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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加强通识教育

课程体系建设 ①

刘奇玉，王之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通识教育目标是培养学生具有全面的文化素养。高校在实施通识教育时，要在确保一定数量的通识教育课

程学分前提下，建构科学合理的课程组织模式，并根据学校人才培育目标定位，形成有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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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的名称是舶来品，英译名有“ｌｉｂｅｒａｌａｒｔ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ｉｂｅ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三
种，通常译为博雅教育、普遍教育、通达教育、人文教育、自由教育等，其理论渊源为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

自由教育思想。在我国，通识教育思想历史悠久，《中庸》主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

之”，儒家要求学生除了掌握四书五经外，还要有六种基本才能，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１９世纪
初，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Ａ．Ｓ．Ｐａｃｋａｒｄ）提出了现代意义的通识教育概念，把通识教育和大学教育联
系在一起。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调整和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一些高校开始
实施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通识教育是关注作为整体性的人的教育，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人。

通识教育理念须通过相关课程来实践，课程是实现通识教育理念的主要形式。

１　增加通识教育课程数量，提高课程学分比重
综观我国高校，通识教育在培养全面素质人才中的地位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真正属于通识教育的

课程在中国高校的学生培养方案中份量极低，而一定数量的学分和课时是实现通识教育理念的基础和

保障。从高等教育发达国家来看，他们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的学分占毕业总学分比例往往较高。美国

的一些研究型大学所开设的通识课程都在３０％以上，有的甚至高达１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美国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占总学分比重

院校 毕业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比重／％

哈佛大学 ３２ １２ ３７．５０

斯坦福大学 １８２ ６０ ３３．３３

圣约翰学院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００．００

布朗大学 ３２ １２～２２ ３７．５～６８．７５

又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学分在毕业总学分中所占比例也很大。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该
校刘宏教授以《组织结构、人才战略与实践》为主题演讲时介绍，南洋理工的学生需累积最少１２６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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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完成２组必修课，其中一组通识教育课程为５７学分，占总学分的４５．２２％。
在我国，真正在高校实施通识教育较晚。２０世纪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等

高校相继推出通识教育课程，各个专业对通识课程都有明确的学分和学时要求。

表２　“大学通识教育联盟”通识教育课程占总学分比重

学校 毕业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比重／％

北京大学 １４０／１４７／１４９ １２ ８．５７／８．９６／８．０５

清华大学 １７０／１５０／１５５ １３ ７．６４／８．６６／８．３９

复旦大学 １４３／１４９／１５１ １４／１８／１０ ９．７／１２．０８／６．６２

中山大学 １５５／１５７／１８０ １６ １０．３２／１０．１９／６．６７

资料来源：２０１４年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化学、工程力学３个专业培养方案；２０１６年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人文科学、

生物科学３个专业培养方案；２０１５年复旦大学数学、汉语言文学、核工程与核技术３个专业培养方案；２０１３年中山大学

汉语言文学、化学、自动化３个专业培养方案。以上统计数据不含“两课”、大学英语、大学体育、计算机、军事和创新创意

创业等课程学分。

由表２可知，这４个学校绝大多数专业的通识教育学分所占毕业要求总学分不到１０％，这与西方
高水平大学设置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相距甚远。相比较而言，四校的通识课程学分比国内大部分院校

以公共必修课和公共选修课（通选课）名义开设的相关课程高了不少。

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主要脱胎于苏联体系完备的专业化教育模式。这种培养模式为国家科学技术的

发展和专门化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但这种过于专业化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端也非常明显，即在科学和

物质高度发达的文化中，个人的人文素养却系统性“贫血”。大学的使命不仅止于传授专业知识和专业

技能，更在于满足学生高层次的发展需要，真正把个人能力的提升与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联系

起来，与此同时，积极培养系统思维、批判思考和文化适应性等其他领导技能，以形成基本价值观、道德

判断力、社会责任感等伦理的基本要素［１］，而这正是通识课程的使命和价值所在。因此，在大学中专门

开设相当数量的通识教育课程才能保障大学职能的有效实施，才能真正实现“厚基础、宽口径”的人才

培养目标。

２　系统把握课程内在逻辑，建构科学的课程模式
我国大学类别多样，层次各异，既有综合性大学、应用型理工科大学，也有行业性大学和职业定位性

的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各不相同，我们需确立与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的通识教育课程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校在发展通识教育过程中，主要形成了四种不同的课程模式。其一为“核心课

程型”模式，如哈佛大学。该模式打破了按学科开课的教学传统，将人类发展的文明划分为多个领域，

兼顾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知识门类，重在学生基本生活能力的培养。其二为“自由选修

型”，如美国的布朗大学。该种模式充分赋予学生对其自主选择的权力，强调的是学生对个人的生活变

化及经验进行关注，学生可以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对课程进行自由选择。其三为“分类必修型”，如斯坦

福大学。该模式课程具有入门性或基础性的特点，对学生必修课程门数和课程数量都有具体而明确的

规定，重在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其四为“经典名著型”，如圣约翰学院。该模式受永恒主义哲学影响，主

张人类文明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但社会的核心价值很难发生改变，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他

们主张选用各领域中的名著，引导学生对文化经典进行思考。

我国高校现有的通识教育课程模式，根据骆少明的总结，主要有３种，即“北京大学的‘实验班 ＋选
修课’模式、武汉大学的全校性选修课模式和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本科学院模式”［２］１５－１６。

据２０１４版《北京大学本科生教学手册》，北京大学的本科素质教育通选课分为６个基本领域：“数
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与心理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与美育”以及“社会可持续发

展”，且文理工学生在修读通识课程时有具体的要求：“理工科学生在‘数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可持续

８２



第１０期 刘奇玉，等：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加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

发展’两个领域至少要修满２学分；在‘语言学、文学、艺术与美育类’至少要修满４学分，其中至少一门
是艺术与美育类课程。文科学生在‘数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两个领域至少要修满４学
分；在‘语言学、文学、艺术与美育类’至少要修满２学分，其中至少一门是艺术与美育类课程。所有本
科生在其它三个领域至少要修满２学分。”［３］

《武汉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２０１３版，把通识教育课程基本体系分为通识教育必修课和通识教育
选修课两大类型。通识教育必修课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课、大学英语、大学体育和军事理论等课程，共２６
学分。通识选修课程主要包括“交流与写作类、数学与推理类、人文与社会类、自然与工程类、艺术与欣

赏类、中国与全球类、研究与领导类等七大领域，要求学生在每个领域完成一定的学分”［４］，共３０～５０
学分。

《复旦大学２０１５年本科教学培养方案修订说明》明确：通识教育课程主要由“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专项教育课程、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书院新生研讨课和暑期国际课程组构成”［５］。其《培养方案》将通识

教育核心课程由原来的６个板块新增为７大模块：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文明
对话与世界视野、科技发展与科学精神、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艺术审美与情志表达、社会研究与当代中

国。７个模块由５０多个基本课程单元构成，共约１８０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学分结构力求体现选修
与必修、统一培养与个性发展、教学要求和学习兴趣的结合。”［５］

一般而言，综合性大学的基础条件更适合实施通识教育。但是，我国大学的类型和层次众多，特别

是一些理工科大学和行业性大学，其自身受到办学定位和办学理念的限制，教师往往具有专业和行业强

的特点，人文素质类师资相对缺乏，开设通识教育课程的教育资源相对短缺，因此不能盲目照搬国内外

一流高校的做法，而应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对上述模式加以创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做法值得借

鉴，该学院的自然科学通识课程大多是与专业紧密结合的数、理、化、生物等课程，而不似哈佛大学的自

然科学课程多为非专业的科学课。但他们要求理工科学生必须选修至少８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且至
少３门须集中在某一特定领域，如历史、哲学、文学等。

我们可尝试运用主题课程模式，在专业教育中渗透通识教育理念，围绕专业教育目标，选择若干反

映某专业领域思想精华和思维方式等主题进行深入探讨，提高学生以人文和更宽广的科学视野思考和

处理专业问题的能力。在具体实践中，高校缺乏开设模块课程的教育资源，但我们可以将通识教育课程

和专业教育课程相互融通，把专业教育与通识课程加以匹配，帮助学生获得除专业知识和能力外所需要

的知识和素质，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如培养建筑师，在相关专业课程外，尚需开设绘画、美学、伦理

学等课程，以提高其制图能力、审美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等，因此绘画、美学与伦理学等课程应是建筑类学

生所必修的通识课程。

３　明确人才培育目标，构建有特色的课程体系
当前，我国不少高校通识教育课程没有充分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发展和人格培育，专业化人才培养仍

然是大学教育的重心，课程多停留在知识层面、技术层面，而非精神层面、文化层面。我们可以从绝大多

数高校课程结构发现这个问题，如国家层面课程重视“两课”的教学，强调的是国家意志；学校层面课程

强调大学英语和计算机等工具性课程的教学；学院（系）则侧重于本学科的专业技能课程的教学。三类

课程侧重点各不相同，但都偏重教育的工具性，从而导致了大学功能的缺失和学生人文教育的普遍贫

乏。“大学并非仅仅是‘创新之所’，而首先是‘文明传承之所’，大学应该是人类文明历代积累的文化精

华的储存所，并通过现代通识教育使一代又一代的学生首先能够吸取和掌握这一共同的文化财产，从而

才能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６］１５反思传统课程体系的文化缺位现象，通识教育是改进和提升大学课

程文化品质的重要措施。从众多的理论文献中我们得知，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学生探索真理、通晓知识、

陶冶性情、提升智慧、发展理性和感知道德，实现人的身心和谐发展。

如何通过通识教育培养一个“有教养的人”？哈佛大学强调：“通识教育问题实质上是对自由和人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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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传统的传承，单单获得知识，发展专门技能与专门能力，并不能为理解奠定宽广的基础，而理解恰恰是

维护我们文明的基本要素。”［７］５２就是将文化精神的传承和传播置于大学教育的核心地位，培养学生具

有承担本民族文化伟大使命的意识和能力。２００９年，哈佛大学对在本科教育中施行３０年的“核心课
程”方案进行调整，把通识教育课程分为８大门类：审美与解释性理解、文化与信仰、经验与数学推理、
道德推理、生命科学、自然科学、全球社会、全球世界中的美国。每一门类提供多门课程供学生选修，要

求学生从各大类中至少选修一门课程。如何达到课程的具体建设目标？我们以“审美与解释性理解”

这一门类为例。“该类课程的目标是帮助学生理解自身和他人，把大家都看作是文化与信仰的各种传

统的继承者和参与者。要达到这样一种‘理解’能力，首先要学会提高自身对文化表达形式的美学反应

能力以及阐释能力，这种文化表达形式可能是文学文本、书画、雕塑、建筑、音乐、电影、舞蹈等。”［８］２４１通

过相关课程的教学，学生既能了解各种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又是把握如何被接受和传播的，从而能理性

地看待艺术世界与各种观念，提高学生对文化表达形式的美学反应能力及其阐释能力。由此可见，哈佛

大学的通识教育没有局限于专业教育，而是着眼于全社会，培养“有教养”的公民，强调的是学生的文化

熏陶和心性培养。

总体上看，我国的通识教育培养目标着重点也是人才的综合素质，但不同的模式侧重点各有不同。

北京大学的通识教育培养目标是，“在加强专业教育基础的同时，注重学生文理通识教育的基础（包括

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基础），在专业教育中贯穿博雅教育的理念与思想，全面提高学生的

综合素质与学术能力。”［３］复旦大学希望学生“通过通识教育课程的学习，获得必要的价值分析、探究方

式与能力的训练，形成合理的思维方式和准确的观察判断能力，以及清晰的沟通表达能力，并明确今后

的修读目标和主攻方向”［５］。武汉大学通过通识教育，“培养学生成为具有正确价值分析与判断能力，

和谐健全人格，并有良好的语言运用与沟通能力、领导能力、管理思维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型高素质

人才。”［４］

由于国情和校情不同，我们不可能照搬哈佛和北大等名校模式，但可以借鉴他们先进的办学理念，

建构适合自己校情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我们可以从以下５个方面加以考量。
其一，在课程宗旨上，强调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一个“有教养的人”，既要有包容世界各民族文化

的情怀，更要有本民族文化的自觉。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圣约翰学院等，在

课程内容方面上均以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作为课程的核心和灵魂，如《理想国》《形而上学》《逻辑学》

等经典著作为必修课程。中华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文化形态，传承和创新文化是我国高

校通识课程的重要使命。复旦大学在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开设了“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模块，这些经

典著作都蕴含了传统文化精华，能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为其精神找到栖息地。大学作为构

建民族文化认同的最为重要的机构，其课程应系统地呈现本民族文化。

其二，在课程目标上，注重学生的公民教育。哈佛大学委员会在《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中指出：

“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首先作为人类的一个成员和一个公民所接受的那部分教育。”［９］１５８李曼丽在

综合了国内学者对通识教育的各种表述后，认为“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

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１０］１７。大学生具备了公民的基本素质，才不至

于出现社会适应不良甚至反社会等偏差行为。

其三，在课程类型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无论是世界一流的品牌大学，还是新合并组建的年轻

大学，在通识教育课程类型上都涵盖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几乎所有基础学科，而且同一

学科内部开设了具有专题性的具体课程。如武汉大学要求全校全日制本科生，无论文科、理科、工科、医

科均要求学习一定数量学分的基础通识课程，包括数学、逻辑、统计、自然、人文、交流、写作、领导能力、

研究方法、国际视野等课程。

其四，在课程组织上，采用分类的原则。通识教育课程多样，要按照课程的内在逻辑联系，妥善地组

织成不同的课程群。哈佛大学将通识教育核心课分为八大门类，北京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由六个基本

领域构成，复旦大学把通识课程核心课程划为七大模块。这样对通识课程进行区划分类，明确了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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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通识课程的界限，避免了与学生本专业课程的重复。

其五，在课程调整上，体现时代的发展变化。社会不断进步，时代不断变化，科技不断发展，国际形

势更是风云突变。通识教育课程要随之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如哈佛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

学分别开设“全球世界中的美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研究与当代中国”“中国与全球”模块课程，

就是培养学生社会变化的适应力和敏感性。

总之，高校构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时，要根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加以创新，形成有自

身办学特色的课程体系。通过不同领域的课程开设，突破学科专业限制，使学生兼备人文素养与科学素

养，领悟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具有正确价值分析与判断能力，拥有和谐健全人格和良好的

语言运用与沟通能力，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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