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序  

一、 

這部書是繼《全球化時代大學通識教育的新挑戰》

（ 2004 年初版）之後，最近兩年來 (2004-2006)，我思
考大學通識教育的一點心得，現在結集成書出版，我

想就近年來對於大學通識教育的一點觀察與想法略加

說明，以就教於讀者。  

海峽兩岸大學院校的大學通識教育，近年來都獲

得前所未有的重視。就台灣地區而言，教育部所推動

的評鑑工作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民國 88（ 1999）年，
中華民國通識教育學會接受教育部委託辦理「大學校

院通識教育評鑑」，這次的評鑑工作提升了各大學院校

主管對通識教育的重視。民國 90（ 2001）年通識教育

學會接受教育部委託辦理「九十年度技職校院通識教

育訪視計畫」，使廣大的技職院校開始注意通識教育。

民國 92（ 2003）年 7 月 1 日起至 93（ 2004）年 10 月
31 日止，教育部推動第一期「大學通識教育評鑑先導

計畫」，並於 93（ 2004）年 4 月 1 日起，針對中山大
學等七所研究型大學的通識教育進行評鑑，而且第二

期計畫（ 93 年 7 月 1 日起至 94 年 6 月 30 日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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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民國 94（ 2005）年 7 月 22 日完成並公佈對台灣
師範大學等九所教育體系大學的評鑑報告。教育部也

在民國 93（ 2004）年 7 月 1 日起至 94（ 2005）年 9
月 30 日間，進行全面性的「大學校務評鑑規劃與實施

計畫」，評鑑對象包括一般大學校院、師範校院、體育

學院，及軍警校院等七十六所大學校院。以上連續五

次的評鑑工作，雖然因每校評鑑時間僅一日，時間過

於匆促，不免走馬看花；而且接受評鑑大學院校數量

龐大，許多委員因教學及研究工作而難以全程參與，

致使評鑑效果受到限制，但是這些評鑑工作仍喚醒了

各大學院校對通識教育的重視。同時，民國 90（ 2001）
年度及 91（ 2002）年度，教育部所推動的第一梯次及

第二梯次「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挹注了許多大學

院校的通識教育經費，兩梯次基礎教育計畫下所實施

的「大學校院通識教育巡迴講座」，也達到優良師資交

流的部分效果。  

除了官方所推動的上述工作之外，民間的通識教

育學會每年與各大學舉辦兩次「大學通識教育教師研

習營」，最近更創辦《通識在線》刊物，同時出版紙本

及網路版，對於通識教育的理念的型塑、方向的引領

與經驗的交流，更是發揮推波助瀾的作用。  

上述大學通識教育近年來的發展，相對於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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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73 年 4 月 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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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全國各大公私立大學及獨立學院查照辦理通

識教育選修科目共 4-6 學分課程的客觀環境，已不可

同日而語。即使是相對於 1994 年春間中華民國通識教

育學會創立時的狀況，也有了飛躍的進展。這部書中

所收的各篇文字，正是寫成於上述的背景之中。  

 

二、 

本書除了第四篇對民國 92 年以後教育部對大學通

識教育的評鑑報告，提出一些初步觀察之外，第一篇

及附錄討論臺大前校長虞兆中先生與傅斯年先生有關

大學與通識教育的理念。  

第二篇討論當前大學通識課程教學內容所涉及的

學生「主體覺醒」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是自古以來

教育哲學的根本問題之一，《論語‧學而‧1》孔子說：

「學而時習之，不亦悅乎」，這句話中的「學」字，二

千年來東亞儒者的解釋不出「覺」與「效」兩種解釋

進路，前者指「主體覺醒」的促成，後者指「群體意

識」的培育，兩者相輔相成，孔子的「學」既是內省

性的思考活動，又是外爍性的知識活動。這個問題的

本質觸及「自我」與「群體」的關係，在現代大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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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中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本書第三篇文字，則分析當前大學通識教育中的

公民教育中，源生於近代西方的諸多價值理念如「民

主」，「自由」、「人權」等，與華人社會文化背景的差

距，所引起的公民教育理論與教學實務的諸多問題。

我在這兩篇論文中，提出一種「人」「我」互動、「中」

「西」平衡的通識教育願景。  

三、 

本書第五及第六篇論文，有心在於二十一世紀全

球化時代中，為海峽兩岸大學通識教育提出新的展望。 

第五篇論文將華人地區大學教育，放在「全球化」

趨勢的脈絡中思考，我認為包括台灣在內的大學教育

面臨三大問題：(1)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2)科技快
速發展對大學的衝擊， (3)大學的社會責任。我認為，
二十一世紀華人地區的高等教育，應厚植學生的民族

文化之根基，使大學生免於在「全球化」的巨流中，

淪為「失根的蘭花」而隨波逐流，失去自我的「文化

認同」。我們也主張，大學應從功利性與形式性的思維

習慣中掙脫而出，回歸教育的本質性之目的。大學也

應重新挑起社會責任，堅持大學作為社會良心的角

色，為全民創造更大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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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最後一篇論文，分析二十一世紀出現的資訊

化與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以及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等

三大局勢，指出新世紀大學生的培育理念有三：（ 1）
促進「傳統」與「現代」的對話，（ 2）加強「科技」
與「人文」的互動，（ 3）強化全球視野與本土文化的
融合。在以上的教育理念與基礎之上，我提出三項教

育策略以建構大學生的價值觀：第一：提倡經典教育，

以引導大學生的生命與傳統文化接觸，奠定未來開創

新局的文化資源，這是「返本以開新」的教育策略。

第二：因應「科技」與「人文」斷裂的狀態，在大學

教育過程中，加強開授貫通「科學、技術與社會」

（ STS）等領域的課程，以引導學生對現代科技發展

中的人文社會問題，進行深入分析，使通識教育精神

融滲於專業教育之中，從而培育二十一世紀具有批判

思考能力的新知識份子。第三：經由優質的東亞人文

傳統相關課程之引導，而躍入悠久的東亞文化價值傳

統之中，建立新時代東亞知識青年的價值體系，才能

在西方「文化霸權」的支配之下，挺立東亞知識份子

的價值觀點與立場。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古人誠不我欺。這

部書所收的各篇文字，是最近兩年來，我在海峽兩岸

大學通識教育快速發展與轉型的潮流之中，觀察所見

的一些點滴。書中不可避免地有我個人見解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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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蒙讀者諒我所不能，容我所未及，恕我所不知，匡

我之所未逮，則幸甚焉。  

 

 

 

2006 年 6 月 24 日序於台灣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