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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通识教育十八年的回顾与展望 ①

曹智频，姚　尧
（华南理工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４１）

摘　要：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十八年依照博雅融通的基本理念逐步形成了一套具有操作性的理论思路，在实践上体现
为课堂和校园文化、专业和通识课群的有效结合，展望中国通识教育，新媒体高度生活化趋势下将走向一体化、平台化和

数据化。这是对传统教学的补充，也是高教“接地气”的模式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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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华南理工大学教务处主办、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承办的“大学通识教育论坛”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１
日在华南理工大学大学城校区国际学术中心酒店举行。

来自全球４０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１００余位专家学者应
邀参加，论坛回顾了中国高校通识教育十八年来的理论

探索和实践检验，围绕当下具体问题，着眼全媒体时代，

提出了新的理论建构、发展模式和目标定位。

１　大学通识教育发展的理论审视
从学理上讲，学科知识的融通是大学通识教育的本

义。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硕贤教授十分强调文理兼通，认

为科学研究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融通文理，方能结合纵

横研究方法汲取不同领域的新鲜知识与思路，在融渗中

提高研究水平。相应地，台湾林安梧教授则强调通识教

育应“博雅融通”。大学应当是以通识教养为体而以职业

养成为用的，它首先应从价值理性定向，然后才到工具理

性的效用。博雅融通才是真正的大学之道。来自波兰亚

当密茨凯维支大学的ＴｏｍａｓｚＥｗｅｒｔｏｗｄｋｉ博士通过借鉴波
兰的通识教育思路，提出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可以更加

灵活，构建通识教育对各学科领域的贯通，指向人生目

标，营造终身学习的氛围。

从通识教育的理念与组织制度看，通识教育有着古

典学术与现代学术中的差异，通识教育的组织制度也经

历了从艺学院到哲学学院到文理学院的演变，华中科技

大学的余东升教授还由此探讨了高等教育的基本矛盾与

高等教育系统下通识教育的定位问题等。广东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副院长黄崴教授也从大学通识定位、认知、接

纳、保障机制等方面探讨了当下大学通识教育的现实困

境，也由此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思考。对此，北京理工大学

庞海芍认为，对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关系的理解差

异，大学通识选修课参差不齐，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教育之间严重失衡，而公共／通识必修课又没有很好体现
通识教育的素质理念，严重影响了通识教育的健康发展，

值得大家关注。此外，部分高校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泾渭分明地无谓划分，大学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形成“两

张皮”现象，割裂了教学内容，也离散了教学目的，严重阻

滞了通识教育的可认同感和操作性，广东工业大学王勇

杰教授对此表示忧虑。

２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实践交流
从实践层面看，统一认识才能改变通识教育的现状。

中国人民大学蒋香仙认为，当前不少人对通识教育存在

理解误区，而理解上的差异也增加了各高校通识教育资

源的整合难度，容易导致通识教育质量出现新的地域性

不平衡现象，而通识教育体系本身也很难得到稳定发展。

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难以成为“国民表率、社会栋梁”。

为此，南京大学赵志宏教授认为通识教育课程的优化设

置是一个基本途径。提出必须联合高教研究领域专家，

追踪通识课程开课效果并调整课程计划，以维持足量的

“活跃”课程，同时凝练优质教学资源，巩固成熟教学模

式，建设通识类读本和教材，并聘请校外高水平教授参与

课程建设，加强校际合作是一个有益尝试。

上海交通大学陈业新教授认为，通识教育是指面向

不同学科背景学生开展的，着力于教育对象精神成长、能

力提高和知识结构优化的非专业性教育，其目的是把学

生培养成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和负责任的公民，亦即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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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人。对于精英人才培养具有根基性的意义。通识

教育已成全球高教改革大势，通识教育因此成为衡量大

学办学质量高低的标志，他从制度、机制和信息技术方面

提出了相关策略，也分享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成功经验。

中山大学李宗桂教授则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实践出

发，提出培养学生文化归宿感和对世界文化贡献的担当

感是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实践的基本诉求。

华南理工大学教务处项聪副处长就理工科背景下的

大学通识教育改革与探索问题做了总结，完整地介绍了

华南理工大学在通识教育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华南理工

大学黄鹤教授就华南理工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前期的构建

发展与校园文化实践活动方面做了较有借鉴意义的梳

理，二人从大学通识的顶层设计和教学一线操作，展示了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发展的基本轨迹。华南理工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院长苏宏元教授则以《大学美育》为例介绍了

通识教育课程改革探索，提出课程强化学生的审美体验，

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并通过新媒体平台展开师生互动，

真正实现了通识教育的教学目的。

３　关于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未来路向
当下中国大学通识教育面临全媒体时代与国际化发

展两大趋势的“双重夹击”，大学通识教育路在何方？专

家们各抒己见，但一致认为，全媒体手段与国际化之路的

融合创新是一个必由之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李蓓将在线课程的开放与中国大

学通识教育课程的国际化之路结合起来，认为二者之间

能够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认为在线课程不但能够

打破地域局限、传播中国文化，更能够帮助大学构建新的

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与机制，使得通识课程既具有本土特

色，同时又能与国际化通识课程体系接轨。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杨选德教授探讨了新媒体时代大学文化素质教育

阅读平台建设的问题。提出平台应该以文化素质教育阅

读资源库的建设为内容，以通识及阐释书籍的规划与编

著为支撑，以多种形式的素质教育活动为推手，课程体系

与阅读平台互为依托、有机衔接并整合图书馆、社会出版

机构和校际资源。这是大学通识教育建设的未来方向。

而超星集团王晓英就慕课时代的尔雅通识课实践提

出，ＭＯＯＣｓ的到来已无法回避，ＭＯＯＣｓ将成为撬动教育
变革的支点。认为通过引进通识慕课 ＋自建专业慕课能
构筑较为完整的课程体系，慕课时代让集中优势资源建

设核心竞争力打造课程体系成为可能。实践证明，

ＭＯＯＣｓ能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与科学精神，培养学生良好
的网络学习习惯，也能成为培养年轻教师发展的平台。

华南理工大学曹智频教授更直接地将大学通识教育

论题置于全媒体时代背景下展开讨论，认为在大学通识

教育发展中应着力彰显民族文化特色，对培养全球大学

通识教育中的中国话语极有裨益；同时，利用网络与新媒

体的力量，努力将大学通识教育向全民通识教育的路向

推进，有利于提升全民族的文化修养水平。这是大学开

放的象征，也是大学服务社会的有效途径。与之相呼应，

香港岭南大学马学嘉女士则将“服务研习”这一新的国际

化教学模式带入中国通识教育。认为服务研习这一将学

习知识与社区志愿工作相结合的全新模式，将为大学通

识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一条新的思路。这实现了学习与

实践的结合，做人处事的结合，将“线上教育”与“线下教

育”互补，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通识教育模式。

回顾十八年发展历程，我国通识教育在摸索中完善，

在激荡中前行，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和丰硕的成果。此次

研讨，大学通识获得了一个恰当的高教定位，未来通识教

育建设中校际资源共享是一个必要且可能的选择，通识

资源平台构建的背后，需要考虑通识教育的文化归宿感

培育和“接地气”工作的弥补。本次论坛既是一场大学通

识教育专家聚首交流的盛会，也是通识教育领域一次承

前启后、探索未来的创新之旅。

（责任校对　朱正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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