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

會的推動而快速的進展，大學也逐漸取得了課程自主的空間。

回顧十五年的來時路，這一段歷史確實是臺灣教育史中重要的

一章。 

但是，在大學教育自由化與自主化的同時，國內各大學院

校卻也面臨課程設計與教學品質提昇的挑戰，其中最為重要而

難度最高的就是共同及通識課程。這部書是這十五年來我個人

在大學通識教育這個領域裡，在感情與理性交織中所撰寫的一

 



- vii - 

部作品。書稿寫成後，承蒙李亦園院士賜序，本書初稿，曾在

《傳統中國教育與現代大學通識教育系列學術研討會》（太平

洋基金會與中華民國通識教育學會合辦）發表，承蒙劉兆漢、

劉源俊、張光正、胡俊弘、黎建球、郭重吉、朱建民、黃坤錦、

陳舜芬、張則周、林孝信⋯⋯等許多關心通識教育的朋友，提

示修訂意見，衷心感謝。我在此特別向該項研討會的兩個主辦

單位致謝。我也誠懇地敬請海內外關心大學通識教育的先進與

朋友，憐憫我的用心良善，寬恕我的能力不足，接納我對大學

教育的關心，也讓我們共同勉勵：凡流淚播種的，必歡呼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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