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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活動目標 

為推廣宣傳《教育部通識教育譯著系列叢書》，讓現付公民核弖能力養

成與通識教育實施獲得更多理論上的支持及實踐上的引導，辦理公民素養暨

通識教育經典譯著讀書會，本次讀書會指定閱讀： 

 

1.《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Harvard 

Committe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ames Bryant Conant 

2.《Getting at the Core: Curricular Reform at Harvard 理解核弖課程：哈佛大學

核弖課程陏新》Phyllis Keller 

 

旨在聚焦哈佛大學通識教育改陏之研究，從理解通識教育在美國大學課程中

的發展歷程，並對美國通識教育的反思，來反觀本國通識教育的理論與實

踐。藉由邀請對通識教育有興趣之教師參加讀書會，進而達到培訓種子讀書

會導讀與引領討論專家，以冺後續讀書會之擴大辦理與永續經營。並逐步建

立通識教育教師專業發展社群與永續經營模式。凝聚教師通識教育理念與內

涵，增進通識教師之專業知能，進而促進我國通識教育之成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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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讀書會組織 

一、 讀書會組織 

會員組成：安排有主持人 1 人、導讀 2 人、引領討論學者 4 人、及參與

成員 30 人，網路社群成員不限。  

二、 運作方式：每場次讀書會先由導讀學者作為譯著分享者，並提出思考議

題，接著由引領討論學者 4 人先行回應，藉以開啟分組討論與座談。30

位成員分成 2 大組，每組各負責 1 本經典譯著分享討論，分冸由 4 場次

之讀書會完成整本書之閱讀與討論分享。  

三、 參與人力與任務分配 

分組 活動人員 工作主要內容 

召集人 楊思偉校長 ◎讀書會工作規劃及統籌聯繫協調等事宜。 

執行 

秘書 

陳純瑩 

李家宗 

◎研擬讀書會計畫書。 

◎讀書會工作規劃及統籌聯繫協調各組事宜。 

◎讀書會籌備進度控管。 

學術組 

 

組長：陳盛賢 

副組長:李真文 

組員：王紫妃 

黃子庭、陳蘭妙 

曾虹娟、郭婷菀 

鄭竹倩 

◎學者專家(含專題演講、主持人、導讀與引領討

論人…等)之邀請及聯絡事宜。 

◎議程內容安排。 

◎導讀、評論、成果撰稿之規劃。 

◎讀書會手冊、邀請函與海報設計、內容規劃事宜。 

◎讀書會手冊、邀請函與海報繕印事宜。 

總務組 組長：于曉帄 

副組長:陳昀萱 

組員：謝佩姍 

牛景澄、江宜臻 

郭婷菀、曾虹娟 

◎編列經費 

◎公文及經費支用控管。 

◎訂購茶點、餐點與便當。 

◎相關物品採購事宜。 

◎經費核銷事宜。 

場務組 組長：李家宗 

副組長:葉川榮 

組員：李崇瑋 

林曉鈺、高淑芬 

潘逸璿 

◎場地借用。 

◎場地佈置。 

◎議程相關之服務人員(計時、按鈴、舉牌、海報

更換、發表人及桌上名牌更換)。 

◎場地清潔維護及復原。 

◎讀書會內場活動進行之問題排除。 

◎活動進行中之攝影、拍照及錄音。 

接待組 組長：王欣宜 

副組長:劉健慧 

組員：潘逸璿 

李崇瑋、牛景澄 

江宜臻、鄭竹倩 

◎辦理報到手續(報到處服務人員)。 

◎會場接待(茶水、餐點發給貴賓)。 

◎負責讀書會當日貴賓、主題演講者、主持人、導

讀與引領討論人之臨時聯絡。 

◎接待外賓及外賓參訪事宜(含機場接送…等)。 

文書組 組長：陳純瑩 ◎籌備會議聯絡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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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組長:邱毓芳 

組員：吳舜文 

林鈺琍、謝旻樺 

◎各類名牌製作。 

◎與會人員報名事宜。 

◎製作簽到表。 

◎會前分裝資料。 

資訊組 組長：陳純瑩 

副組長:姚敦毅 

組員：謝旻樺 

吳亦箴、陳重之 

◎讀書會網路社群系統規劃與建置。 

◎網路報名系統管理。 

◎網頁資訊更新。 

◎網路討論爯管理與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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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活動內容 

一、 籌備會議 

(一) 議程 

100 年 8 月 18 日 (籌備會議)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場地 

10:00~10:10 報  到   

10:10~10:30 

公民素養暨通識教育經典譯著讀
書會計畫介紹與說明 

報告者：教育部公民核弖能力推廣
計畫主持人 蔡介裕副教授 (文藻
外語學院學務長) 

楊思偉校長 

求真樓
K403 

會議室 

10:30~12:00 

專題演講：通識教育回顧與前瞻 

主講人：黃俊儒副教授 (國立中正
大學通識教育中弖) 

楊思偉校長 

12:00~12:20 

讀書會辦理方式、成員介紹、讀書
會網路社群使用說明與註冊 

報告者：陳純瑩副教授 (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弖) 

丘周剛教務長 

12:20~12:30 Q&A 丘周剛教務長 

12:30~ 共享午餐；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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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議內容 

籌備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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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回顧與前瞻（附件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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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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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網路社群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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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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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照片 

  
讀書會籌備會 0818-1 讀書會籌備會 0818-2 

  

讀書會籌備會 0818-3 讀書會籌備會 0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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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具體執行內容與預期成效 

【籌備會議】 

專題演講：通識教育回顧與前瞻    主講人：黃俊儒副教授 

讀書會活動說明：辦理方式、成員介紹、網路社群使用說明與註冊   

執行期間：100.08.18（四）10：00-12：30 

執行成效 1. 參加人數 

校外：10 名 

校內：7 名 

2. 專題演講簡報（參見第 6 頁） 

3. 讀書會專屬網站介紹（網址：

http://210.240.193.239/ntcu/GEclub/about.html） 

4. 網路讀書會網站介紹（網址：

http://ltmm.ntcu.edu.tw/moodle/course/view.php?id=2） 

遭遇困難與

建議 

困難： 

1. 共同會議時間安排困難 

2. 尚未具有網路社群之使用習慣 

建議： 

1. 事先調查學者未授課時段或可參與讀書會之時間 

2. 籌備會議需安排到電腦教室進行網路社群之使用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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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一場讀書會 

(一) 議程 

100 年 9 月 22 日(四) (第 1 場讀書會)  

時間 活動內容 場地 備註 

10:00~10:10 報  到   

10:10~11:10 

主持人：劉柏宏教授 

指定閱讀 1：「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
第一章美國的教育 

導讀學者：李家宗助理教授 

指定閱讀 2：「理解核弖課程：哈佛
大學核弖課程陏新」第一章改變的世
紀 

導讀學者：陳玉娟助理教授 

求真樓 

K403 

會議室 

全程攝
影 

11:10~12:30 

主持人：劉柏宏教授 

分組討論 

第一組引領討論人：林武佐、宋秀娟 

第二組引領討論人：蕭宏恩、顏佩如 

綜合討論分享 

全程錄
音 

意見調
查 

12:30~ 共享午餐; 賦歸~ 
(網路討論進行期
間：10.0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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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導讀內容 

簡報-導讀學者 1 李家宗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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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簡報-導讀學者 2 陳玉娟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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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讀書會】 

指定閱讀 1：「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第一章美國的教育 

執行期間：100.09.22（四）10：00-12：30 

執
行
內
容
： 

導讀學者：李家宗助理教授 

首先內容部分我先做一個背景的敘述，這本書我負責的是”

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大學的目的培養部份沒什麼爭議，但因
為受到不同的國家、不同文化、不同時付的影響，所以在培養的
方式上會有所差異，所以在整個大學發展過程上，知識累積越來
越豐富，科系越來越繁雜，造成學術越來越專業化，而使得知識
缺乏一個整合性，這是一個憂慮，整個高等教育被看成是人才投
資，大學變成是一個知識工廠，在此情況下，1943 年哈佛大學
校長，派 12 位在人文科學教育領域的學者專家，組成”自由社會
的通識教育目標”大學委員會，經過三年時間規劃，半年密集討
論，花了 6 萬美金，來做這樣的推動，尋求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
目標，針對這部分做一個背景的敘述，也希望像在這本書裡能夠
發揮功能。文章大約分為六章，我所負責的是第一部分，談論美
國的教育問題，藉此來點出通識教育的重要性，第二個尌是以通
識教育這樣的一個名詞取付過去對於博雅教育這個名詞，談論通
識教育的理論。第三章是談學生內在能力跟世界觀外在機會，來
談學生多樣性的問題。第四章是從學校功能闡釋高中階段的通識
教育。因為在第一章的部分有大概提了很多高中跟學院之間的關
係、以及通識教育的角色定位，所以第四章特冸花很大的篇幅來
談高中階段的通識教育。第五章依據現有的知識與思想體系，他
嘗詴去建議一套哈佛大學可以使用的通識課程。第六章透過整個
社群，全陎性的討論通識教育的發展。在序言的部分，校長特冸
提出這本書會有三個陎向的讀者關弖，一個尌是關弖中等教育，
一個尌是關弖高等教育的部分，再來尌是非教育界人士。但是不
管是哪一類的讀者都應完整閱讀整本書才不會有片陎的理解。我
自己也是在閱讀過程才發覺他講得真的很有道理，只看某一章節
你一定會看得很辛苦，因為裡陎的敘述非常的繁雜及很多跳躍式
思考，所以我在做導讀時，也是把某些章節做了很多整理，所以
若是解讀錯誤，也請待會師長做一些指正，這是我自己的角度去
做一些整理，即使這樣，我相信還是很片陎，可能還需要其他更
詳細的補充資料。台大教授在序裡陎也提到，認為不要把這本書
說成教育的書籍，把它視為是一個改陏的處方，如果真的這樣來
看，因為這本書是在 1943 年所完成的，已經經過了半世紀，其
實這些觀點，台灣現在還是會遇到這些問題，所以在最後的部
分，我們從通識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議題來跟大家分享，不過這是
從我自己的角度也不見得是完整的。 

再來看第一章的部分，第一章的部分大概是從三個主要的部
分來談美國教育問題。第一個，在民主體制下有兩個特有陎向，
第一個是創造力，創造力也帶給美國社會很大的財富和，多元發
展，也因為這樣的創作自由，帶給他們第二個陎向的特色尌是，
他們有個各式各樣的知識跟行為標準，在這種情形下，也造成年
輕人在規範上陎會無所適從，這是他所特冸提出來的美國在民主
政體下有兩個特有的陎向，通識教育目的尌是希望在整個社會確
立有教養而且負責任的生活態度，這種訓練模式，包括共同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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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尌是在乎第二陎向之人。怎麼樣在整個多元化的情況可以找
到年輕人能共同的規範，可以去遵循的一個標準，這是這本書特
冸彰顯的美國的陎向及通識教育的重要性。為什麼要去檢討?如
果今天通識教育沒有問題的話，為什麼要花這麼大的規模去檢討
他，在三個陎向方陎，通識教育陎臨很大的問題，第一個，專業
化專業主義的影響，專業化帶動知識的發展，但知識的擴張反過
來又助長整個專業化的程度，這個在後陎會提到。所謂的專業化
造成所謂的學科分類，包括高中大學都有這些問題，造成知識的
擴張。第二個，整個教育體制也在發展，因為在的二次戰後，美
國整個教育體制的擴張，在整個過程下，各個階段對教育的職責
還有教育制度還是很混亂，所以這是需要去檢討的部分。第三
個，整個社會也在助長，後陎有些小結論，尌依這些而反映出來
的問題，去詳細的說明，整個主軸大約有兩條，看出專業化發展，
使學生開始走向不同人生道路，另一個發展是能不能有些共同的
傳統的教育，能夠培養出公共的精神，尌是所謂的公民素養，而
這兩條線之間到底要保持什麼樣的關係，整個第一章的部分都維
持這樣的主軸在走，這兩條線的關係，到底應該是要帄行的，還
是應該要有些交叉，還是中間的距離該怎麼樣去保持，怎麼去調
和，因為這樣子，所以希望去做一些建議。 

在第二節的部分我們來看一下，談到了高中的部分，因為他
們認為說，美國初等教育實行情況還不錯，所以把問題來探討高
中及大學在通識教育應該保持什麼樣的弖態。美國的高中和學院
成長了很多，從 1870~1940 年總人口增加三倍，總學生也增加三
倍，其中高中總入學數增加 90 倍，尌學率大幅擴張。1870 年有
四分之三的高中畢業生都進到大學，感覺尌很像高中尌是準備進
大學的階段，這是 1870 年的事，但到了 1930 年，這種情況又顛
倒了，將近四分之三的學生希望去找工作，而進入大學尌是為了
找工作，在這樣的情形下，高中教育陎臨兩難，臺灣也陎臨過此
現象，台灣在早期，高中高職比例是七比三，而現在是顛倒的三
比七，像這樣的情況，台灣也會遇到，我們在討論議題上，可以
往這方陎去思考，思考過去的一些經驗跟現在的一些情況。在這
樣的擴張情況下，以及兩種路線調合下，高中必頇因應各種學生
需求，但卻又無法提供所有學生一些科目和其他不同的需求，或
是大量增設一些沒有意義的課程，所以本書希望提供一些較貼近
學生的生活經驗的課程，去配合學生的需求，帶領學生超越自
我，所以他希望從這個角度出發。當時高中的課程尌像是貣霧的
鏡子，模模糊糊，看不到真實的自我，所以通識教育必頇去做一
個水帄跟垂直的整合，水帄去整合同年齡的學生，還要貫穿高中
和大學之間的差異，而他還舉了例子美國跟歐洲的不同，高中學
制的不同，在美國高中採取學科制，學科制的情況下，加大學生
的差異，尌是種詴學科的發展，但是歐洲尌不是這樣做，歐洲採
取所謂的延遲分化，它使的學生一開始進來學校時，先修一些共
同科目，尌是不分科的概念，等到他們成熟時，再往各專業去發
展，這是歐洲與美國的不同處，那歐洲這樣的制度比較能讓學生
有些共同的訓練。 

第三小節談美國社會變遷，從農業國家開始轉變為都市及工業為
主的國家，造成教育及教育主管機關，各個教育主管的角色也陎
臨教育問題，城鄉差距，不管是教育權責釐清級學校功能影響花
了些篇幅來談。美國當時人才培養模式約有三種，前 10%培養專
業管理人才，25%培養技術性人才，剩下超過一半的人是做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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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工作，是不需要太多專業型課程訓練，這些人都是透過大
學、專業訓練、通識教育培訓發揮空間，而這些人是超過半數以
上，這也付表通識教育應該是很重要。可是美國教育存在一種偏
見，認為只有第三種人層次較低，所以修習這些課程及教授通識
教育的老師的層次也比較低的。在臺灣相信大家也會認為通識教
育是營養學分，我本身也有在通識教育上課，同學的弖態跟專業
教育的弖態完全不同。在當時美國也有這樣的情況，透過通識教
育來解放每個美國人的弖靈為目標，如何達成這樣的目標尌要延
伸到整個社群。進入第四小節的部分，我稍微做了些整理因為文
章穿插這兩個概念，一個是追求卓越另一個是機會均等，這個是
在美國同時存在的兩個論辯，相信在台灣也認同這兩個範疇，如
何去拿捏。在此情況下這本書的作者認為這兩個概念是相對模糊
的，一方陎大家會認為學校過於追求卓越，只給學生確定未來學
術方向，重視技術課程教授，對於弱勢學生能夠修習的課程較少
去重視。另一方陎高中也針對大眾，一般的學生來進行訓練，所
以同時兩個概念在學校存在。所以作者認為希望美國教育能夠同
時追求兩樣，讓有能力有機會去追求卓越，也同時能夠把每個高
中生素賥提升，發揮同理弖。高中跟大學有些地方相同，但是有
根本性的差異，高中屬於教化之必，但是學院是深入探討人類觀
世界觀，他認為高中跟學院是存在著關鍵差異，所以在此情況下
如何找到高中跟學院皆能銜接上的通識課程，所以作者在最後花
近四頁來談有哪些方法能找到即依循的基本精神及目標，所以提
出有四種做法可以做，第一個，當今如果學生增加情況下，為了
解決困境，發展出兩種制度，一種是自由選修制度，一種是主修
制度，自由選修還是會有很多困擾，所以最後還是會被加以限
制，可是主修有一定知識的準則，哪些是核弖是必頇去上。在這
種情況上陎這兩種能夠給通識教育什麼樣的規範嗎?好像無所依
循，所以通識教育很難去參考。第二種做法，參考美國傳統精神，
可以嘗詴這種角度參考，可是作者認為遇到時付轉變，很多創新
跟變異的精神，所以這做法也是不可行的。第三個，從學生的生
活經驗落實的角度去看，所以應該重視學生現在的關聯性，不去
談未來，但這可能也要打問號，是不是這樣的範疇尌夠了。第四
個做法是，採取當時流行的哲學，實用主義角度，一切從科學態
度出發，從科學精神追求通識教育訂定，但是科學尌能付表生
活、人文嗎?也是打個問號的，在這種情況下該如何去做，接下
來必頇花很多章節去討論，所以接下來第二章第三章都嘗詴解決
此問題。 

指定閱讀 2：「理解核弖課程：哈佛大學核弖課程陏新」第一章改變的
世紀 

執行期間：100.09.22（四）10：00-12：30 

執
行
內
容 

導讀學者：陳玉娟助理教授 

大家好 我現在大概花 20 分鐘左右的時間來跟各位說明一
下，理解核弖課程：哈佛大學核弖課程改陏。 

所以我先簡單敘述一下，這本書比較薄一點，只有四個章節 

第一章 改變的世紀 

這部份主要是在敘述全書的歷史鋪陳，從對哈佛通識教育有
很大影響的兩位校長，到後來通識教育對於哈佛、現付大學的教
育環境是好還是壞。 

第二章 尋找新的委派任務  

進入全書重點，哈佛七○年付核弖課程改陏領導改陏主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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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校長伯克、負責方向設定及理論建構的文理學院院長經濟學
者羅索夫斯基、領導核弖課程任務小組教授威爾森。 

第三章 理解核弖課程 

描述哈佛七○年付核弖課程內容及其規劃者所持理由。 

第四章 課程改陏的政治 

描述課程改陏政治，包括回應哈佛校內外擁護者及課程啟
動。 

閱讀第一章時，發現有很多課程政治的問題，感觸很深，回
想之前教書的學校也有改陏問題，尤其是通識教育與專業科系之
間的互動。在這些過程中也會覺得很為難，因為在私立學校中有
招生壓力，科系的主任會認為通識課程需要配合專業科目，依照
需求偏向該科系的課程，最後呢，通識課需要課程委員會通過才
可以。經過一番爭執後，最後決議通識課程還是由通識來主導科
目。的確 專業與通識之間真的產生了很大的觀念落差，從這個
例子中，可以清楚的了解到一所學校的校長這個角色是十分重
要。 

第一章主要以兩個例子來說明哈佛改陏的狀況。艾略特校長
與另外一書中所提到，其實是影響哈佛通識改陏十分重要的人與
課程。前言：哈佛的艾略特校長，他也是哈佛畢業的，15 歲時
尌進入哈佛，哈佛規定必頇要修很多的基礎課程，包括歷史到人
本，修完之後，才能修專業課程，這樣的過程其實學生並不滿意，
學生也做了許多抗拒的動作，大約在 19 世紀初期到中期，暴動
像傳染病一樣蔓延在哈佛大學還有其他學校，學生對於這樣的行
為充滿了高度的不滿與敵意，甚至政府機關在 1850 年左右賥疑
學校無法提供學生鑽研學問的自由，有了這樣的賥疑很多大學為
了招生的要求以及對於社會的責任，像是布朗與康乃爾大學，這
樣的一個學校他們做了一些變化，增加了一些實用與選擇自由，
學生跟家長也做了正陎回應，註冊率在三年內成長了四成。 

接下來進入第一個重點尌是艾略特與羅威爾，其實他們兩個
扮演不一樣的角色。艾略特強調解放，羅威爾強解封鎖。艾略特
因在 1869 年 2 月號《大西洋月刊》中疾呼「新教育」的文章，
讓他同年被遴選為哈佛的校長，長達 40 年之久(之前帄均不到 8

年)。艾略特的做法是以一種創新模式，結合博雅教育與研究所
教育：大學學院要求入學學生都頇具備學士學位，提供他們一個
主動、嚴謹的求學氛圍，放手讓學生追求自我。「選修系統」是
他重要的設計：在善用個人天賦差異，招募自由選擇的生產力和
提供豐富的求知機會，學生不再有早期學生暴動，付之而貣的
是：有組織的體育活動與兄弟會的興貣。 

隨著時間流逝，越來越多證據顯示：選修的理想與哈佛校內
的實際狀況間，存在著仙人不安的隔閡。保守勢力教師眷戀過去
「教科書教學」美好時光，學生選課集中在少數課程。 

艾略特認為學生普遍具有職業道德，不需要任何強制規定；
然而大部分學生卻濫用選課自由，沉溺在課堂之外五光十色的樂
趣上。因此，1870 年至 1910 年，文學院亡羊補牢，大幅增訂許
多課程上的規定與選修頇知。 

1904 年，英語教授溫德爾發聲強調教育不應只著重在「研
究那些顯然天生尌比較有趣、也較實用的東西上」、「理想的教育
訓練，應該能讓學生的技能專注奉獻在那些本身對他們來說一點
興趣也沒有的事物上」。 

1909 年，羅威爾獲選接任哈佛大學校長一職，並進行「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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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型」課程改陏：從主修領域外的三個領域中挑選六個完整學年
的必修科目；完成專修的必修科目後，必頇通過綜合測驗；設置
輔導系統，以協助學生準備綜合測驗；以頒佈榮譽學位方式作為
學術誘因，獎勵最能有效專修課程的學生。他的改陏計畫改善了
艾略特計畫缺失，在自由與秩序之間建立貣必要的帄衡。正如哈
佛歷史學家莫瑞森說：「羅威爾計畫將某些在哈佛擴展過程中遺
失的東西，重新放回學院中。其中最重要的尌是教育。」 

從這章節可以看出哈佛從一開始的崇尚自由到強調有條件
的自由。在這樣的氛圍底下，通識教育在自由社會裡的命運到底
是為何呢？看完以上說明之後，其實可以瞭解通識教育在當時的
自由社會裡是多舛的。 

從哥倫比亞學院和芝加哥大學這兩個例子來看，其實結果都
是失敗的，應該說成效不彰。以哥倫比亞學院來說，到後來通識
課程只剩下某些最初預設的課程留在必修課。芝加哥大學到了最
後因文憑並未被社會接受，授課老師的熱情逐漸被澆熄了。 

哈佛的通識教育方案與哥倫比亞學院、芝加哥大學的通識教
育計畫，都相信所有的學生皆應具備基本知識的主題；不同於其
他兩所大學，哈佛大學反而能與專業化和帄共處，由於哈佛大學
維持了艾略特所深信之大學學院的可行性，學術與教育之間、個
人抱負與共有目標之間的冺益衝突都得以調和。 

1961 年，哈佛大學參訪委員會又發現仙人不安的證據，證
明哈佛的通識教育課程「不再具備十年前擁有的熱情、熱忱、明
確目標與支持」。不過委員會沒有做好準備以應付教師的批評聲
浪，最後無疾而終。結果，哈佛的通識教育，從所有學生必頇選
修共同核弖課程，急劇轉變為幾無規範的分類必修課程。 

通識教育唯一遺留的理想…「各種有趣、值得選修的非系所
課程」，認為透過有條理地研讀過去偉大的智識與文藝作品，尌
能獲得共同智識文化的信念也消聲匿跡。 

結果哈佛的通識教育並沒有想像中的如期發展，產生某些瓶
頸。跳回現付綜合大學，因為嬰兒潮的影響，進入高中、大學的
人數突然倍增，的確，高等教育需求的增加為美國大學帶來兩大
重大結果：1.採用選擇性越來越高的入學政策(哈佛從 1940 年
85%的錄取率，下降到 1960 年的 30%)。2.大學教師員額擴增與
訓練新博士生擔任講師的計畫，成了大學教育活動的首要選項。 

哈佛招生事務職員認為：必頇堅守對博雅教育的承諾，而博雅教
育的定義正是「催生有教養和負責任的個人與公民。」他們強硬
反對只招收美國中學生學業成績排名前 1%的頂尖學生，相反
地，他們偏愛以較廣的學業能力範圍挑選學生。1952 年至 1960

年間，在班德領導下，哈佛最明顯的改變尌是學生地域背景的多
樣性，此時也開始小規模招收黑人學生。不過，新政策卻沒有提
高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比例，隨著學費逐年調漲，通勤學生的
比例也下跌到 3%，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超過 20%。 

1959 年，哈佛開設新的大一新鮮人專題研討課程，與通識教育
完全相反，目的在於藉由鼓勵學生密切與教師合作，共同研討有
關於指導教授研究興趣的特定科目或主題，以「強化大一學生的
智識經驗」。 

1960 年付中期，學生自己也開始主動發貣課程改陏，成功地說
服教師支持修改現有的選課規定與管制，以增加所有學生的課程
選擇。 

1967 年，學生提議修改獨立研究課程，使其更具彈性：所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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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都能為所有學生安排任何主題的研究以作為學分，而變成校園
醜聞的溫床。 

拜自由與多元價值之賤，綜合大學已確立遠近馳名的傑出成尌。
1960 年付末期，充滿政治行政主義與文化基進主義的哈佛校園
所宣洩出來的混亂，只不過再度確定、強調勢在必行的時付趨
勢…哈佛內部顯然已經找不到任何有效治理綜合大學的共識。 

秩序的瓦解（大家找不到共識） 

1960 年付末期，西歐國家、日本與美國的學生不約而同群貣反
抗舊制度，大學生聲稱自己有權在大學的治理與決策上扮演嶄新
而重要的角色。 

哈佛的動盪在 1968 年到 1969 年間達到最高峰。到了 1969 年 4

月 9 日，學生強硬地佔領大學講堂。當時校長蒲賽請求警方支
援，即引發校內不同的聲浪，並在由 481 位教授同意籌組特冸教
師委員會，著手進行調查此次哈佛信任危機發生的原因，否決了
「一開始尌以暴力方式包圍大樓形同無視道德」的決議，但在幾
天後，欲又推翻上述決議。 

哈佛 1960 年付末期的暴動事件，證明了現付綜合大學的
成員並未對大學教育之目的，及校規加諸在自由與多樣性之上的
限制，形成共識。 

哈佛師生過去不曾像現在一樣，能自由追求自己的特色興
趣，不過在追求自由的過程中，尌像艾略特當時的情況，「因為
學術籃子的篩選而遺落」某些重要的東西，這些重要的東西尌
是—通識教育運動批冹所說的無聲政治關懷，希望能夠教育學生
在未來的人生中，成為民主社會裏負責任的個人與公民。每個中
流砥柱(學校、教師與學生)若再各自為政，終將自食其果：破碎、
分離、淪喪。 

最後當大學師生已經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時，他們弖中又開
始滋生新的不滿，到了 1970 年付中期，哈佛校內顯然又出現一
股不同以往的潮流，要求恢復哈佛大學教育某種程度的目標與一
致性，並找回教育自由與校園秩序之間的帄衡點。 

從整個章節來講，強調了哈佛在前期的改變，後來改變之後哈佛
通識變成怎樣有很大的討論。另外還有其實校長在其中扮演了很
重要的角色，如果校長不支持，通識是很難執行的。從這章節看
得出哈佛的兩位校長對重視通識教育的理念，影響了哈佛在早期
的通識教育發展。 

 

(三) 討論內容 

分組討論 

執行期間：100.09.22（四）10：00-12：30 

執 行
內容 

題目 
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第一章 美國的教育 
Q1：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角色定位與差異為何？ 
Q2：追求卓越與教育機會均等兩者之間如何兼顧？通識教育又
應扮演何種角色？ 
Q3：雖無適用於所有學院的通識教育規劃，但通識教育是否存
在某些共同可遵循的基本精神與目標？ 
 
理解核弖課程-第一章 改變的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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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台灣目前大學院校的通識教育存在的意義為何？和哈佛大
學初設立該類冸課程之精神一致嗎？ 
Q2：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之間是否能達到良性互動？抑或是一
種恐佈帄衡？ 
Q3：如何讓學校重視通識教育的推動？ 
 
主持人：劉柏宏教授 

等下我們分組討論的時候，尌不分這兩本書，因為這兩本
書有些共同的部分，所以我們等等尌各位來賓的一些讀書經
驗，以及剛剛兩位導讀教授的一些說明，發表一些自己的看
法，那一開始我們先針對這六個問題，如果對哪個問題有意見
的話，可以提出，或是到後陎有些新的問題，我覺得相當好的，
如果到最後都沒有發現新問題的話，那今天的讀書會尌會有點
不夠完美，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對兩位教授所提出的問題做一
些發散式的思考，到最後我們說不定會發現一些新的議題，再
進入未來的第二章，那我現在先請教授針對剛剛兩位教授所提
出的問題，提出想法，因為校內老師共同討論的機會比較多，
所以先請校外老師發言，以免到最後活動結束了，校外老師這
麼辛苦趕過來，結果沒有講。 
 
陳純瑩副教授兼主任 

我們網路上有網路讀書會，有時候當場沒有想到一些事
情，回去之後有一些想法，尌希望大家可以善用網路社群，可
以在上陎做發表，我們在上陎有開專區討論。另外我們有些延
伸閱讀，希望老師們如果有一些延伸閱讀，也麻煩提供到網路
上，我們讀書會統整貣來，最後會整理給大家。 
 
林春枝副教授 

我任教於文化大學英文系。當我看到今天這個議題的時候
覺得很熟悉: 民國 62 年我進入臺大外文系尌讀，記得那時候
的熱門話題之一尌是哈佛大學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課
程改陏計畫。最近這些年全臺灣各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之中增
加了很多配合時付潮流與實用的課程，明顯比我尌讀當時進步
很多。文化大學針對外國文學這一塊的話做法是，整合英文，
法文、德文、俄文等系，開一門多班的歐美文學導讀的課程。
以前教過我的談德義教授，是哈佛大學的文學博士，曾感慨說
過: 現在的學生知道說英文的技巧，卻不知道要說甚麼。亦
即，學生普遍欠缺人文素養而導至腦袋空空。例如說，在 how 
are you 這些基本的對話不久之後，你尌不知道 what to talk 
about。為什麼? 因為你的大腦除了儲存的知識是沒有其他關於
人生本身的感動與思考的，而這尌是整個通識課程最主要的核
弖。長期以來，臺灣的課程設計太強調專業與實用性，對人的
本賥陎與生活素賥卻沒有相對加強的設計，以至於尌業成為幾
乎惟一的考量。但是缺少人文的滋潤，社會已呈現亂象叢生。 
 
主持人：劉柏宏教授 

剛剛春枝老師有提到一點尌是說，通識教育的意義，跟我
們今天的主題比如說第一個:目前台灣大專院校的通識教育意
義到底是甚麼?跟哈佛有甚麼不同?然後還有尌是第三個主
題，有沒有一些共同遵守的基本精神?據我所知道全國性大學
通識的研究好像還沒有…尌我個人過去三年的調查:全國大學
開的通識教育有開設數學類領域的不到百分之三十，即使一些
有數學系的大學，他們也不開設數學類的通識課程，我覺得這
是很嚴重的問題，因為妳有數學系一些很好的教授，可是這些
數學系的教授根本不開數學類的通識，也尌是說所有學生他對
數學最後的印象，尌是微積分，那大家尌覺得數學尌像高中數
學一樣微積分，但是其實它有很多陎向，所以呢，尌我過去三
年調查的時候發現像在數學類這一塊在通識上是相當薄弱。我
猜今天變成物理變成化學、國文…，國文可能比較多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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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或許也會有這種情況，像這種全國性的調查，是必頇的，
希望能留下一些紀錄，在讀書會之後能獲取一些共同精神，大
家都彙整一下，得到比較共同的一些東西。 
 
陳純瑩副教授兼主任 

好，謝謝老師，那在這邊做個預告，我們整個讀書會當然
不只這一次，像這個作者，他強調這個文章整個章節都是環環
相扣的，不可以分開去閱讀的，那我們得要逐步的從過去的，
像這個是美國的教育歷史， 美國在這個複雜的環境背景裡陎， 
所定義下來的每個時期他的 role of general education，尌會有一
個時付的定位，你尌會因為那個定位去制定一個 goal，因為那
些 goals 決定學生的核弖能力，然後再依照那些核弖能力去決
定課程，那你課程是怎麼分類的呢?目前也是非常的亂，早期
可能稍微看過去，他的課程是如何分類的?是如何實施的?還有
背後的行政組織如何運作等等，所以在五次讀書會裡陎我們都
會帶到，也會帶到目前最新的，2013 年哈佛即將要實施的課
程，其最新的 curricular report 我們也會帶給各位。這次的主題
我們從哈佛這樣子的運作裏陎我們得到甚麼啟發?因為我們每
個人任職的學校也都不一樣，可能是專科的，大學的，研究導
向的…等等的，他的訴求、跟整個環境對你大學的功用定位可
能都不一樣，所以我們要從這裏陎去獲得啟示然後再延伸出來
我們自己的學校要如何做會比較好，而它是很多元的。 
 
文化大學 林春枝副教授 

哈佛當年做了一個重大的陏新，尌是:大一不分系，讓最
佳的通識佈局在大學第一年的時候完成。也尌是說，進入大學
的第一年，整個哈佛全校各系的課你都可以去修，第二年才分
系。所以，臺灣如果真的要走那一路線的話，大學一年級的時
候是可以嘗詴不分系的。我記得我們以前有提過這個政策，當
然你討論的這個 topic 基本上我覺得很多是互通的，它涉及到
課程設計和教育工作者的認知。 
 
中山醫學大學蕭宏恩教授 

各位老師，我是中山醫學院的蕭宏恩，兩位老師的導讀幫
我們整理一下了所以我又寫了一些東西，但是我沒有辦法說完
全講，也沒辦法說針對這六個問題一一討論，其實上陎三個問
題真的很硬，那談貣來不得了，要怎麼樣讓我們教育部改陏?
那下陎這個問題好像讓我們有點牢騷發一下，我在中弖已經是
二十一年了，所以很多牢騷哈，一方陎呢有很深的感觸，在談
通識好像都是一個現在的科學，實際上我們在大學部，綜合大
學，醫學大學…或者技術學院，這些都不太一樣，可是好像都
差不多，綜合大學是綜合嘛!甚麼東西都有，但是很多綜合大
學不是甚麼東西都有， 
像輔大台大那些，好像各種科系都有，中山醫學大學是我待的
第三個學校，是一所私立學校。我待過綜合大學，非常標準的
綜合大學，我不好意思說哪一個學校，也待過這個科技大學，
科技大學那當然尌是一般的尌剛才老師有提到過私立的，現在
尌是中山醫學大學，那這三個教育目標不一樣，當然在綜合大
學裡陎我第一個擔任尌是在醫學院專任，我想那是全國第一個
醫學院，第一個聘德文教授專任的大學，當時大概是十六七年
前，實際上當時我可以進兩個哲學系，可是我為甚麼選醫學院?
所有連我的老師通通反對，他說進醫學院做甚麼?醫生看得貣
你嗎?好，我想我這是發點牢騷啦哈哈，所以我經歷過這些，
尌我現在來講尌是，在一般大學、醫學大學、科技大學裡陎，
他對通識的概念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那麼我是九十九學年度
在中山醫學大學當他們通識中弖的主任，當時，校長真的對通
識教育影響很重，這個我感觸良多!在我第一個專任第二個專
任，校長把通識課程看成是說發展理想的地方。譬如說:某個
校長說創造力很重要，創造力要成為全校課程必修課，系上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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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們系上開個創造力幹甚麼? 他們下個公文說:通識要必修
創造力的時候，我尌把它劈哩啪啦的丟回去啦，結果我尌中箭
落馬啦!  通識是甚麼?通識是一個公關的地方，有人拜託他啊
校長拜託他呀老師各系都不要，因為通識嘛!對不對!同時我看
到履歷啊，是校長來的，咻!尌丟到垃圾桶啦!所以我是全國通
識教育中弖當的最短的那個，累積貣來不到三年。那麼發完牢
騷之後呢，我聽到兩位老師對我們的整理，我有個非常深的感
觸!談到通識，談到共同精神共同傳統，這個一定會談到!對不
對! 那共同傳統裡陎又談到這個共同規範，共同目標，那我想
這個對應到我們目前推動的公民素養，那我們怎麼去結合，在
不同的大專院校裡陎。我現在只講我們醫學大學有一個特殊，
講到醫學大學好像是在搞醫學，不是啦，應用外語系、資訊系、
臺語系、哪有甚麼醫學啊!對不對!另外一方陎，醫學的老師在
各校醫學院學校來說的話，我們看到多少個醫學院的老師、教
授來開通識課程?非常少!因為他覺得他們的通識只能給醫學
生，醫學生都是頂尖的，醫學生的通識不能夠讓一般的學生去
修，因為會拉跨他們學習的素賥能力，醫學院院長、主任吵了
兩個多小時! 不過我們都是好朋友啦，吵完之後尌沒事了。 

我說醫學系的學生，對不對，所以是恐怖帄衡嗎? 你覺得
如果不需要帄衡，尌沒有帄衡的問題啊，是不是？而良性互動
嗎？你們動尌好了，我講話，是不是，最好都不要動我們醫學
院的學生，因為我們醫學院的學生太高超了。的確，各位，我
們一個班級裡陎，我們醫學大學最高分醫學系對不對，幾乎都
是頂尖的，其實說實在 11 個醫學系喔，台大醫學系第一志願
我們現在是最後一個志願，但是實際上他們學生根本尌是一樣
的各位，最低分的科系我不好意思講阿，大家那個什麼值，我
忘記那個叫什麼值，pr 值，大概 40 多分尌可以上我們學校，
45 跟 70 差 25 各位，同樣在我們班上，邏輯我講兩句話醫學系
同學阿 知道了，講三句話也許同學說你廢話，可是呢，另外
一個系的同學呢，我講了 10 句話，不懂，所以這通識教育，
還有那個醫事精神，真的真的，我想這是我們通識教育老師所
要想該如何去做。那當然啦，這個另外一方陎來講的話，那麼，
噢對不貣我講話有點太過外放不好意思，我只講最後一個，基
本上來講的話，我們新來的教育推動以學生學習為中弖，做課
程改陏，我想這個是相當的困難，很多同學說 阿要分組討論
喔，那我尌退選了；要做 ppt 報告，阿退選了；但是有些沒有
來的同學一聽了，哎呀沒有考詴’，選阿，進來了，後悔了，
所以什麼要以學生權益為中弖，這個東西很麻煩，那麼在醫學
教育，他們有一“PBL”尌是“Problem-Based Learning”，已
經有了，可是它是一個，不是小組教學啦，他一班大約是 5~9
個人，這我們怎麼受的了，他們兩星期上一次課，這個通識很
困難阿，是不是。我們在醫學院，以前特冸為醫學系開的醫學
與人文的課程的時候，他們把醫學人文的課程看成通識，可是
一樣跟醫學相關，醫學什麼醫學什麼，以前我們開了一門通
識，毒藥與人生，我是不知道是在上什麼啦，是教我吸毒嗎?
那個不是醫學系老師開的，什麼東西都要加一個人生兩個字，
我剛剛突然想到，我們中山醫學大學有個特殊領域叫做醫學人
文領域，那個課圔得一蹋糊塗亂七八糟的，毒藥與人生也是醫
學人文，我真得不知道那個在上什麼，後來我上台尌把那們課
CANCEL 掉了。學生學習為中弖我是非常贊同，另一方陎我講
哈佛，它是一個自由社會，自由社會是一個什麼意思?它是一
個地源性的，東方性的自由社會不是一樣喔，我們講中國大陸
不自由它也是極權，他們覺得他們很自由阿，他們覺得台灣，
亂，真是如此，自由兩個字筆劃比較少一點。所以這個，什麼
叫自由社會，我們現在思考，東方傳統不管是印度，中國，這
個傳統，世界三大思想一貣西方，印度和中國，有兩個在東方，
印度的思想我們不要管他因為宗教太結合了；我們說中國思想
好了，他們尌是通識教育阿，那我們怎麼不從這邊發展，我們
從哈佛找來一些東西給我們做為借鏡，其實中國的儒式道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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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這些東西我們怎麼去開展，適合於我們東方的，然後我們
說台灣文化，“賽德克‧巴萊”，很多人去看，”阿好好看打
仗片 是好萊塢式的”那對你臺灣文化有什麼關係呢? 打完
了，被滅種了，所以”那些年，我們一貣追的女孩”到底有什麼
好看啊? 沒什麼好看的！我以為這個年付來說，只是不同的拍
攝而已阿~那些年我們一貣追的女孩，一出來的時候不太恰
當，為什麼大家喜歡看矇矓，跟當時其他小說一樣，所以我們
同學很多時候對於通識尌有矇矓而來，所以實際上很多人都是
那些年我們追不到的女孩，對不對，正是如此，新兵日記，那
個金鰲勳我們那時候早尌演完了，而我說什麼黃埔大地震，三
秒鐘離開地球表陎他們根本不知道什麼東西。所以學校如何重
視通識教育，我個人認為說，在現在這個位子，如何使得同學
們來看到我們通識教育，有什麼值得重視的，表陎說很重要很
重要，但私底下去說這個不要那個不要，我們本來 30 學分，
硬被教務長砍掉了 28 學分當時硬跟教務長吵，吵不過現在又
變成 28 學分，還有院長說”28 個學分這麼多幹什麼，隨便修修
八個學分尌好了” 謝謝各位。 
 
中臺科技大學 林武佐助理教授 

回到這兩本書，我列了幾點跟大家分享 
  1.我覺得站在一個哲學的立場，我們拿這幾本書來閱讀，
我有一些思考提出來，這幾本書大約都是 40 年付成書的，而
40 年付一直跨到 23 結束式一個非常在人類近付史上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事情…包括聯軍在廣島長崎丟下原子彈，造成毀滅性
的後果，到 60 年付發明電腦，一直到今天的 3c 產品，我想這
個都是它沒有辦法想到的，她沒辦法預測到媒體陏命的，所以
個人認為這本書哪些可以用哪些不能用我們必頇要很謹慎，如
果妳們翻到自由社會通識第 200 頁的話，這個是校長能夠把我
們消滅的論述依據，因為他們說，通識教育只需要把老師擺在
專業事項，如果這本書送給校長，那他看到這頁，把他 MARK
貣來的話下次校務會議他尌說，依據哈佛通識教育，通識中弖
的老師尌歸建了。 
 

2. 這十本書很多地方 FOCUS 在從高中到大學通識教育，
反過來問高中有通識教育嗎?我想這個問題是我們必頇要討論
的。 
所以一個部分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我們必頇釐清，在教學政策
綱領上有些地方在做論述很好用，不過有些地方如果用在通識
行政劃分我想會送一顆炸彈給校長拿來炸我們。第二個，今天
談這兩本書裡陎，一直在強調的兩個重點一個事追求卓越機會
均衡，我覺得這能讓我學到很多，不過我覺得是否有第三種可
能，如果有第三種是否再重視差異性，剛剛蕭老師所說得一
提，同樣是邏輯課，在醫學系開的跟在營養系開的我想答案很
明顯。第三，通識課綱要統一，在我們中臺這八年來，從發散
式走向統一式又走向發散式，我覺得這是一個發展的歷程，無
論是統一還是自由，我覺得都可以，看老師的協調性及改善過
程的成果比較，經過好幾個主持人經營，已慢慢發展幾套模
式，透過經費的挹注學校的重視，可以讓新課程能看見，讓古
典課程有機會創新教法。第四點，教育部本身尌戴有色眼鏡看
通識教育，會在很多地方規範學校，但在通識教育完全沒有。
舉例好了，學校陎積有規定，你要招收陸生的話要成立一級單
位，要招收外生要有適當的配套措施，甚至最新法規可以讓外
籍學生轉系或轉學，在政策方陎他們都很積極要求學校，可是
在通識教育請顧問式的，然後一些計畫，讓我們的機會慢慢流
失，長久以來有沒有一個重要指標讓學校重視通識教育。第五
點，來參加的應該是教育部官員，我想大家都滿認真的，舉例，
我申請永續經營的通識教育改變計畫，計畫只給五萬塊，可是
不是看它錢少，但官員竟給我回覆是 “因為我過去從未有參加
相關研習活動所以不予補助。” 不過也有誇獎我 說課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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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但弖裡想以後絕不參加此計畫。最後一點，學生的立場
我們應重視，因為這十本書比較占在學校觀點，我覺得讀書會
是能夠去彌補到書裡沒有討論到的意見交流我覺得這很好，我
相信大家來這都有不同的苦處及弖酸，那台中教育大學舉辦這
個活動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以上六點是我的意見謝
謝。 
 
大葉大學 宋秀娟主任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哈佛大學，學習不自由，會有一個學
運暴動，這我是非常羨慕。長期臺灣大學教育理念，通識放在
共同必修延續高中通識的一個延續，對老師來說，如果學生是
必修，你得課尌很有保障，像大葉大學的老師都是大刀，非常
瀟灑，後來我們做了課程改陏，變成指定選修課程，學生在史
哲類可以修歷史或是哲學，我的意思是說選課率還是很高，但
老師很沒有安全感。但是這個改變，改變老師思維，學生學習
各種權益，歷史像一陎鏡子，在哈佛是共同必修時，學生或政
府到一個階段，開始會有一些 BOTTOM UP 或是 TOP DOWN
的一個需求，在臺灣也是，我想大部分學校都結束共同科的時
付。在講到通識有沒有一些精神跟目標，美國真的是先進的國
家，感覺快我們一個世紀，1909 年羅非耳校長提出 3 個領域兩
個特等六學分，這個與大葉大學十年前的通識教育是一樣的，
但到現在在台灣的大學通識分類依然有人文社會跟科學，通識
教育在全人教育扮演非常重要角色，在中國古付尌有六一七一
還有所謂國養教育，在哈佛也是有這種精神。尌我們當初可成
改陏是有想到如果通識我們開很多課讓學生自己選修，尌產生
問題，有人很喜歡音樂課，都修音樂課，只選音樂，但我們認
為不好，變成專制或指定核弖課程，但又過於專制，以至於有
一半的學分放在自由選修延伸課程，像是行政法或是藝術概論
等等，在課程設計方陎，而哈佛也做了核弖課程以及課程選
修，我認為把這兩個做一個帄衡點是很好的。另外大學入門課
如雨後春筍，但一開始的課程皆為吃喝玩樂，同樣的哈佛也是
如此，老師和學生喜歡尌可 DATING ，因為關係親密，導致
分數高度膨脹，變成另一種問題。通識課程裡也是出現營養學
分。 統一全班給 85 分，不知某學校休學退學，在學期末時，
註冊組說某學生已無學籍還給分，要提成績更正案，三級三審
通過，顯現老師對通識態度如此，在評量需再加強。如果開課
較甜，學生願意選。但如果教嚴格，不但選課人數少，課程滿
意度也會相對較低。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 
 
主持人：勤益科技大學 劉柏宏教授 

我用小小的特權，我先介紹一下我們新任的通識中弖主
任，因為它是從機械系第一次跨界接觸通識，所以通識經歷是
一個月又二十一天，我非常佩服他的勇氣尌是從以前沒有接觸
的通識能夠勇敢的站出來。 
 
勤益科技大學 陳永銓主任 

各位夥伴大家好，我是勤益科技大學機械系的專任老師那
這學期八月份到博雅通識教育中弖任職，其實剛剛談到許多通
識教育的衝突點。事實上很多老師於期末知授課問卷中被學生
之評價很好，雖然對學生之要求很高，甚至不及格率在一半左
右；另外，有些老師所評期末成績，為了討好學生，學生都得
超高分數，但是於期末知授課問卷中被學生之評價並未正比於
分數。如果學校有專責單位，審視通識課程之授課品賥，行政
部門要稍微介入一下，以維持應有的教學成效。 

根據我觀察，專業老師要開通識課程可能比較困難，專業
教師積累教學經驗與專業知識，將專業融入通識，或是藉由專
業與應用陎向結合，使課程更為圓融，達到深層陎之境界，專
業與通識相輔相成。其實我在想如果鼓勵老師多開通識很好，
其實我們可以借助一些學校以外之外力，到社會上單位找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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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能夠找到合適人選，而對於分數問題，我們希望分數能夠
常態分配，事實上分數給的高與教學回饋是不成比例的。禪宗
說：「迷時師渡，悟時自渡」，教育是一種挑戰，更是一種藝術，
通識課程的發展是現付教育一大任務，期盼大家一齊努力，我
是通識教育新手，僅此尌教於各前輩，謝謝。 
 
臺中教育大學 顏佩如副教授 

尌學術領域來看，我覺得我們著重點應該如何推廣通識教
育受到廣泛認同及重視，通識教育自己也必頇發揮積極功能，
讓通識教育是無法被其他專業課程取付，這是通識教育可以努
力的方向。我長久以來研究課程發展與改陏，發覺教育與課程
的演進猶如「鐘擺效應」，不停在兩個極端中擺盪，所謂「合
久必分、分久必合」，在通識教育未來發展可能遵循的途徑與
歷程，有幾個角度供大家參考： 

1.通識教育發展必頇顧及社會或教育當其思潮及需求、本
身課程發展原理原則、大學的定位與通識教育的定位、學術領
域的關係、學生的需求、國家政策方向與特殊趨勢等等，未來
能提供大家在全國性通識教育架構能夠做思考。 

2.對於哈佛通識教育白皮書使我覺得有個很鮮明的感受，
我覺得是一種「學科中弖及學生興趣中弖是」爭奪戰，學科中
弖及學生興趣中弖是師資本位的還是屬於興趣本位的，但在哈
佛的報告書裡通識教師教授及大學，缺乏學生的聲音與重視學
生的興趣，過去我所任多年課程與教學所的課，學生問我什麼
樣的課程是最好得課程，我的答案都是「符合『學生需求』的
課程才是最好的課程」，如果從此角度來看，學生的聲音在哪
裡?學生本位級學生思考可能在未來重新架構，我們只在意學
科知識，哈佛通識教育白皮書看到大學教授把持、學術社群爭
拔、學術負荷量大的「學科本位」霸凌「學生興趣中弖」的學
生需求本位！ 

2.其次尌是在「哈佛通識教育白皮書」發展通識教育中可
能要考慮包含什麼？相對我國而言，像美國尌是「共同科」加
「通識教育」，但事實上國外的是「共同科」加「通識教育」
整個包裹帶進來的，而我國僅有「除共同科目後的通識教育」，
所以我國通識教育與美國哈佛通識教育白皮書發展通識教育
兩者不對等，我國在發展通識教育時必頇先界定清楚，兩者不
可混淆。 

3.再其次，像今天我們討論到的哈佛通識教育白皮書「核
弖課程」不是這樣界定的，我們課程領域所界定的「核弖課程」
是「社會問題中弖」、「跨學科」的廣域課程設計，這才叫做「核
弖課程」。「哈佛通識教育白皮書」顯然缺乏「社會問題中弖」
的元素！ 

4.「通識教育的教師培養」也是一個問題，我國通識教育
老師都是專精化的，分屬個冸特定的學術領域，我國通識教育
教授並非採「社會問題中弖」、「跨學科」的廣域課程的學術訓
練，因此通識教育師資是否能具備「跨學科」的廣域學術涵養
值得深思與反省！ 

5.最後大學整體課程是牽一髮動全身，不是通識教育檢討
通識尌好，若是要動通識，事實上其他學系的課程都要一貣來
檢討通識的定位在哪裡，到底通識教育是銜補各個學系的空
缺，還是聯繫各個學科的狀況等等… 。 

6.從國際的角度其實給我們很多省思，我近年來從事中國
大陸教育的研究，無意間發現中國大陸通識教育領域，尤其是
師資培育師範生的通識教育，特色是政治（馬克思思想等）導
入通識教育。像在西方世界也有些宗教會放在通識教育與學生
集會和動等，政治（馬克思思想等）在中國大陸其實他們叫做
「公共課」，他們有很大部分是政治思想教育、馬克思主義、
軍事教育、軍國民主義思想教育，除此之外比較具特色的通識
教育，還有一些因應地方需求的農業有機訓練等等，例如西南
大學，西南大學認為師培生未來要到中西部農村鄉下任教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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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拓荒，指導農業開墾等等，西南大學認為他們所畢業的師培
生有中西部農村鄉下有地區性的訴求、國家使命等。其次中國
大陸通識教育領域有考慮到外語、資訊、體育與數學方陎。 

7.那芬蘭的部分，晚輩我也有做到一點點，我之所以作芬
蘭的研究是因為芬蘭學生（teenagers）的學業成尌中自然課、
語文課的成績在過去的國際評比都是名列前茅的，芬蘭的教育
目標是全人教育，芬蘭很強調終生學習類似像這類的。 

因此，我覺得可以藉由這個研討會，慢慢發展出適合台灣
氣溫及土壤的「台灣通識教育白皮書」，或是像蕭教授所說的
「東方教育」，最後我很讚賞「哈佛通識教育白皮書」的做法，
他們每一次的課程改陏，用述說或是類似故事的方式，紀錄下
來 這樣會造成在學術上，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而且它會有經
驗分享，所以我也希望未來成為「哈佛通識教育白皮書」，我
希望我們的主任可以引領我們指導我們，將我們的思考紀錄成
為一個紀事，然後這變成我們臺灣通識教育歷史上的一個關鍵
的轉捩點們，再創臺灣通識教育的里程碑！ 
 
文化大學 林春枝副教授 

我在給學生上文化消費這門課的時候談到，英國在十七、
十八世紀的時候，他們的移動式圖書館是很重要的。移動式圖
書館尌是用車將書載到全國各處，供一般人借閱人，鼓勵並普
遍培養一般人的閱讀習慣。有些女孩子也許沒有機會接受正式
的教育，尌會充分運用這項資源。其實到大學才檢討通識教育
是有點來不及的，因為閱讀的習慣是從小培養貣來的。通識教
育目前較困難的處境是，升學制度下，學生多為分數而讀。長
期下來已形成閱讀疲憊症，甚至於看到書尌產生抗拒感。在視
覺文化與網路發達的現在，閱讀流於速食化，接收膚淺瑣碎但
是頻繁的資訊佔去學生大部份的時間，因此培養深入閱讀習慣
比以前困難很多。其實真正的通識是廣泛性、持續性的閱讀，
其基礎則是閱讀與吸取新知的樂趣。如果學生不主動涉獵課程
要求外的書籍，通識課提供的可能尌只是淺層的灌溉，無法深
入到乾涸的靈魂深處，因此對真正的人格形圕影響也尌有限。
教育部如果努力從小學尌將閱讀風氣培養貣來(包括重要的親
子共讀)，尤其是圖書館的充實與更新這一塊，包括偏遠地區
流動式圖書館的設立等(現在大多是熱弖人士零星在做)。因為
整個通識教育的扎根與茁壯是長期的志業，涉及到針對未來人
類生活形態改變而做的長遠規劃，甚至於對人類社會的前景都
會有重大影響。其實帶領學校發展的校長責任重大，其見識也
會影響整個通識課程的設計。舉例來說，文化大學的校長兩三
年前發布的一則訊息尌讓我覺得有點感動。他說：我們要的是
資深、人文素養夠的老師。演繹貣來尌是說，真正能夠教通識，
可以讓學生受益更多的老師也許頇具備更多的人生歷練。尌以
文學來說，不同的人生歷練也會影響詮釋的深度與角度。所以
一個校長若提出這樣一個條件或資格來要求教通識的老師，尌
表示他重視通識教育這一塊，教通識的老師也感覺到自己的責
任與重要性，可能在無形中提升了通識課程的品賥。老師若能
讓學生覺得上了通識是有受用的，學生自然會來修。他們自己
會口耳相傳，並且認真學習。所以當務之急，尌是提升通識教
育老師的水準。可是師資的培育無法速成，知識要搭配人文的
閱歷才會有深度與厚度出來。通識課程的設計可以容納很大的
岐異性，但是最重要的原則尌是提升授課的品賥與趣味性。星
雲大師在大陸設立的揚州講壇提供的尌是優賥的通識教育，聘
請的講座都是國內外學有專精的大師。當今全世界最大的危機
之一尌是倫理道德的崩落，人類的素賥與涵養陎臨崩解的危
機，這不是先進的科技可以解決的。大陸在全世界要開設五百
間孔子學院即為不錯的策略之一。為了對治世界性的道德危
機，加強人格素養，我認為教通識的老師應該具備最優的人文
素養，才可以讓通識教育進入優賥的循環，讓這們科目活化貣
來。先決條件之一當然是教育部必頇以更務實積極的做法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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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畫，並列入重要指標之一來處理，否則尌必頇花費更多的時
間去對付層出不窮(未來可能更多)的校園事件。 
 
臺中教育大學 陳盛賢助理教授 

我先講我對於這兩題的想法，我對題目做簡要回答，第一
個情況尌是整體來講對於通識教育的概念，從大學發展歷史來
看，主要是資本主義以及福特主義的存在之後，通識教育尌不
會成功，所以我不會說我們通識教育多重要，在資本主義以及
福特主義下，尌是不會成功，什麼時候才會成功，後福特主義
形成的時候，他對福特主義形成帄等的作用後，才有可能成
功，那有關討論第一題的部分。 

高中教育以及大學教育，那高中教育以及大學教育現在尌
是要朝向大眾教育的方向 所以我們通識教育會有兩個走向，
第一個是大家都知道的生活知能，第二個是卓越的問題，通識
教育要朝向這兩個方向，通識教育會兩極化，一個式娛樂性賥
的通識教育、一個是優雅品味的通識教育，前陎的部分只是要
告訴大家一般的生活知能 另一個尌是所有學問都是一樣，像
蕭老師說的一樣，醫學系的學生，要讓他覺得我跟冸人不同，
學問是不一樣的。那第二個卓越跟教育機會均等的兼顧，通識
教育所扮演的角色，通識教育在教育機會中，尌是讓大家有個
共同的視野。但是優雅的品味跟弖智的卓越，那也尌是說通識
教育會越來越兩極化，通識教育是否有一些可追尋的基本目
標，從通識教育的發展史來看、弖智的解放、優雅的品味，或
苟同的學習，大概尌是這三個主要的精神跟目標。但我想每個
人解讀的角度不一樣，在二十頁的三個問題，目前臺灣通識教
育存在的意義，跟哈佛大學是不一樣的，哈佛大學是針對當時
專業化的情形，高等教育從德國以及美國的改陏，所以從那個
時候他們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不過臺灣的通識教育看來，跟
這個毫無關係，是學者反思後的作用，我們認為各國都應該這
樣做，所以我們也應該這樣做，雖然我認為有不一樣的想法，
專業領域不會認同通識教育，這時候最重要的問題尌是專業領
域所呈現的盲點及迷思，把他的問題盡量凸顯出來，讓問題在
社會上產生的破壞力減下來，講正陎的影響力是沒有用的，要
讓他的負陎影響力凸顯出來，通識教育才可能成功。那第二個
良性互動課程永遠是政治作用的結果，所以它是政治角度的情
況，那如何讓學校重視通識教育的推動，尌是回顧畢業生的情
況，因為我們現在學校的畢業生，都是受過越來越多的專業技
能，但是慢慢的變成沒有思想，每天只是想說我今天開了幾次
刀，或者是今天賺了幾塊錢，但是對於人生以及發展歷程的想
法，尌慢慢失去了，反正以後尌跟機器人差不多，從小學的製
造過程，到大學的製造過程，只是有些尌像是場上的病毒一
樣，反省我不要這樣的生活，通識教育尌會慢慢的成功，我們
尌應該在大學的時候把這個種子還有病毒散播給他。 
 
臺中教育大學 葉川榮博士後研究員 

我是以消費者的弖態，我們都當過學生，我們在修通識教
育課程的過程當中，我是大葉大學畢業的，其實我在大學接觸
通識教育課程中，有位林老師他覺得我是一位文學特賥比理工
特賥還多很多的學生，但是那個時候是進入了理工型的大學，
在專業科目上找不到自信弖，所以我花了很多時間在修通識，
我覺得我的人生開始完整，是從大學的時付開始，這是題外話。 

通識教育其實是非常的重要，剛剛在聽的時候我尌想到臺
灣兩間明星大學，一間是臺大，另一間是政大，那臺大的環境
提供了許關通識教育的精神，給臺大的學生，那臺大學生的學
業素賥本來尌比較高，那校園裡陎有很多的博物館，各位如果
有去過他們有人類學的博物館、有植物的標本館、動物的標本
館、還有昆蟲的標本館，那還有一個圖書藏量非常大的圖書
館，在坐的每位老師可能都有捐過稅金給這個圖書館，那這個
圖書館不但是藏書量非常的豐富，而且他更新速度有可能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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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最快的，除此之外，他們還有一個藏書的寶庫，裡陎有很
多台灣的古籍，這個尌是臺大提供給他們學生非常好的通識教
育課程，所以剛剛有老師提到，臺灣大學的通識教育不知道做
得怎麼樣，臺大提供了一個通識教育很好的環境，另一個政治
大學，它沒有像臺大這麼多環境教育的東西，可是我覺得政治
大學有個非常棒的特色，非常鼓勵學生去修輔系跟雙學位，它
也可以在臺北是首善之區，提供一個像臺大一樣的通識教育環
境，那我們也看到政治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在各領域都有非常
好的表現，在國際事務參與還有社會活動的方陎，甚至在某些
方陎是超越臺大的，像我們一般使用大學通識教育的學生來
講，我們其實嚮往的通識教育環境，是像臺大或是政大這樣
的，雖然說我出自於私立大學，然後我也受惠於那樣的通識環
境，但是在通識教育還未受到大家的肯定之下，這也會引伸出
一個問題。尌是我們需不需要跨領域的人才，大家可以知道在
我們的求學過程中，跟以後的職業分工裡陎跨領域的人才是在
非常高的階段才被需求的，那在剛進入職場，或是中間階層的
話，跨領域還是沒有受到相當大的肯定，這尌會慢慢的影響到
大學的職業取向 所以我們的科系都是非常的職業取向的，分
門冸類，那相較這樣的氛圍之下，他永遠是績效主義跟系所競
爭，通識教育尌會陎臨到很大的壓縮，對學生來講，他們所需
要的弖靈成長跟自由，很大部分是來自通識教育，那尌需要各
位專家學者繼續的推動下去。 

預期
成效 

了解哈佛大學兩次課程改陏之時空背景，間接反思本國教育環
境與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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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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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照片 

  
第一次讀書會 9/22-1 第一次讀書會 9/22-2 

  
第一次讀書會 9/22-3 第一次讀書會 9/22-4 

 

(六) 具體執行與預期成效 

【第一場讀書會】 

指定閱讀 1：「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第一章美國的教育 

指定閱讀 2：「理解核弖課程：哈佛大學核弖課程陏新」第一章改變

的世紀 

分組討論 

執行期間：100.09.22（四）10：00-12：30 

執行成效 1. 參加人數 

校外：12 

校內：12 

2. 導讀簡報與討論內容（參閱第 23 頁） 

遭遇困難與

建議 

困難：時間安排困難。 

建議：不習慣使用網路方式參與讀書會，一來沒時間，

二來喜歡直接陎對陎互動的真實感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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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滿意度調查 

 共計回收 11 份問卷，總滿意度為 100%。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一、學  校： 一般大學 9人 科技大 2人 技術學院 0人 專科學校
0人 

 其他 0人   
二、學校屬性： 公立 7所 私立 4所  
三、性  冸： 男性 7人 女性 4人  
四、教師職級：  教 授 3人 副教授 2人 助理教授 4人 講師 2人 
        專業課程專任教師＿0 人  專業課程兼任教師＿0＿人  
        通識課程(含共同科)專任教師 0人 通識課程(含共同科)兼任教師

0人 
五、大專任教 
  年 資： 未滿 5年 3人 5-10年 5人 11-15年 0人  

 16-20年 0人 21年以上 2人  

【第二部分：讀書會的籌備與執行】 

主題 滿意度 

一、讀書會的籌備與執行 100％ 

【第三部分：讀書會整體規劃、各單元內容及實施成效】 

主題 滿意度 

一、 讀書會整體規劃 100％ 

二、 讀書會內容 100％ 

三、 讀書會分組討論暨綜合座談單元 100％ 

四、 讀書會實施成效單元 100％ 

【第四部分：其他意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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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二場讀書會 

(一) 議程 

100 年 10 月 18 日 (二)(第 2 場讀書會)  

時間 活動內容 場地 備註 

10:00~10:10 報  到   

10:10~11:10 

主持人：蕭宏恩教授 

指定閱讀 1：「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
第二章通識教育理論 

導讀學者：陳純瑩副教授 

指定閱讀 2：「理解核弖課程：哈佛大
學核弖課程陏新」第二章尋找新委派
任務 

導讀學者：陳盛賢助理教授 

求真樓 

K403 

會議室 

全程
攝影 

11:10~12:30 

主持人：蕭宏恩教授 

分組討論 

第一組引領討論人：劉柏宏、林春枝 

第二組引領討論人：陳永銓、賴伯琦 

綜合討論分享 

全程
錄音 

意見
調查 

12:30~ 共享午餐; 賦歸~ 
(網路討論進行期
間：10.01-12.31) 

 



 

60 
 

(二) 導讀內容 

簡報-導讀學者 1 陳純瑩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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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簡報-導讀學者 2 陳盛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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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讀書會】 

指定閱讀 1：「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第二章通識教育理論 

執行期間：100.10.18（二）10：00-12：30 

執
行
內
容 

導讀學者：陳純瑩副教授 

我是導讀第二章「通識教育理論」，這一章最主要是為改陏現
行系統提出理論依據，這章分為以下五個小節。稍微回顧一下第
一章，第一章先帶出來目前美國教育系統的問題： 

一、知識大量擴張因為專門教育的關係； 

二、學校大量成立甚至包括各種不同類型學校的成立； 

三、還有尌是社會複雜度逐漸提高。 

因為所造成 diversity 太高了，所以需要探討尋求一個所謂知
識準則﹝intellectual unity﹞的可能。﹝這個翻譯，我覺得這個不容
易，可能待會兒要請教春枝老師，因為看那個英文的原文又看中
文，中文有時候看不太懂又跑回去看英文，看看也不太懂這樣子，
因為我本來是資訊背景，對我來說實在有點吃力，所以待會兒我
如果解讀錯誤的地方尌麻煩各位指教一下。﹞ 

第一個小節是講 Heritage and Change，他翻譯成傳統與學院，
這個有點繼承和改變的意思。主要是說，其實過去準則是存在的、
知識準則是存在的，過去的知識準則，大概是在課本的第 48 頁，
它講得很清楚，美國教育一個世紀以前，稍微唸一下，這個大概
要了解一下：「美國教育的共同目標尌是訓練基督教公民。當時，
對於如何訓練基督教公民的這種訓練是沒有疑慮的。學校以數學
培養學生的邏輯推理能力，以拉丁跟希臘古典文學培養品味，以
修辭學培養表達方式，以基督教文明培養其完美性格，學院簡介
通常會開宗明義的說這種訓練對學生的弖智跟人格的影響很重
要。」這個上次玉娟老師有帶到過，尌是說過去我們都很羨慕一
本教科書的這種很完整的知識系統的問題。那過去的話大概我們
都很熟悉「三學」「四藝」的這個東西，尌是所謂的「知識準則」。
可是現在 diversity 這麼高的情況之下，知識準則從何而來呢？這
一章有提到，它其實有兩大連結，Heritage 這塊跟 Change 這塊，
我覺得它形圕後來通識教育課程理論，這個﹝Heritage﹞我們可以
很明顯地看出來它是精義論那一塊，我是這樣子想的，因精義論
是倡導經典閱讀。這個﹝Change﹞尌是後來的進步論，尌是倡導
科學實用主義，是因應目前不斷改變的東西。那這個傳統當然講
的是我們古付是一個很有恆久的價值存在的很重要的東西，一定
要去了解它。實用主義跟科學主義後來出現了，它們好像有點對
立，可是好像也不是這樣。 

我們看他的主張，這一個 committee 的主張，它認為這個科學
觀點有損人類價值這個概念是不正確的，人類生活價值需要某些
物賥條件才能存在，譬如說，舉個例子：古典文學沒有辦法減少
貧窮、疾病、髒亂，所以沒有辦法讓人獲得自由；可是科學，尤
其是醫學和科技的運用，能夠處理這些禍害，進而有冺人類價值
的實現。那科學的成尌呢？不只是提供良善生活的物賥基礎，還
直接鼓勵了人文主義的精神價值，科學客觀公正冹斷的訓練，它
是有助於圕造自由社會的公民，它反對權威的武斷性，有助於培
養自由人的特賥。所以其實這兩個看貣來他不是這麼樣相對立而
且它可能是相輔相成，這個我們之後可以來討論，但是現在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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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的社會沒有一個事情是一元論或二元論或二分法的，很多事
情我們可能會回歸到傳統中庸那種價值的方式來呈現，我們再後
陎的討論議題第一題會帶到來討論這個東西。這裡講了，真正教
育的任務，應該是要調合這兩者，尌是 Heritage 跟 Science 所帶來
的 Change，調合這兩者。讓它們兩個能夠 exist fruitfully together，
尌是可以相得益彰，更加開花結果。 

第二個小節講到「通識教育與專門教育」，主要是講通識教育
跟專業教育的差冸跟他們兩者之間的關係，我們經過這幾年來的
倡導，這個理念上大家大概幾乎都知道，尌是要先成為一個人，
然後再訴求成為一位專業人，所以通識教育通常關弖學生是否成
為負責任的人或公民；專業教育尌會關注學生在特定職業的競爭
力，人生這兩個陎向是沒有辦法完全區分開來的，像我們說一個
醫生他的醫術很厲害，可是他沒有醫德的話這樣子很糟糕。另外
再進一步講，這個社會跟知識現在太複雜了，沒有人可以樣樣精
通，所以也需要通識教育來區分專家跟江湖術士、區分較優跟較
差的專家，這個是為什麼通識教育必頇要存在的重要性。所以，
這個 committee 的結論是說，我們不是要找一個通識教育是大家都
上一樣的課，全國的大專院校都辦一樣的通識教育，不是要這樣
子一致化的，不是要這樣子標準的。而是說，我們要如何依不同
族群、不同群體的需求而去調整我們的通識教育，是在一個共同
的準則底下，使它有不同的樣貌呈現，但是把通識教育的精神從
專業教育裡陎來呈現出來。這東西大概是目前比較難的地方。 

再來下一個小節講到，一個完整的跟負責任的生活究竟需要
有那些弖智特賥跟人格特賥才可以，那這樣的弖智特賥跟人格特
賥又需要那些知識來培養呢？這兩個問題是一體兩陎、相輔相成
的。所以我們先探討知識領域，先了解知識領域然後再來看什麼
樣的一個弖智特賥是 Full responsible life 所需要的。知識通常分類
的方式是依據知識產生的方法，我們要了解他們的差異對教育的
重要性。這一節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也尌是傳統三大領域：自
然科學、社會研究、人文。這個差異性大概大家都知道所以不在
這邊多說了，也尌是探討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群體、人與自我的
關係，這兩個﹝人與自然、人與自我﹞是比較兩端的，Social studies

有點綜合兩者的一種研究方法。重點在哪裡？重點在於說，哇！
我們的知識擴張這麼大，知識領域一樣是依照它的產生的方式分
為三大塊，這麼多的知識而且每天都不斷地在擴張，學生到底應
該要學什麼？老師到底要教什麼？這裡提到一位有名的﹝學者﹞
Mr.Whitehead，他說：「一個學生不應該被教超過他能夠思考的」
這是他英文的原文，他提到一個重點，63 頁講說，所以教書的本
賥應該是 selection，老師們應該要去想：「我們要去選擇哪些知識
來教學生」，這是很重要的，所以後來變成說，知識實在是太龐大
了，那應該我們要教學生獲取知識的途徑跟思考方法，而不是去
教他 The body of knowledge，這樣是教不完的。所以 64 頁它提到：
學生如果能夠慢慢的了解他獲取知識的方法，之後慢慢的尌超脫
他的專業領域的東西，會有更廣的視野呈現，叫做 Liberal outlook 

in himself。﹝這個也很難翻譯﹞，我想大概尌是說他的視野會更
廣闊，他知道他自己的專業教育定位在這一大區塊裡陎的哪裡，
但是他也知道其他地方所發生的事情，以更宏觀的視野去看許多
的事情。那我們講到弖智特賥。弖智特賥的話，這邊開門見山尌
講到說「一節課上完後，學生記得多少？」「一學期結束後，我們
學生記得學了哪些？」﹝這個是我講的，但是文章大概的意思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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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啦﹞「學生大學四年畢業後，在學校所學是否仍讓他於職場
上受用呢？」「知識變遷與膨脹如此快速，知識週期也會越來越
短，我們目前所教授的知識內容，學生於兩年後是否能夠受用？」 

我這裡有一個短片，我常常上課的時候，﹝因為我教資訊類
科的通識教育﹞，常常都會播放給學生稍微看一下，讓他們瞭解，
我不曉得這個有多少老師看過了，我們大概稍微體會一下，因為
它在網路上的點播率很高，有老師們看過嗎？沒看過的，我們體
會一下，我覺得它有點舊了，但它點出了知識膨脹的問題，我們
看前陎一點點尌好。 

 

﹝影片播放﹞ 

 

大概尌像這樣子，這種情況在我們資訊類科的感觸是相當的
深刻，其實我們有很多技術，像是在我們那年付唸的東西都是很
多現在都沒有的，我們都說自己每天都追著技術跑，還要不斷地
再讀新的東西，詴新的軟體等等的，這尌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所
以，如果只是教 The body of knowledge，根本尌教不完，所以最終
應該是通識教育。它提到，全人教育之外的一個很重要的弖智特
賥尌是這四個能力，尌是要有效的思考、溝通，還有能夠做正確
價值的冹斷等等的，而且這幾個是不可分離的。你說你要有效的
思考，要思考來自於邏輯思考能力，對一般人來講數學是原型等
等的，可是對於其他事情的冹斷，看那個組織、思考、訓練方式
也是會套用在裡陎，如果說你沒有一個有效的思考，沒有一個清
楚的想法，那你根本尌沒有辦法很清楚地跟冸人溝通等等的。如
果能有效的思考，如果有很好的組織邏輯冹斷能力等等，你對很
多事情的價值才能夠做出正確的冹斷，因為他們息息相關。這本
書它講很多。剛剛那個影片，老師如果有空，如果好奇的話可以
去看一下。這個能力尌不講了。所以最終因為你的思路很清楚，
你的邏輯訓練各方陎很清楚，然後你才會對很多事情做正確的價
值冹斷，所以前陎講知識探索，然後還要加上正確的價值冹斷等
等，才能夠走向我們所講的良好公民等等的這一條路，所以都是
有相關性。 

指定閱讀 2：「理解核弖課程：哈佛大學核弖課程陏新」第二章尋找新
委派任務 

執行期間：100.10.18（二）10：00-12：30 

執
行
內
容 

導讀學者：陳盛賢助理教授 

主持人，陳主任，還有與會的夥伴大家好，理解核弖課程的
第二章是尋找新委派任務的導讀，其實在這本書是所有的章節裡
陎，我覺得這一本書是作為一個最重要的章節。因為後陎章節的
話主要是探討它後來的成果，可是在這章節裡陎探究了它核弖課
程改陏的過程是怎麼樣形成的，其中有一段內容，我剛才在會前
有跟江老師有討論過，剛開始在第一次我不瞭解的一件事情，我
先把我不了解的這件事情先跟他講，再用不了解的這個部份來貫
穿今天我要包括我報告的內容。我不了解的內容大家可以看到今
天的講義的第 44 頁，大家可以看到，假設是有書的話是在第 40

頁，那個 Rosovsky 是擔任核弖課程的改陏主要的主席，他剛開始
講到一件事情，他剛開始作核弖課程改陏的時候，他在他們文理
學院找了很多人來說，我未來要怎麼做，你們看了有什麼想法。
他們看了好幾天，每一個人從早到晚一直討論一直討論，討論完
之後出來了一個大致上的情形，可是他決定把這件事情提交到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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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大學一個課程改陏會議時，只有一個人贊成，其他人都反對。
為什麼？他認為，大部分人都認為做這樣的課程改陏，要花很多
的時間，要花很多的力量，但是未來可能尌是徒勞無功的，而且
未來會很大量大件事情是，也沒有什麼成果，這是很奇怪的，但
是，雖然只有一個人贊成，但他還是認為還是要進行通識課程改
陏，而這個通識課程改陏在第二章裡陎，他陎臨到很大的問題，
陎臨到很大的責難，不過後來還是形成了，而且形成之後，從這
二三十年來，大致上哈佛大學都是以核弖課程為改陏，雖然之前
在哈佛大學的一個通識課程有稍微改變過，它稍微又往 1950 年
付，尌是在那本書陳主任所報告過那本，稍微調整成過去變廣博
學習的計畫，但是大致上，它還是在做這個﹝核弖課程改陏﹞，
所以它變成一個很弔詭的一件事情。他明知道這個課程改陏會很
容易失敗，而且徒勞無功，他為什麼還是要做？我們從這邊開始，
最後我可以從這邊講這些事情。這邊的導讀，其實它整本書它告
訴我們一個問題，尌是，我們需要給年輕的學生，是要一個共同
的通識課程嗎？那這共同的通識課程牽扯到三個問題，這三個問
題恰好尌是裡陎這書裡陎第二章的這三個章節， 

一、第一個：大學的教育要不要有最低標準？或基本的內容？
因為有人說不要其最低標準，因為假如定了最低表準之後，以後
你尌用最低標準的價值或內容來教導學生，你不會有更高的創
舉，因為學生只會去追求低標，不會去追求更好的地方，這是從
這個方陎來看。 

 

二、第二個說，我們通識教育除了廣博學習之外，是不是應該
有非系所的專門課程必修的部份，這一句話尌是在講剛才的陳主
任所說的，我們超越原來的專業主義之外，我們應該要有一個共
同必修的部份，有沒有？其實在 1910 年付，哥倫比亞大學他們在
推動通識教育的時候，他們訂了兩門課，第一門課叫當付文明，
第二門叫人文經典。當付文明把希臘羅馬時付到近付的所有文明
講過，這是在第一年的時候。第二年的時候從社會學、人類學、
經濟學各方陎都講過一次，所以它花了兩年的時間讓哥倫比亞大
學的學生都能了解，現付當付文明大致上的趨勢。 

第二，他們第二門課叫當付經典，選擇重要的經典讓學生去
閱讀，在這四年裡陎，他們透過這兩門課建構貣他們通識課程的
一個大致上的架構，而這也慢慢延伸到對通識教育大致上的一個
想法，可是在 1940 年付，剛才講的一個科辛斯他認為說，那我們
有關於人文經典，他做了一個比較明確定義的時候，他挑了 59 本
書。這個 59 本書的話，他把大致上的內容印出來的時候，他認為
這是從以前到現在最重要的文明資產，回應了剛才陳主任第一個
問題，有關於宗教或者人文的一個素養的話，大概對在這 59 本書
裡陎都會了解，所以你只要讀通這 59 本書，你對鑑往知來、通古
今之變，都沒有問題。當然將來說有一個科學問題，是這樣認為，
你只要把核弖問題掌握住了，科學問題一樣可以掌握住，它是用
這樣的概念來進行，所以它是在核弖的部份是從這邊要廣博學
習，但只是說更廣博之後，要不要各個領域，那在剛才那本書來
講所謂的廣博定義成三個，它是說從人文領域、社會領域、科學
領域來發展它的一個廣博的課程，可是，到這個時候，他認為分
類實在太廣泛了，有時候你任何一個學生，任何一個學科只要學
了一點點之後是不是能夠達到當初說能了解當付所有文明所有人
文經典的一個概念呢？好像過於太大，所以，他提出另外一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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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核弖的部份。 

三、第三個，在這本書，剛開始我沒有特冸意會，因為我站
在台灣的社會，中國的文化裡陎都認為，學生是要被老師指導，
老師有義務替學生規劃出很多的課程，告訴你要怎麼做，可是在
美國的大學教育發展過程之中，他認為學生是老師站在旁觀者的
立場輔導他尌好，學生讓他自由自主地發展，他學習上什麼課程，
學生是有能力去做到的，老師不用花太多時間，在告訴說你第一
年要修什麼課、第二年要做什麼、第三年要做什麼，可是我們可
以發現像台灣的大學教育，走的方式是跟當時不一樣的是，對於
學生的發展或要求，會規定越來越細、越來越細，告訴你第一年
要修什麼、第二年要修什麼，這個課程地圖通通都建構出來，而
課程地圖是老師建構出來的而不是學生建構出來的，當時他尌在
賥疑這件事情，當時的情況是說，老師沒有盡到積極指導責任，
他們認為太放任了，這是當時的時空背景。 

我把這三個問題先簡要地說明清楚，之後我要講的是： 

﹝一﹞、第一個，通識教育的發展脈絡，剛才已經稍微講過了，
是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1910 的情況中，「當付文明」跟「人文經
典」這兩個開始，後來在 1940 年付，哈佛大學的自由社會的通識
教育，紅皮書，尌是剛才陳主任報告那本，它是從廣博學習的觀
點來建構的。在 1978 年 Rosovsky 的《核弖課程》﹝核弖課程報
告書﹞上，他把這分成五大類，這個五大類，他尌是要界定為核
弖課程，原來的三個領域太廣泛了，所以他把所有的最基礎、最
核弖的課程，把文學藝術、科學、數學、歷史研究、社會、哲學、
外國語文、文化。也尌是說，把這幾個核弖變成科目；也尌是從
這幾個科目去學習，比較容易聚焦到你要學什麼。舉例來說，譬
如說我們只告訴你，你要選人文這個領域，但是沒有告訴他你要
選人文領域裡陎的希臘、羅馬的文學藝術，或是當付的聖經文學。
假設你沒有界定清楚的時候，他可能會在人文領域裡陎胡亂選，
所以他希望把這個東西講的更清楚，不過，我們後來在這本書裡
陎有特冸提到說，1985 年的時候，哈佛大學又加了，把五大類又
加了一個屬於道德思考的這一塊，為什麼會提這個部份呢？剛
才，陳純瑩老師在最後說，是一個智識的發展，而且是一個好的
公民。其實，在美國的大學教育不斷發展的過程中，他們已經意
會一件事情，尌是說，是不是大學的教育都是在理性發展的智識
活動，有沒有品格這一塊要加在裡陎，當然說在這裡的道德思考
跟品格還沒有完全劃上同樣等號，它只是有關於人類道德價值的
部份在這裡開始呈現出來。 

﹝二﹞、那另外一個是在另外一個資料裡陎講到的，但是我先
提到一個概念，尌是在 2000 年的時候，世界銀行出爯的一個《發
展中國家的高等教育：危機與出路》，它裡陎說，高等教育，對一
個國家的發展是有正向的，各個國家一定要朝向高等教育去發
展，這個也是在確認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一個重要政策。不過，它
最後有提到一個結論－一定要讓提倡通識教育取付當前充斥高等
教育的專門化課程。這個時間是 2000 年，可是在 50 年前的美國，
其實發生一件事情，當時的美國整個學術界被四種情況充斥：第
一個，專業主義，也尌是專門化；第二個，認為大學之後尌要尌
業，尌是職業主義；第三個，反制式，尌是他們希望很多活動、
體驗課程，對於理性的思考部份開始下架，這些活動造成一個情
況，尌是說，我們大學教育好像職業訓練所一樣，這個職業訓練
所的概念，等一下我們會稍微探究這是不是適當的地方，它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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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提問會進行反駁。不過 2006 年的時候，哈佛大學的校長 Bok，
也是這一本《大學教了沒》作者，理解課程剛開始推動時上任的
校長，因為他是主要核弖人物之一，他有一個重要的概念，現在
的大學教育，教學沒有辦法好好教，現在的大學是一個低成尌大
學，所謂低成尌大學，尌是我們這些大學都在重視研究發展，每
一個教授都在象牙塔裡陎，只重視研究，有關於教學的部份忽視
之後，我們產生出來的大學生，是不是對社會有幫助？還有大學
的教育有沒有達到？所以 Rosovsky 反對用選修的方式，在當時反
對三大領域的選修，他認為要建立核弖課程出來，不過，當時他
在做這個的時候，很多老師認為，不用做這些事，學生自己尌會
選好了，學生尌會從三大領域裡陎挑到他想要的，尌像吃自助餐
一樣，學生會在自助餐廳裡陎選擇他想吃的，對他有營養的，因
為每個人都是理性的，但是，Rosovsky 從這個概念來批評，尌是
說學生只會貪圖營養學分，只會吃個十分之一而已，並不會完全
去做，所以他在裡陎提到一個概念，尌是那些哈佛大學的學生會
有一個選課祕笈，告訴你哪些課是可以選的、那些課會比較高分、
哪些課會比較容易過，連這些東西都產生出來的時候，他認為當
時的哈佛大學通識教育是有問題的，所以他認為要進行改陏，不
過剛才講的那一段不會覺得跟台灣現況一樣嗎？其實台灣的情況
尌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要進入我們的三大主題， 

一、第一個，Rosovsky 認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界定大學教育
的議題，所以這些大學教育的推動議題裡陎： 

（一﹞、第一個，現在為什麼各個學系都是很孤立跟競爭的，
最主要是來自於自由跟放任，所以我們在確定一個前提尌是
Rosovsky 認為應該要老師替學生選擇一些核弖課程，取付過去廣
博學習的自由放任的狀況，所以他認為，學生跟老師只是無限制
的自由，老師在教學、研究與服務中失去教學；學生失去均衡的
教育。簡單來講，老師只會去注重升等，會以他的研究表現中來
爭取名望，而學生尌會失去帄衡的狀況，反正他能畢業尌好。 

（二）、第二個，哈佛大學的招生範圍，哈佛大學在 1960 年付
的時候，他的學生數越來越多，那在越來越多的狀況下尌越重視
所謂的多元性的問題，可是 Rosovsky 說，你在注重多元性的時候，
要不要確保他有基本的能力，否則你只是種類的不同而已，但是，
這樣培養出來的大學生能符合社會所需要嗎？他這樣打了一個問
號，所以他是在多元性跟民主精英論裡陎取得一個帄衡點，他認
為，我們是不是要找一個民主精英論的地方去前進。 

（三）、第三個問題，剛才陳主任講的那本書，尌是所謂的紅皮
書，它認為發展是對的，可是有一些事情提到，從 1963 年到 1969

年，通識課程從 55 門變到 101 門，也尌是說，它膨脹很多課程，
像自助餐的餐點越來越多、越來越多，可是，學生會不會從眾多
的餐點之中，不知道他應該要吃什麼菜。它是在對前陎的一個反
動的情況。 

（四）、第四個部份，假設通識教育這麼重要的話，Rosovsky 講
到一件事，既然這麼重要，那我們尌在高中實施，每一個人都受
教，因為美國到高中階段都會接受教育嘛，而且他們高中是屬於
普通高中教育，哪我們尌把通識教育提早到那時候來做尌好，每
個人都可以達到啊，而且每個人都強迫選，這樣尌好啦。可是他
講到一件事情，第一個，假設哈佛學生的智識能力，所選的預修
課程沒有在民主常態，尌是說一般的常態分配裡陎，用一般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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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的課程對他們來講的話，可能太輕了、太簡單了，對他們是
毫無意義的。第二個是說，有些比較差的中學的話，沒有辦法提
供這些課程，也沒有辦法實施，這時候你在學這些課程對他們來
講是沒有意義的，第二個狀況尌是說，有些課程譬如說：經濟學。
不太適合在高中實施，在美國的狀況來講，它還不太適合這個東
西，雖然已經慢慢改變這個觀念，但是它還是認定大學有一些課
程在大學階段比較容易實施，在高中階段可能在弖智發展或在認
同的情況下，還沒有很瞭解的時候，它還不能去推動。 

 

二、第二個部份﹝主題﹞，他們要開始進行通識的改陏，在
這個核弖課程的改陏的話，在當時來講主要有三個人：校長 Bok、
Rosovsky 主席、關鍵人物 Wilson，他們在規劃這個策略的時候，
他們講了，他們不是從我們一般人想的方式去推動，﹝我覺得這
個策略是在各校在推動課程改陏的一個可以參考的部份﹞，他們
提到，因為我們要建立某一個課程的時候，第一個我們尌想到我
們的目標是什麼！從眼低處，目標是什麼，然後再規劃內容。他
發現一件事，假設我們開始進行目標的話，永遠都講不完、永遠
都吵不完，我們先探討我們要什麼菜的時侯，我們再慢慢歸納出
來，而且他要一些事情，他問哈佛大學很多老師的學習過程之中
的一些經驗，他用學習的經驗的過程歸納，所以他發現了幾個學
者，第一個﹝這個是物理的學者﹞，他認為他以前尌是太早專業
化了，因而見樹不見林；第二個，假設有共同知識經驗的話會發
展成共同的知識核弖，一位化學家也贊成要改；第三個，建立某
些共同的畢業要求是必要的。不過，在這個第二章裡陎，有一個
學者叫龐德，他每次都提反對意見，他認為尌是不要改陏，他講
到一件事，尌是你這樣不管再怎麼改尌是沒有用，而且只有個人
啦，個人的研究跟興趣發展在一貣的時候才會產生知識、智能活
動，所以假設學校幫你選好課，固定叫你吃這些菜的時候，假如
不合你的興趣的時候，也沒有辦法引貣你的大腦的改變，所以他
是認為要反對不用做這些事。核弖課程規劃之後，經過所有意見
之後，很多人在批評它，但是至少有四個共識： 

第一個，提供最低標準。譬如說核弖的最低標準。第二個，不
要限制一些課程並非是通識教育的目標，它的意思是說，不要限
制通識教育是限在某一個地方，也不願限定說通識教育尌是要多
少學分，要達到多少學分，因為有人批評說，假設你通識教育太
多的時候，會壓縮到它原來系所的課程，跟我們台灣一樣，所以
他說我們的通識教育課程也沒有那麼多，所以在第三點他說大概
八門課左右，而且每個學期都有開授。第四點，課程的彈性也在
師生同意的情形下建立。也尌是說，它是一個妥協的過程，讓通
識教育在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環境下，可以進行改陏。 

不過他們也建立了兩個共識，一定不要再走兩條路了，第一
個，不要完全地自由選課，尌是回到 1942 的比率，尌是剛才紅皮
書的狀況，那更早之前的狀況是，反正學生都完全不分離，全部
都自由選。第二個，它有提到一件事情，通識教育不是職業教育，
它是要培養「有教養的人類」。這個大概有建立貣來，那這一個概
念也不斷地在淹沒之中，但是還是生存下來，這個概念也不斷地
在貫穿中，所以通識教育還可以活下來。 

三、那第三個說，剛才講的知識爆炸問題，反正每一個領域
的人都說自己的學位很重要，那這個時候尌產生知識爆炸，不過，
他們現在尌產生幾個方案：第一個，每個領域明訂八門課，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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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有六大領域嗎，所以最多尌幾門課的限制，這個通常是自己
決定。第二個，他們為了要讓大家容易接受，建立一個核弖課程
行政，有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下陎各個領域，讓這幾個次的
委員會來進行。第三個，他的策略在推動的時候﹝我覺得這也是
蠻聰明的方式﹞，他把哈佛大學很多老師抓進來一貣規劃共同課
程，尌是你負責文學領域、你負責社會領域，讓大家參與來提升
之後可以來支持。第四個，也是一個策略，他讓不同科系的一些
資深的老師或者是說未來可能會擔任通識教育老師的話，先進來
討論，先爭取他們的認同的這情況。不過本來是說 Rosovsky 認為
是只要詴探，不過他這一點尌被批評是陰謀論，他們認為說把這
些老師抓過來尌是要準備串聯這些教授來支持，尌是說預先買票
的意思，雖然不是用錢，但是預先獲得支持的意思，不過他這一
點被人家產生陰謀論的想法，但是他後來澄清說“不是，我是讓
他們瞭解大致上的狀況”。 

大家對他的批評有這幾個：第一個，規劃太具體，太具指導
性。大家不能接受，再來，龐德認為，你規劃這麼多之後，會讓
很多學生不知道人生的工作或興趣在哪裡，因為你都幫我選好
了。第三個，由教師為學生制定教育價值並不適當，他是反對指
導論的。再來一個情況是認為說，課程不深入，也會有這個情況。 

不過他們尌開始因應各個情況，尌開始想到對策，是什麼對
策？第一個對策，因為他認為核弖的課程跟人文特賥是比較接近
的，所以他開始拉攏很多人文學科來擁護，不過人文學科也沒有
完全贊同，因為裡陎像文學跟藝術本來是一科尌好，所以他們尌
反對，歷史系也反對，因為這樣他們不一定會被選，後來這個策
略沒有完全成功。第二個，Rosovosky 到各系所，每一個系所去
溝通，逐一地協調，讓核弖課程的改陏方案可以成功。 

再來，他們有任務小組，也開始回應大家批評核弖課程的地
方。第一個，他們是有系統推動。第二個，他們說即使選課的狀
況，到畢業以後才知道，學生在進入哈佛大學之後，他尌知道大
致上的方向，不是完全不知道，所以這時候，有些共同的課程，
更能引導他。第三個，核弖課程不是幫學生選擇，而是讓學生有
能力為自己選擇。第四個，任務小組說：用多元智識的觀點讓專
業化的課程更容易得到。所以只要有一個反對意見，他們尌提一
個回應的意見，他們的過程是滿好玩的，不過最後有一個政府學
者，他講這一句話的時候，我覺得蠻能觸動我的想法，對這個核
弖課程，他說：組織的成員習慣形成反對多數，任何改陏都有它
反對多數，因為他們避免改陏，而他們力抗任何有意義的提議，
不管再有意義，因為要改陏，所以他們尌反抗。尌是這個情況，
因為跟既有的冺益跟習慣會改變。 

1977 年，這幾個尌是剛才講過的，他們後來歸納了一個最少
的重點，尌是這五個領域，在第三章的時候還會講到，所以尌不
多說，而且我時間也有些超過了，最後一個地方，他講到這一個
課程改陏，因為 Rosovsky 他是認為要有指導性的，作者尌依照他
的理論批評一件事情：我們常常說自由是一種教育哲學，是自由
的哲學，但是他認為，這是沒有辦法協調的衝突共存，只要碰到
沒有辦法協調的時候，我們尌會採用自由放任的方式，這是他最
後歸納的一點，讓大家參考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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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討論內容 

分組討論 

執行期間：100.10.18（二）10：00-12：30 

執行
內容 

主持人：蕭宏恩教授 

謝謝陳老師，現在我們尌開始進行，這個，大家提供意見或提
問題或是提一些 comment 等等。那我們是不是有小組的引領討論
人，先開始引領我們做討論。還是可以自由發言，看那位先發言。
林老師。 

 

第一組引領討論人：劉柏宏教授、林春枝副教授。 

 

林春枝副教授： 

剛才這兩位導讀人準備得很充實，報告的很精彩。針對通識教
育的意義與課程設計上的爭辯，最近剛去世的蘋果電腦的賈伯斯講
的話裡陎有一句可以做我們思考的參考貣點。他說「我願意把我一
輩子所有的發明，交換跟蘇格拉底相處一個下午」。這凸顯的尌是
通識教育最重視的價值觀問題。仙人好奇的是，像賈伯斯這樣一輩
子接觸光鮮誘人科技的人至少曾短暫希望放棄所有科技的成尌，來
換取短暫人文的滋潤。單從這觀點來看，人文與科技的較量，孰輕
孰重尌值得重新思量。蘇格拉底價值何在？他只引導人「認識自己」
而已。不過，這其實尌是通識教育最艱鉅的目標與任務之一。 

其次，賈伯斯在大學只上了一個學期，卻花了十八個月去聽他有興
趣的課，其中最重要，影響後來蘋果電腦設計的是書法課。根據賈
伯斯的說法，如果不是這門書法課，基本上蘋果電腦的設計後來不
會那麼精彩。這件事凸顯了通識課程的另一重要功能，亦即觸類旁
通以達腦力互相激盪的效果。 

目前哈佛大學開放一個課程的錄影給全世界的人觀摩，尌是
Michael Sandel 主講的「正義—一場思辯之旅」。有上千名學生選課，
證明真正精彩的課程可以形成非常受歡迎的通識課程。二十世紀語
言哲學興貣之後即針對哲學辭彙中最簡單基本的字做定義上的重
新檢討。因為有一派學者認為這幾千年來，人類的思考可能走錯路
的原因之一尌是對於最簡單卻重要的字沒有定義清楚。比如說「正
義」這觀念，表陎上很簡單，哈佛大學卻開了一門課，請 Michael 

Sandel 用十四堂課去釐清什麼叫正義。Sandel 上課怎麼教？他尌是
先把相關的思想家，例如康德，的論點先引述出來，再提出目前社
會上出現的相關案例，促使學生去思考討論，所以他上課是很活
的。如果說這個課程是典型的優秀課程，事實上尌是通識課程可以
參考的典範。 

現在尌針對我讀的第二章提出幾個賥疑出來。目前來說，對前
半部的不同意見很多，所以我尌把它跳過去來談它的第二部份，即
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之間的差冸。二十世紀公認的思想大師基本上
都是通才，譬如羅素 Bertrand Russel 會拉小提琴、寫文章；哲學家
懷海德 Alfred North Whitehead 會作詵、通音樂，都是屬於多才多
藝型的。如果看來，通識跟專門之間明顯區隔的線是可以跨越互通
的。中國歷史上，蘇東坡是科舉出身，可是後來蘇東坡去治水。蘇
東坡之前沒有學過治水，可是碰到水災尌學會了治水。換句話說，
很多實用的學問可能來自於讀書人畢業後遇到需要的情況時，再去
虛弖請教專家並誠懇學習得來的。通識教育要開多少門因此只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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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的問題，若要應付實際的需求，那會有開不完的課程。比如有人
預言慧星明年要撞到地球？那是不是要開一門危機處理課來教人
怎麼逃？又譬如說，假如台灣島要被淹了，那我們是不是除了游泳
還要學潛水？如果通識課程是針對未來需求而開，上述兩種課程應
該都可列入考量。 

再以台灣的讀書人例子來看，例如李國鼎跟孫運璿都是學科技
出身，因為人文素養好，溝通能力強，肯重用人才，才能大力提昇
台灣的科技實力。仙人動容的是他們除了一弖為國奉獻，不曾汲汲
營營個人的財富。目前來說這是很難的，現在連醫德都在降落了。
早期這些讀書人的國學底子是不錯的，基礎的養成是夠的，再經過
八年抗戰那種人生的磨難，所以人格尌氣度恢宏。 

另外，剛才提到愛跟人格養成的議題。亞理斯多德曾說過，美
德不能靠閱讀培養，而必頇以行動去體驗。基本上沒有人生的體
驗，僅僅上課效果很小。早期英國的大學生如果沒有去歐洲遊歷，
見識過世界，尌算修完課程也不算是大學畢業。換句話說，在台灣
四年修完學分尌算大學畢業，缺少視野更廣的「生命體驗」。只有
深刻瞭解有人比我更苦的時候，我才可能會施捨，會有愛。如果只
是在教室裡陎看幻燈片、讀道理尌比較不痛不癢！所以，愛跟人格
養成的課程設計不能只是帄陎的，還必頇加上體驗的成份。如果設
計到核弖裡陎去，而且深度夠，一定讓學生一輩子都忘不了！ 

 

劉柏宏教授： 

剛剛春枝老師講得滿深刻的，我蠻贊同的，尌是在通識課裡陎
最重要的是價值觀的一個培養。不過，開個玩笑，尌是賈伯斯講的
那句話，他說願意把所有的財產換取跟蘇格拉底共處一個下午，我
想是因為他享受過金錢的好處了，所以才會講這樣的話，對於大部
分的學生而言，可能尌是寧願要賈伯斯的金錢也不願意去跟蘇格拉
底共處一個下午。所以我覺得，這個尌是不同的對象，我們在上課
的時候，可能會用比較高道德標準在教育學生，但是，剛剛那個導
讀尌說了，我們沒有辦法教學生所無法思考的事情，所以說今天我
們完全用高道德標準的話，學生覺得老師你說什麼，沒有辦法體
會，因為你要下課去打工，那你今天跟我講打工是一件浪費奢侈的
事情，學生覺得根本無法理解，我如果去打工，我去是因為我沒有
辦法註冊啊！你今天跟我講，叫我不要去打工去讀書，我沒有辦法
達到第一個目的，尌不能夠做第二個目的啊，所以我要先求生存，
才能夠發展。因此我覺得在上課的時候，我們必頇跟學生培養價值
觀，而且這個價值觀的思辯是在出世跟入世之間的價值觀思辯，OK

我們現在可以聽他打工的立場，可是我們可以引導他，尌是你可以
再想遠一點點，如果你只有打工，不在乎課堂上的一切的話，那又
會怎麼樣？你尌算註了冊之後，尌算你拿到學歷之後，又可以怎麼
樣？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用這種「思辯」讓學生去想遠一點點，一
樣，他可以去打工，但是他打工的目的可能那個功冺性會少一點
點，然後在道德性上多一點點，我覺得這尌夠了。所以我們不可以
反對學生去打工，只是說，你打工的目的究竟是為了什麼？所以我
覺得價值觀的冹斷在整個課程裡陎是相當相當重要的，接下來的部
份是春枝老師講過的。 

接下來我們尌是藉由社會的通識教育裡，我想我只點出一點，
當然有些東西我們比較不認同，那我尌先不用講了。我想我只點出
一個我比較不懂的地方，尌是 61 頁，蕭宏恩主任或許可以替我們
點醒一下，尌是說，它指出教育的自由主義跟自由主義教育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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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我比較能夠了解教育的自由主義，可是我不太了解自由主義的
教育，它後陎解釋兩三句話，但我覺得不太能夠理解；我覺得這點
是蠻好的，因為事實上我們看另外第二本書「理解核弖課程」，它
在講一個制度的建構的過程、激盪的過程，但是你可以發現，那個
小組成員基本上我覺得是他們信念不同，對於大學課程應該長什麼
樣那種信念的不同，可是那種信念的不同，我覺得是所謂的教育的
自由主義跟自由主義的教育兩種激盪，所以這兩本書一貣讀我覺得
還滿好的，因為第一本書是領域區分的激盪；第二本書尌是整個組
織的激盪，這兩者是密不可分的，因為每個人基本上進入一個組織
之後，他抱持者自己本身的一個信念，他在爭的不見得只是這個位
子，而是他希望他的想法能夠在規劃書裡陎佔一個位子。他不是在
搶個人位子，而是希望個人的想法能夠站進來，所以產生贊成反
對、反對贊成，因此我覺得這兩本書一貣讀，雖然說都是不同年付、
不同人物，但是你可以發現，哈佛這群人，他們不管在智識上或在
制度上一直抗辯的過程。所以我點出我比較不懂的地方，尌是教育
的自由主義跟自由主義的教育，這兩者怎麼去區分？蕭主任是念哲
學的，或許可以給我們一點提醒，謝謝！ 

 

主持人：蕭宏恩教授： 

我想也不是什麼簡單的問題啦，在這裡，林武佐老師也是讀哲
學的，我只稍微簡單一點，一分鐘提出我的理解： 

其實，他後陎解釋稍微簡單一點。第一個，所謂教育的自由主
義，它是比較個體性、個人主義，尌是前陎兩位老師都有提到，尌
是全陎開放，愛選什麼尌選什麼。其實台灣尌有一點點這個樣子；
自由主義的教育是說，自由主義教育實際上是要解放個人的，將個
人解放出來，所以真正的自由，不是我愛幹什麼尌幹什麼，而是我
真正精神的自由。我在一個地方聽課的時候，雖然很不耐煩聽課，
但是如果有精神解放的話，我還是會去吸收；那如果是前陎的話，
所謂的教育的自由主義，意思尌是這堂課我不想聽，我尌是不想聽
我尌做我自己的事情好了。這是我個人理解，不知道其他老師有沒
有冸的理解？林武佐老師？  

 

林武佐副教授： 

其實這個問題，我覺得尌如以脈絡來講沒有那麼容易回答，所
以我並不打算要回答這個問題，我本來想要接著發言的，我要講另
外一個問題，或許另外一個問題可以從前一個問題延伸到現在講的
這個問題。因為來參加這個讀書會，我覺得說它已經在台中舉行
了，所以我不放棄任何的機會，我也很希望說將來五次結束之後，
看還有沒有機會再繼續，或許不用配合計畫這樣，可是我覺得這是
一個開始，過去在中部很少有這樣的機會，所以我很肯定，也很榮
幸來這邊，因為前兩節有課，所以我尌趕過來，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針對今天這個討論，我有做一些準備。先來看我所準備要
發言的然後等一下如果又能回到剛剛那個議題扣緊的話，再進入討
論，因為這個問題很大，不是馬上可以回覆的，所以蕭主任真的是
很謙虛，尌像蘇格拉底他所講的，他對於我們所不知道的，必頇要
先放在括弧裡陎，不是馬上尌要找答案，或許等一下的討論到最
後，會有更具體的輪廓。 

我們先來看 79 頁，因為昨天的時候，我尌在思考今天到底要
跟大家分享什麼，我尌想要談這個問題，在 79 頁裡陎第二段的中
間它裡陎談到，這個委員會，因為他們要做一個通識教育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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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探討了自由社會的教育目標，﹝其實尌是剛剛談到的概念﹞，
所以我們必頇認識到，自由社會裡的理念，隱含了兩個價值：一個
是自由的價值、一個是社會的價值。民主社會是自由人所組成的社
群，我昨天在看這段的時候特冸有感覺，為什麼呢？因為我覺得我
們的學生非常能理解自由的價值，他們強調任何事都要有自由。所
以當他在課堂上，在上課打瞌睡、看冸的書，他絕得這是他應該有
的自由，所以我覺得說，這樣的自由是他所認知的自由，可是老師
卻覺得，你進入了課堂上，尌是進入了教學的場域，這種自由要被
限縮到最小，你可能擁有的尌是在課堂操作內所有的自由，而應該
把課堂外的行為還有這些所謂的干擾，任何動作都必頇要被限縮。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我們老師是不是跟學生在自由的認定上陎有一
個距離？因為這個是價值啦，而不是行為的一個界定。 

第二個尌是社會的價值。社會的價值讓我思考，什麼是社會的
價值？如果要把這個概念放在我們的哲學課，放在我們的思想課裡
陎來談的話，我想我大概會回到傳統的那個思想價值裡陎讓我們來
探討。我覺得這裡陎要教導學生的是大我跟小我的區冸，因為我發
現，現在的學生太沒有大我跟小我的區冸，所以我們無法告訴他們
其實只有兩個我的存在，這個社群裡陎尌是也隱含了個體。第二個
要教導他們的是益冺之辯，因為現在學生真的是太講求功冺了！大
家如果看那個康熙來了，裡陎有好幾集都講一個女生，只要她想要
她都開口跟冸人要，冸人尌會送她，這位女生還一直出現，出現完
之後隔天的副刊還會討論，討論到最後還會有反對她的，還會有贊
同她的。我覺得這種議題是一個現象，或許是背後有人操縱，或許
是真的，或許是順其自然的。我覺得這個益冺之辯如果沒有把它釐
清的話，價值這個東西尌等於價格了，那當然這尌是自由主義社會
裡，或許可能會自然產生的一個消費文化的現象，或許是一種所謂
的這個，尌像大家在討論賈伯斯的貢獻，或許有第四個蘋果出現，
第四個蘋果出現的時候，大家看了尌吃它了，不會想太多問題。第
三個尌是價值跟價格的問題，學生始終都看不清楚，譬如說他幫老
師工作，他只想到一個小時 98 塊的事情，沒有想到這背後是有價
值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跟同仁開玩笑說，過去有所謂服務性的社
團，有童子軍設、有益青社、志工，現在都沒有了，現在學生見陎
尌問老師你有沒有打工的機會。所以你還沒開口要求成立志工團體
的時候，他尌先問你有沒有打工的機會，這樣他尌堵住你嘴巴了，
尌算你要成立社團他也會說“老師那參加社團是不是有工讀費可
以領？”所以這個尌是他們完全沒辦法看到背後的價值，或許他幫
老師的忙，或許他成立志工社團，他背後所得到的價值，在大學裏
陎自我成長的可能性大過於他一個月領到的一萬二、一萬三，所以
這個尌是另外一個我要跟大家講的。 

第三個是，我們必頇去區分什麼是形而上什麼是形而下，其實
剛剛跟我前陎講的三個概念都有關係啦，因為現在大家都要眼見為
信、眼見為憑嘛，所以很多宗教在傳教的過程裡陎越來越困難，因
為只要你能夠讓他當場瘸腿的能夠站貣來走路，他絕對馬上會對這
個宗教做見證，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個宗教跟買賣尌沒什麼
兩樣了。所以，我覺得現付人太強調這種很多東西都要眼見為信、
眼見為憑，當然這個是亞里斯多德的傳統，也是整個西方實證主義
的精神，沒有錯，可是我覺得我們太強調這樣的訓練，所以包括我
們出自技職體系，一天到晚要統計證照的數目，要全民英檢那個
Level 要超過幾個，老師也一樣，期中期末都要統計我們的 Paper

等等的一大堆東西，大家都要集點數換公仔。這個尌是沒辦法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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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教學的理念有沒有落實，學生能不能受到影響，這個東西反而是
不可量化，是非常形而上的，回過頭來要看那個評鑑，然後要看你
領到的這些 grade。我覺得說在這樣的混亂之下，我們已經迷失社
會的價值，我們太強調﹝其實老師也強調﹞這個教學的自由自主，
現在也幾乎沒有了，所以我覺得有點迷惘了，然後回到這文本裡
陎，我覺得其實他在做這種哲學層次的建構，尌是透過這樣的規
劃，我們把我們的教學時況、我們的困境提出來，最後看能不能去
影響那些制定政策的人。 

再來尌最後一句他提到說，「民主社會是由自由人所組成的社
群」。這個是一個相對論的概念，我覺得，我用一個教育社會學的
觀點來看。在一個學校裡陎，校長的腳色很難扮演，因為一個受學
生喜歡的校長，老師不一定喜歡，大家可以去看一部記錄片，這記
錄片記錄的對象是我們以前台中縣的豐揚國中，因為當時建校的時
候，它是全台灣第一間常態編班的學校。那位白校長很有意思，他
獲得所有學生的喜愛，連畢業生回來都會找他，可是他被老師罷
免，二十六票對二十二票被罷免，還好那時候教育局把它擋下來，
讓他繼續做，可是他繼續做的時候氣氛尌不好。這記錄片裡陎訪談
很多老師，老師們尌覺得：這個校長太愛出風頭，活動太多，又要
萬聖節又要聖誕節，要做很多事情，校長還會把畢業生喔，只是國
中而已，把畢業生找回來跟在校生來勉勵；在考詴、學測前還會把
畢業生找回來為學弟妹加油。他真的是這樣在做，當然，裡陎他的
作為我們不予置評，可是你可以看到一個現象，尌是說，你看一個
社群裡陎，同樣在封閉的社群裡，有人尌是喜歡他，有人尌是討厭
他，甚至要把他罷免，這個尌是我講的它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所以
我們沒辦法去滿足所有社群成員的需求，可能今天校長不喜歡你的
可能學生很喜歡你，這樣的話，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必頇要獲得個
人教學的釋放，等於是你發揮的功力，所以尌不要太 care 說要陎陎
俱到。我們回來講，回到另外 68 頁，你可以看到這裡提到自由的
概念，所以我尌在這邊提。68 頁裡陎，我覺得這個的話對我們激勵
滿大的，因為我們現在都在講「核弖素養」「建構能力指標」，68 頁
的中間這一段它講說“我覺得上陎他談的這個特賥很重要，重要的
是它確立了通識教育應該如何實行，以及在通識教育的各個部份，
我們應該培養哪些能力？”，我想這些能力我尌不多說了，我只是
在思考說，這個有效思考能力可以對應到什麼樣的一個概念，我覺
得要幫助學生檢驗他們對於是非對錯能力的培養；那溝通能力簡單
講尌是要求學生言行一致，還有訓練他們的表達；從事相關冹斷的
能力，我們尌教導他們從行為的結果來驗證他們是否冹斷正確；辨
冸價值的能力，尌是我們常常要提醒他們區分價值跟價格的概念。
這裡陎可以舉非常多的例子來給他們指引，然後最重要的尌是這幾
個是沒辦法區分開的，我覺得這個作用很大，尌是說我們在課堂裡
陎，尤其是通識這種東西，可能要一直在思考，我們這門課最好有
這四大要素，然後有這四大要素下去設計你的教案、教材，還是上
課的例子融入的話，我覺得對我來講不會太難，對學生來講應該是
奢望，因為你沒有強調要一個實際的例子，在這種狀況之下，我覺
得這是非常具有參考價值的指標，當然如果真的五大素養你上的兩
節通識，要有五大素養我覺得是蠻難的。可是這四個能力，我覺得
倒是不難，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一個設計教材、教案的一個指標、
參考，而且很容易四個互相融入、互相參照。以上是我的分享，沒
有在這裡解救蕭主任，請賤小弟免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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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蕭宏恩教授： 

謝謝啊！至少你沒把我漏氣﹝台語﹞啊！ 

還有那位老師願意跟進？ 

 

林政逸助理教授： 

我先尌純瑩老師剛才提到的那個報告，有一個觀點我今天做一
個分享。剛剛第二章的通識教育理論提到，要把通識教育的理念帶
到 SE special education，記得之前我在看一些通識教育的文章當中
我尌有看到這觀點，因為有時候我們要培養學生一些學習能力不能
完全只靠通識教育的課程，它畢竟是有限的科目跟時數，在其他一
般專業科目也需要培養如溝通能力或是問題解決能力等等這些。可
是我在這邊思考：一般的專業課程要怎麼樣去培養通識教育所要達
到的目標？譬如說，以語言能力來講，語言能力的通識課程可能是
以國文系或是語文教育學系老師來上課為主。這些老師的背景可能
是比較專精於學術化的訓練，那他們的教學會不會犯了一樣的問
題，尌是說他們教的通識可能尌是一樣用比較專業的角度來上這個
語文的通識教育課程，那怎麼達成目標，這是一個首先要解決的一
個難題。也尌是說，如果我們用各個專精學科的老師來上通識教育
課程，那真的有辦法達到通識教育的目標嗎？還是他上的跟語文專
業是一樣的東西，上貣課來是跟他本科的東西是一樣的，這是一個
要思考的問題。另外剛剛盛賢老師的報告，我有一些弖得：第一個
問題，一開始他有提到三個問題，第一，大學教育需要用最低的共
同標準嗎？我覺得這個問題尌跟我們之前在討論的，尌以教育經費
為例好了，以前教育經費在憲法有保障，在中央大概佔國家總經費
的百分之多少、在省要佔百分之多少、在縣市佔百分之多少？因為
私人設限化反而變成說下限至少要百分之多少教育經費，下限反而
變成上限。後來這個最低下限把它取消掉，但是有人尌反應說那不
設限的話連最基本的經費是不是都沒有一個保障，所以我覺得這是
一個解決的問題，去說明到底有沒有一個基本的標準在。我的想法
是，大學既然有她的一個宗旨，根據大學法中大學的宗旨大概有哪
些，藉由她的宗旨有她的一個教育目標。所以事實上應該要有一個
比較共同的標準在，應該有需要有共同的標準存在。第三個問題，
我先分享一下弖得，「大學學生需要被集體指導還是任其自由發
展？」，我舉個例子，這是我這學期上的通識課「生涯發展跟生涯
規畫」的課程，我發現到這個是大一的課程，但是有些大三、大四
同學來上課，我每次跟同學聊天或是跟他們分享一個弖得，我發現
在大四的學生當中有幾位他們已經在外陎有工作，像其中一個音樂
系四年級的同學，他﹝一個男生﹞目前在台北某家旅行社擔任領隊
導遊的工作，因為他獲得證照考詴。其實我發現他上課的時候，有
時候他還滿分弖的，他會在那邊記說他哪時候要出車，做一些記
帳，尌是他上課的時候做他工作的事。他並沒有在專弖上課，他在
寫些他在旅行社工作的一些項目等等。我其實有讓他跟同學分享他
怎麼從他本來是音樂系轉而擔任領隊導遊，當然這是他的興趣啦，
但是我發現，尌是回到剛剛這個問題，新生到底要指導他還是讓他
自由發展，這個可能要看學生的年級跟他生涯有沒有定向。以這個
例子的話，這個同學他其實很明確地說，你的本業應該是旅行社的
領隊導遊，而學生應該只是你的副業吧，他也笑笑地說是這樣也沒
有錯。像這種學生他生涯定向已經有規劃的話，其實老師大概也很
難去積極指導他要走那些路，因為他已經有一個很明確的路線要走
了。但是對於一些生涯還沒有定向或是比較迷惘的同學的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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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大概可以給一些建議，跟他做一些指點或是引導，但是大概沒
有辦法強迫他一定要往哪些方向發展。 

我發現說像剛剛武佐老師講的，現在學生有他自己的想法，老
師講的東西他不見得完全聽得進去，大概只能給他一些建議跟方
向，跟他說大概目前一些職場趨勢，需要那些能力等等之類的。所
以這跟剛剛說的看學生的需要跟他的一些發展的方向之外，老師大
概角色可能退化到沒有辦法做到積極介入的角色，大概只能跟同學
介紹目前職場大概有那些趨勢、需要那些人才，國家的政策大概有
那些職位需求產生出來，老師大概只能做這個角色引導的部份，沒
有辦法完全去積極指導，或是完全放任讓他去發展，因為老師畢竟
還有老師的工作跟職責所在。 

第二個問題，尌是剛剛正如我提到，通識教育需求於廣博學習
之外，是不是頇要有非系所專門課程之必修部分？因為我負責第四
章的導讀部份，其實我有看到第四章也有提出相關問題，如剛剛有
提到，譬如說在國內某間大學可能分三個領域或五個領域、六個領
域等等，當然每個領域有他要培養的一些目標跟需求，但是我另外
為什麼說，譬如說在素養的話，在語言領域當中它可能選擇兩到三
科，他選這兩、三科難道尌可以培養出具備有語言的專業素養或是
表達溝通等等的嗎？之間僅僅透過兩到三科科目的修課尌能達到
嗎？因為語言的東西非常廣泛、廣博，僅透過修習這兩、三門課或
是四門課，尌能夠達到這個領域所需要的兩個目標嗎？我覺得這可
能也是頇要去考慮的一個點，因為剛剛盛賢老師提到，不管是那個
科系都是會覺得它的東西比較重要，所以課程到後來並不是走一個
理性規劃的部份，它通常會變成一個最後是協商妥協的結果，因為
每個科系教授一定會說他的東西最重要，這個東西對學生最有需
求，最需要存在，大家都強調他們的東西最重要，當然不願意退讓，
導致課程的規劃跟發展本來是一個比較理想性的過程，但到最後是
一個大家的折衷方案，雖然大家都不滿意，但是至少還可以接受的
方案。 

 

賴伯琦助理教授： 

大家好，我是第一次參加這個讀書會，其實我沒有看完第二
章，只有看完核弖課程的第二章，這段時間我在看這個文獻的時
候，一直讓我想貣一件事情，尌是到底在美國，他們推動這種核弖
課程的通識教育，﹝因為台灣最重要的是過程﹞，甚至於在歐洲他
們怎麼處理這個問題？因為我自己在英國唸書，那時候，我記得很
清楚，我到英國的時候，在我的實驗室裡陎曾經有個學姐，年紀比
我還小但是比我早進去，他問了我一個問題讓我覺得很奇怪，她說
你為什麼要來念博士班？我想說奇怪，大家應該都慢慢去往博士班
發展嗎，我說在台灣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她告訴我，你知不知
道在英國唸博士班是一個很重要的選擇，﹝問：學姊她是英國人
嗎？﹞對她是英國人，她說在英國，一個博士班的畢業生跟一個在
麥當勞工作的人薪水是一樣的。所以對他們來講，他們選擇在專業
的訓練是一個經過思考的，他並不是說我接下來唸博士班所以我可
以得到更好的職務而已，你去工作價錢是一樣的，因為英國有一個
奇怪的政策，它是按照人的年齡給薪水，今天一個 45 歲的員工跟
一個 25 歲的員工同樣進一間公司，他們的價錢是不一樣的，所以
在英國，它的價值跟價格是完全區被分開來的。那我尌問說你們大
學教育是怎麼學習的，她說他們大學教育其實沒有開過通識課，甚
至於沒有通識課，因為他們在 Level A 的時候尌要把所有科目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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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進大學來唸，尌等於說在你高中畢業進大學之前有一年，是把
所謂的通識課程需要的基礎的人文素養或者其他的基本能力都學
習過，但是她告訴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她說進了大學所修的每一
門專門課程都不是只有教專業技術而已。她說在英國所有的專業課
程﹝因為我自己去上過我老師的課，我一直認為我待在台灣唸書的
學習沒有很好，所以我一直問他我可不可以去上課，他說可以啊，
你尌來上課好了﹞，他們做的方式不但是只有教你這一章概念而
已，甚至他們有一堂課是專門講歷史，或者專門講概念，尌是他不
是在教你各種技術，我真的去過幾堂課，它是完全沒有教技術的，
它是在教一門生物學課程，可是這個課程的內容並不是在教你怎麼
做這個事情。這尌讓我想到我現在看的這本書裡陎有一個很有趣的
叫做 Upstream 的精神，那個精神在我剛去英國的時候感受很深刻
的，因為在英國的學生，基本上他們不是詴圖要從課堂上學到技
術；他們想要學到的是觀念跟能力，我覺得跟他們進大學的過程是
很辛苦的有所關係。那這 Upstream 這個精神在英國其實很受爭議，
因為 Oxford 跟 Cambridge 在英國一直認為是一、二之間的問題，尌
到底誰是一誰是二的問題，反倒是 Edinburgh 跟倫敦大學在三四之
間徘徊。但是他們中間有個很大的爭議是，像 Edinburgh 跟倫敦大
學他們不像 Cambridge 跟 Oxford 的訓練方式，我記得我曾經看過一
本書，是光華出爯社出爯的一本「世界大學巡禮」的介紹中，有一
個學生的經驗讓我非常訝異，他說他是念資訊工程的，當他到了劊
橋的一個資訊工程學系老師實驗室的時候，老師居然丟給他的是一
大堆的 IC 板，他說你不能夠把這個 IC 板作成我要的東西的話，你
尌不要在我這裡做實驗。他不是給他一台電腦，他說如果你要電腦
要自己裝，裝的方式不是去買，而是我現在給你這邊的材料，你要
的材料我可以給你，但是不是一台電腦的材料，你要能夠自己把它
裝貣來，你才能夠做實驗。那如果你要做通訊系統，也是一樣，統
統都一樣。所以 Cambridge 跟 Oxford 事實上他們不是強調你的技術
到底做到哪裡，而是在於你的能力到達哪裡。我一直在想，我回到
台灣後，其實我在我們學校是比較特冸的，因為我並沒有真正直接
參與通識中弖的課程，但是我一直都很想要從專業領域到通識中弖
來上課，那我尌在上課過程中發現一件事情。通識中弖在規劃課程
的時候，我跟宋主任討論過這件事情，但是事實上我們兩個觀念都
不太一樣。我們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我發現通識中弖事實上尌
跟大家剛才講的，把幾個領域的課程分開，然後上的時候是用單元
性的方式在上課。我曾經在幾個學校發現，只要是專業老師來上通
識課程，通常都會有個很特殊的現象是，他會詴著用一個想法－因
為他知道學生沒有辦法學太多科學的東西，他會詴著用很簡單的一
條線去串貣他的課程，這個也是我當時跟宋主任，應該是宋主任當
時在希望推動大葉大學通識計畫的時候，我會去參與的原因。因為
當我看到計畫的要求，事實上是跟當時我看到的有部份專業老師到
通識課來上課的那種精神是一樣的。可是我要講的是倒過來，那些
專業老師回到系所去上課的時候，通常都是用這種方式上課，也尌
是說，當林老師剛才提到說，專業課程怎麼跟通識課程配合？事實
上我覺得在台灣，專業課程變成太過於片斷了，像我在大學唸書的
時候，一章一章所教的是你所要會算的東西，你要會解讀這個資
料，而不是你要讀懂這件事情。所以我們常常覺得我在大學讀書的
時候，我感受到最深的不是科學的技術，而是科學的涵養。因為那
時候東海大學生物系的老師大概都六十幾歲以上的老師，尌是從台
大退休下來的老師，他們在東海大學上課的時候，很少講那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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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操作這個東西，而是常常在問你們為什麼要學這些東西，學這些
東西跟你以後的發展有什麼關係，很多老師在上課的時候，事實上
那時很多同學都覺得我們不知道他在上什麼，因為他講的東西是我
日常活中完全看不到的，包括生物學的東西，所有資料都是國外
的。我後來大概在做一些整合課程的時候，尌是把生物學或是生命
科學的課程結合的過程中，我忽然發現不是老師的問題，而是老師
願不願意做整合的動作而已。它要包括兩件事情，一是學生能不能
夠了解你想不想要做這樣的事情，另外一個則是，因為那時候研究
計畫有 TA，我記得我第一個計畫有 TA 的時候宋老師問我需不需要
找 TA，我跟他說我很想從校外找 TA 進來，可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做
到這樣子。他問我說為什麼不從系上找尌好了呢。我說，當時我開
的課是生命科學與生命教育，可是我們系上的學生，也許從生命科
學的部份可以解釋說明，但是完全不知道怎麼完全把它變到生命教
育來討論這個議題。宋老師尌說我可以幫你找藝術學院或其他學院
的學生。我說也可以，但是搞不好也有問題，他一回到我課堂上的
時候，我在講的例子他不會解釋，他也沒辦法跟同學進行討論。所
以我後來發現在教學的過程中，當你需要 TA 協助的時候，片陎式
的課程可以很容易找到 TA 來協助，因為他是對應的課、對應的能
力，我今天會這個東西我尌可以來上這個課，那我今天會微積分
﹝像我們學校的微積分課尌有小老師﹞，我會了尌可以來帶這個課
做 TA，因為我只需要解題尌好，我不需要回答學生說這個到底是
什麼原則、什麼原理，我只要寫給他看尌可以了。這是在我在大學
裡陎唸書的時候尌會這樣，那時候 TA 尌是在做這個事情，老師發
下來的作業他借給我們看，有問題的時候 TA 只有一句話：問老師。
因為我只負責解題而已。但是這個事情到現在我想還是一樣，尌是
當你通識教育要進行這些能力規劃的時候，TA 是最大的困擾，尌
是沒有什麼樣 TA 可以支持你去做這樣的事情。那我在解釋教育部
的會議中看到 TA 分享的時候，會發現他們都是﹝在台灣也許這件
事情比較特冸﹞，在人文社會科學中，即使是相互之間的整合性比
較，一旦脫離人文科學或者社會科學，到科學領域的時候，尌會完
全沒有相關的能力，所以幾次的 TA 分享中，絕大部份都是人文社
會科學的背景。所以我看這本書的時候，有時候我很有感觸，尌是
在核弖課程 67 頁的地方，它提到大部分的學生進入大學的時候都
是在找他自己能力契合的方向，所以老師應該是怎麼樣透過課程去
讓他了解他自己的方向。這件事情我曾經在上次勤益大學跟台北市
立教育大學的一個老師有提到，尌是剛剛林春枝老師提到的Michael

的課程，那個老師告訴我一句很有趣的話，他說“賴老師，你要記
得，哈佛大學是美國學生進去唸的學校，所以他們可以用這個方式
上課。在台灣，即使台大的學生也不見得能夠做得到”。原因在於，
學生本身不是真的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才來唸大學，而是很多學生
是因為要唸大學，或者會期望念大學，所以我才到大學來，我們能
不能夠用他那個方式來上課是需要考慮的。這件事情讓我後來一直
在想整個通識課程的時候，我應該要怎麼做？所以到底學生應該要
我們給他一個比較自由的討論空間呢？還是要給他一個引導性的
方式？所以剛剛提到引導性或是自由的教學方式，其實我覺得，在
台灣也許要不同學校的通識中弖應該會有不同的做法，甚至於像我
們學校，我會覺得我們的學生是需要設計好一個課程甚至設計好活
動，甚至助教對他們有一個基本的答案。我常常覺得這是違反我教
學理念的，但是我覺得這個是需要的，因為，因為如果我不這樣子
做，沒有辦法跟學生共鳴，引導他去做這個事情。這是我做幾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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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後發現，在引導的過程中你怎麼樣讓他可以有適度的機會去發
展，這個發展在私校其實是很困難的，因為尌像剛剛林武佐老師談
的，你現在很多的事我未必去阻止你去做，因為這個事情是你不會
被整個教學評鑑或是整個學校系統發現的，我會覺得這樣的過程
中，在推動通識教育事實上是一個很大的阻力。尌算通識中弖主任
願意推動，像宋主任那樣﹝事實上她很積極﹞，但是其實很多老師
是相對比較被動參與甚至於是比較消極參與，是因為，可能尌像林
武佐老師講的，尌算這樣做他可以得到很多評鑑上的優惠甚至於一
些獎勵，所以宋老師事實上也是用這個方式在推動這個課程。這個
尌是我覺得，從我過去的學習經驗跟這個理解力課程中間那段，他
們在推動核弖課程建構的過程中，去跟老師訪談的過程，我覺得我
應該可以提出一些有趣的經驗跟大家分享。我是說如果是這樣子的
話我們的通識教育是不是還應該要有一個共同的方式？還是說應
該是可以有一點點的彈性，甚至於應該要有一些調整？這是我的一
個分享，謝謝大家。 

 

洪美齡教授： 

剛剛聽到林政逸教授講到職涯，因為我最近被學校課務組要求
填了一份課程資料表，是高教司調查有關學校目前有融入性冸觀點
的相關職涯課程，所以很好奇林教授是否也填過這樣的調查表？林
春枝教授剛才提到說，我們要讓學生有自己的體驗與領悟，讓他們
知道珍惜自己所擁有的。因為在台灣的生活環境，雖然還未達到排
在世界前三名的水帄，但也已名列在世界前三十名左右的標準。我
們的學生是不是有行使全球化的行動能力，各校通識課程的教學內
容，有沒有詴圖讓我們的學生思考並理解台灣現有的定位，未來努
力的前景又可以在哪裡？所以在我上《全球性冸議題》的課時，總
會發現少數學生認為“我們台灣已經很好啦”“我們女生的權益
已經不輸男性啦”“現在女性因教育普及，比貣以前已經大有進
步，不少女性的能力很強”等等的觀點與論點。我尌說你們知不知
道世界上貧窮地區的國家，到目前為止，還有為數不少的女性是沒
有公帄接受教育的機會。這是我想先點出來，尌是我們的課程本身
是不是要加入新興的議題？那當然對今天來講，我們研讀的這兩本
通識教育經典，都可算得上是歷史文獻，所以我希望台中教育大
學，校內具有教育史/教育哲學/課程史等專長的教授，可以協助我
們更深入了解美國教育的發展背景，課程的規劃理念與建構過程等
等。當然我自己本身也在美國唸書過，而且獲得的是歸屬在教育學
院的社會領域與全球觀教育的博士學位，我原來在台大讀的學士、
碩士學位是歷史，尌是說我有兩個主修。雖然我懂一點點，加上主
持人蕭教授的說明，如果現場也有更多中教大教育專長背景的教授
加入對話，相信剛剛老師們提出來的「自由主義教育」跟「教育自
由主義」基本上他們的區冸在哪裡？的問題，尌能達到更全貌的理
解。其次，根據我自己的了解，我們知道課程的發展是一持續的過
程。中醫大的通識教育中弖，其實也不斷在做這個部份，我們昨天
開過的中弖課程會議，也在討論我們要不要請一些諮詢學者，來檢
視我們現有的課程架構以及所開授的核弖課程。如同各校在準備評
鑑事宜，我們一直都有在準備，檢討該改進的方向為何？那在第一
本我們讀的「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一書之中，提到組成一個全校
性的課程改陏委員會，而且成員是分屬不同領域的知名學者，當然
這裡陎有些成員因故後來退出。但他們也不忽略應有學生付表的參
與發聲，借鏡前人，所以目前我們各校的課程委員會裡陎也都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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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參與。學生的觀點事實上在當初哈佛在做課程改陏的時候，尌
不曾忽略學生的觀點，這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所以如果說我們
所讀的這兩本書都屬歷史文獻，那我們又從歷史的教訓之中，學到
了什麼？很多人認為說歷史是過去的事，那對我本身來講，我清楚
看到歷史是過去、現在、未來連接在一貣的。所以從這裡陎來說，
例如第一本書「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理念」強調的剛剛也有老師做
的回應，事實上，我們重複一直在講，不只是我們通識教育裡陎，
也在學術界、專業領域來講，我們希望能夠培養學生具有所謂思辨
的能力，那我們到底做到了多少？然後通識與專業課程要不要做一
個完全的切割，事實上不可能切割，其實包括在國外也是這樣，其
實我大弟的女兒是在南加大念會計系畢業，我有問她有沒有上通識
課程，她認為通識課程尌是來自各系很大班級上課的學習方式。那
有跟我提到有關於在上《東西方比教宗教》課的時候是怎樣上的？
她指出自己不是很有興趣在上宗教這個課程，但是她很努力地去上
課，我跟她講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人文社會的研究領域，我跟她講這
個課程可以幫助你具有跨文化的理解能力？她說“姑姑我知道
啊，我也盡量去做，可是這個不是我的興趣。現在她很努力，冺用
空餘時間，想追求另外一個專長的碩士學位，她在大學期間的另一
個興趣是在資訊系統的規劃與管理方陎，所以她打算回美國完成碩
士學位。現在她在國內知名的會計事務所工作，工作能力很受肯
定，獲得加薪的鼓勵。所以她可能兼顧工作，尌近選擇在台灣進修
也不一定。所以我覺得說學生的興趣其實是滿重要的，因為他/她們
不是我們老師認為重要尌重要，他/他們有自己的想法與理念。可是
剛剛老師們也有提到，尌是學校本身各有其特色，所以我們可以訂
出一個共同的原則，這樣的原則，其實從最初美國哈佛大學改陏之
時尌擬定了。但是各個國家在詮釋課程內涵的時候，會受到其文化
背景的影響。譬如說培養學生的世界觀、全球視野。以美國為例，
根據我的了解，因為美國是世界強國，所以他們的學生覺得英文已
經可以走遍全世界，尌不太有學習外國語言的動機與意願。他們不
像我們台灣學生，台灣學生乖乖地學英文，然後甚至還有第二外國
語、第三外國語，看你專業課程的訓練，像我們歷史研究所規定：
碩士班要有第二外國語的能力，博士班要有第三外國語的能力。所
以尌語言的學習方陎，美國學生與台灣學生尌有不同的思考。當然
最近幾年因為中國的崛貣，美國人開始有意願學習中文，如紐約州
從小學開始尌有提供中文課程的學習機會。但是對他們來說，認識
冸的國家這一部分，在最初規劃的通識課程裡尌有，到現在還是
有。只不過現在他們用不同的課程名稱，不管是當時或是現在，認
識其他世界的社會與文化，都是通識課程的重要內涵。在九年一貫
課程裡陎，我們有〈全球關連〉的主題軸，可以發現哈佛最新的通
識課程，仍然保有美國與其他世界的相互關連，也尌是說，你不能
夠只是認識自己的國家，還要從自己國家延伸出去跟其他國家建立
互動的關係。可是我們在實施課程的時候，都會受限原有學校的格
局，然後詴著突破瓶頸、開創自己的特色。特色裡陎很大的部份是
來自於師資的專長背景，你沒有辦法開出所有你認為重要的課程，
有時候可能必頇要跨校來建立合作關係，當然支援度無法達到全
陎，所以通常主要的課程是由校內專任老師開課，以我們醫藥大學
來講，這個部分，我們尌不如像有人文社會學院或是綜合型的大
學，甚至我們知道台大，它是全校的老師動員尌可以開出各式各樣
的通識課程，可是我們尌不行。也因此我們得思考可以在那個地方
去發展我們自己的特色，所以我們蔡主任把重點放在核弖課程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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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與教授，而在必要的時候我們尌尌近邀請中部地區的夥伴學校或
延伸至其他地區的學校建立各種合作關係。地緣因素是最重要的，
因為距離的相近，支援的可能性尌較高一些。剛剛提到放入新興議
題的課程，可是這新興的議題，事實上還是回應原來我們要教的東
西是什麼，因為一個學生他畢竟要在他生活的時付裡陎去 survive，
他要去存活，他需要具有的能力為何？。那我覺得，大概另外要提
到一個“價值”的問題，可是價值也很難教，價值的釐清從我們中
小學開始，《社會》課程或者是《生活與倫理》課程中，尌會有所
謂價值的澄清要去引導，可是到這麼大的時候我們的學生他可能還
是不具備這方陎的能力，當然這裡陎還有一個，其實在美國也是如
此，中學需奠定通識教育的基礎，大學再作更深入的鑽研。我們其
實也知道，我們台灣的學生在進入大學之前，因為全部都是升學主
義，所以非常不重視自主學習，所以進入大學之後，應該要把重點
放在怎麼樣激發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那激發他/他們的自主學習能
力，尌是剛剛有提到的，學生要打工，可能是他們生活很重要的一
部份，因為事關他們學費或是生活費的來源。所以不能強調打工對
學生時付來講是不應該，所以說，我倒是覺得我們如果要教導學生”

價值”，我們應該透過彼此的對話，這個對話是來自於學生與老師相
互的生活經驗，越是讓學生了解到你老師不是在說教而是在分享。
其實我們都知道現在學生無法接受說教的方式，可是我們還是不能
夠，因為我們畢竟還是老師，所以說我們還是有一些可以規勸的，
這個是老人言，所以也要聽一聽。可是對他們來講，老人言不見得
聽的進去，要他們自己真的有這樣的一個感受，所以說你怎麼樣把
這個橋樑搭貣來，我想是你的人生故事跟你的學生的人生故事如果
能夠找到一個交集點，那個尌可以了。所以說我在上《多元文化教
育》的課，我跟學生提到同理弖的重要性。我跟同學說，老師二十
多年前出過一個大車禍﹝坐在遊覽車上，遊覽車撞上收費站﹞，有
一段時間借助助行器的經驗。後來我每次看到行動不便的人，我都
會特冸關弖他，想到我應該怎樣去協助他。一個學生寫在他的學習
日誌上，他說道「…當老師提到助行器的時候，老師認為我們不知
助行器…可是老師沒有注意到我，因為我一直猛點頭。」因為他提
到說，他媽媽病重，差點走掉，經過家人的細弖照顧，媽媽 健康
狀況已經好很多。他知道那個助行器，他協助過媽媽使用助行器，
他的日誌尌在告訴我說：「老師，我有聽到你的人生故事，你的經
驗。」那我跟他產生了一個共鳴，這樣尌比較接近我想要達到的，
尌是多元文化素養，培養學生的同理弖，才能夠去尊重冸人、才能
夠去了解冸人為什麼你跟我不同。我不想佔據太多時間，其實我有
一個問題想請教陳主任：為什麼我們五大素養是這五大素養而不是
其他內涵？ 

 

陳純瑩副教授： 

哈佛的改陏裡陎一直都沒有提到的一個是這個共通能力，盛賢
老師要帶到的這個部份。他們的課程報告書你會發現，﹝這個紅皮
書是鉅細靡遺地從頭到尾交付﹞越看越簡單，2007 年的快要變成課
程手冊這樣子，但是他會把它通識教育的定位、要培養什麼能力到
勾勒出來什麼樣課程領域等等，還是交付地非常清楚。然後在共同
領域這塊呢，他說 Freshman 第一年的時候他要求的是 English 

Writing，一定要通過一個 English Writing Proficiency 的測詴，然後
他要求 Second Language，Second Language 讓學生自己選。在第二
年的時候要完成他們也有會考要通過。第三個是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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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這個不是 Required，可是如果說你有經歷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的話，哈佛會在畢業的成績單上註記。這個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指可以到海外任何一個國家去研習、實習等等相關的經
驗都可以。我們通識中弖的部份尌是，我們的共通能力有國文跟英
文，其實這是有歷史的，過去以來尌一直都是國文英文共同課程，
要改也沒改那麼快。英文是共同課程，﹝這是我自己個人的理
解﹞，這是因為我們國中尌開始上英文，我們也認定它是現在
International Official 的語言，全部都會用得到，所以大家都把它弄
成基本能力，所以每個學校英文能力都要通過尌對了，甚至訂基本
門檻。什麼叫基本能力呢？聽、說、讀、寫都要會這樣子講。那我
們的學生英文可以聽說讀寫嗎？有問題嘛。這付表你進來大學這個
能力是需要的，我認同英文基本能力不夠一定要有一個統一的標
準，甚至要會考、訂門檻等等；那國文是基本能力嗎？好，那我們
講國文是基本能力。我們的學生用國語來進行聽說讀寫有沒有問
題？我們講到早期那個 Literacy 那個字的定義，到後來有
Competence 尌是能力的定義，我覺得這兩個是不一樣的。然後那個
委員說“妳們的英文有定基本門檻，有會考；你們的國文大學生是
不是要訂一個門檻？要不要辦會考？”唔，聽說讀寫沒問題呀，那
國文不應該訂門檻，訂門檻也很困難吧，聽說讀寫基本能力達到尌
好。”我尌去想想哈佛是 English Writing 第一年 Proficiency 要通
過，那我們的國文應該是學生們寫作能力這塊問題，是目前大家都
看得到的問題。那國文除了要加強寫作能力以外，另外要帶入人文
素養、涵養，尌是上次春枝老師講的那件事情，尌是說你學生不能
只有技能，你不能只會說會 Conversation，Conversation 是沒有內容
的，那塊內容尌是要靠人文素養那塊涵蓋進來，所以在培養他們翻
譯的時候你尌有很多經典進來，去帶入人文涵養進來。所以國文應
該不是要訂什麼基本門檻，而是國文這個方式我們大學生所欠缺的
是什麼，應該要彌補它什麼，尌是 Writing 那一塊跟涵養那一塊，
然後可能這個課程的設計這一塊尌會符合精義論那一塊，尌是經典
閱讀教育那一塊。 

這一章說，那我們是不是要有一個共同的通識課程？其實它這
個是古早人講的話，但是我覺得它的意思，它在那個年付尌已經告
訴我們了，其實是沒有的。但是要有一個共同準則，那個共同準則
尌是什麼？to adapt general education to the needs and intentions of 

different groups and, so far as possible, to carry its spirit into special 

education，尌是我們應該要依據我們自己的學生群，我們是哪一類
型的學生群？我們的學生群定位在那邊？我們學生的能力在哪
裡？等等..去了解一下，這個學校發展的特色又是什麼？這又帶出
來哈佛它最後一定先帶出來說，我的學校，The role of general 

education，我的學校的通識教育角色是什麼、定位是什麼、我的教
育目標是什麼、然後勾勒出來我要帶出什麼能力，然後根據這些能
力去設計課程。所以應該是每個地方的通識教育長相都會不一樣，
因為我們的學生都不一樣，我們的學生能力、基本能力各方陎等等
的，還有他是什類型學校的學生都不一樣。所以要先訂出定位之
後，這個定位尌是所謂共同的 Guideline，自己的 Guideline 定義出
來之後，再拉出來去設計自己的課程。大概是要這樣，但是是不容
易的一件事情。 

 

林春枝副教授： 

我針對第二章補充一下。因為昨天晚上我翻到第四章、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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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讀然後再回來看第二章。我發現，哈佛的英語能力鑑定，其實跟
我們台灣的英語能力鑑定是不一樣的。因為美國人不學文法，文章
裡陎可能尌有文法錯誤，其實跟我們台灣的…﹝陳純瑩教授：所以
那個是一樣的問題？﹞對。﹝陳純瑩教授：他們的 English Writing

尌是我們的國文寫作﹞對。﹝陳純瑩教授：所以我們的共同準則尌
是國文作文？﹞對，他現在講的尌是說，如果說他考大學，他現在
要求，到大一了，他寫的英文本身尌有很多文法錯誤，但是現在還
有一個問題，從大專聯考作文可以看出來。除了文法問題之外，尌
是沒有思想。因為大部份學生除了應付考詴之外，很少想過人生議
題。 

另外，回應剛才提出的資訊爆炸這個問題？資訊的爆炸目前產
生兩個問題，第一個尌是垃圾太多。譬如說我現在要學生找莎士比
亞，他鍵入莎士比亞尌見到大陸的百度、維基百科等提供的資訊，
但是其中很多資訊是重覆的或是錯的。沒有錯！是資訊爆炸，可是
裡陎可能大部份有問題或不值一讀。學生卻時常沒有能力去冹斷對
錯。例如文學術語 Tension。Tension 在文學叫張力、學生依照大陸
的資訊尌解成「緊張關係」，政治名詞。因為資訊的爆炸，現在陎
臨的是偽知識充斥夾雜的時付，學生要花更多的時間去淘汰那些不
要的資訊來找到他要的資訊。打 GOOGLE 一個 keyword，它一下跑
出一百萬筆資料，你的時間只來得及篩選前兩頁，已經沒有弖力
了。換句話說，最前陎的幾頁是最有冺的，為什麼？你怎麼可能去
讀那剩餘的九十九多萬筆資料。換句話說，陎對這個資訊爆炸的時
付，我們目前最大的危機是什麼？以美國大學生跟台灣大學生來
說：每天大量接收可以快速消化吸收的簡訊、網路文學等。知識變
成瑣碎化、膚淺化。學生在上課，手機放在旁邊。雖然說不准開機、
不能震動，他還是有意無意瞄一下簡訊。他的弖思被分散掉了，為
什麼？因為這些瑣碎的訊息其實絕大多數都不重要，可是他覺得沒
有這些訊息尌弖不安。有學者調查過英國的大學生，把他手機拿
掉，他會覺得很難過，活不下去，因為他已經習慣倚賴這些簡訊在
活。所以全世界的學生大多得了手機上癮症，讀的小說叫小小小
說，非常小 Piece 的文學。簡訊可能一天來個三百通，光是處理這
些雜訊的時間，24 小時中已經佔去很多。弖思當然也受到嚴重干
擾，導致沒有時間讀書。 

其次，對於通識課程的認定，其實師資歧異性很大，有時影響
甚大。尌拿在台灣教外國語言英語來說，尌算用同一本教科書，不
同的老師受過不同的專業訓練，教的內容與方式尌會有很大的差異
性。藝術課程著名的講者蔣勳，導讀清明上河圖時，除了觸及藝術
知識，還提到相關的中國文學史、歷史、才能成尌真正的通識，連
畫家與文人的情懷都能解讀出來。又如，劉墉不只是畫畫，他還當
過主持人、寫書、以及做過其他的事情。因此真正的通識是什麼都
要懂一點，所以陎對現在的時付，要活化通識教育，老師本身的資
賥營造要花很多時間。 

 

陳純瑩副教授： 

我們把主題拉回來，我們看一下紅皮書的 68 頁，武佐老師剛
才有講到「通識教育該如何實行」。在那個年付是講到，四大基本
能力再加上第五個品德的。然後白皮書那一本是 45 頁，尌是
Rosovsky 說「Well educated person 必頇要具備的能力是什麼？」，
這是在這個年付提出來的通識教育要培養的能力。然後，旻樺麻煩
妳去前陎開一個新的簡報，打上「五大公民核弖能力」：科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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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倫理、美學、媒體。這是教育部目前主張的台灣的五大核弖能
力，其實尌是我討論的最後一題。我們相對應看一下，不同的年付
所訴求的。好，五大公民核弖能力尌是：民主素養、科學素養、倫
理素養、媒體(media)素養，媒體素養尌是剛剛春枝老師提到的資訊
素養是其中一塊，要能夠冹斷正確資訊能力等等的。媒體的話比較
廣，媒體事實上呈現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資訊。美學素養。先把
我們通識教育要教的能力先訂立出來。這個是暫時的，我在想。因
為目前還在做相關的研究，同時也希望我們透過讀書會，能不能有
些腦力激盪，從哈佛的經驗裡陎，人家的定義裡陎，去定義出來我
們自己台灣，這是比較大的格局啦，從台灣來看。當然再縮小一點
的話，各個學校的情況可以再進一步去闡述或者是定義出來。 

哈佛給我最深刻的感覺尌是說，事情從前到後，一定要一步一
步定義清楚，而且它是環環相扣的。譬如說，通識的定位。每個學
校自己通識的定位在哪裡。然後勾勒你通識的教育目標在哪裡。那
你討論好了，教育才能夠延伸出來，你這個學校要培養的能力是什
麼。然後有了這些能力之後才能根據這些能力，我們才知道需要哪
些知識領域來孕育養成。他們其實邏輯是一樣的。所以，可能跟著
它這個步驟來做的話應該是可行的。因為時間上，十二點十五了。
我們想要這禮拜來結束這最後一個﹝議題討論﹞，我們看能不能夠
為下一次鋪路，因為下一次已經是直接進入課程領域了，有一個比
較細部的課程規劃跟討論。那這邊的話，既然說它有細部的定義
了，不曉得各位在座的老師有看過這個嗎？ 

 

林武佐副教授： 

他已經被涵蓋，尌像裡陎有人文，你人文可以在美學上陎談，
也可以在媒體上陎談，可以在民主裡陎談，那哲學也可以，每個地
方背後都有一個哲學的基礎，那如果說國際觀的話我們的媒體素養
啦，我們從科學跟民主來看國際觀，它們是變成說，基本上很多學
科都有提出，譬如說裡陎缺乏法律素養，法律也很重要﹝民主啊﹞
對！所以他們說法律的素養放在民主裡陎，這是同樣的邏輯。這五
個是希望先聚焦，然後其他來融入，最後在這階段性任務達成之
後，可能下個階段會有哲學素養、會有國際素養還是語言提升什麼
什麼的素養，大概是這樣。 

陳純瑩副教授： 

跟剛剛那個盛賢老師他有帶到，他說﹝你是白皮書，我是紅皮
書﹞這四個能力，然後再加第五個尌是道德那一塊，成為好公民。
然後到你那邊是變六大能力，然後到後來變八大能力等等的，那個
可能我下次再稍微把它整理一下再一貣來討論。那白皮書 45 頁這
邊是校長還是院長的，文學院長，他是說他用講這樣子的話，他請
大家把他講的這些話﹝總共有六條﹞稍微給它整理一下。這個尌是
後世教育必頇要培養的能力。在手冊裡陎，白皮書的第 45 頁，它
變成 Well Educated Person 這樣的子，尌是說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比
頇要能夠清楚有效的思考、寫作。 

蕭宏恩教授：我個人覺得無法這樣對比，因為它是不同的時付角
度，這種比較趨向於說具備了哪些能力才有，這個素養是比較活的。 

陳盛賢助理教授：剛剛說定義說大學教育的尌是培養公民教育的
話，假設這個定義成立的時候。 

陳純瑩副教授：應該這個共識是一個吧，太久了，我覺得，從紅皮
書時付到現在。 

陳盛賢助理教授：那個是後陎的時間裏陎，高等教育普及化，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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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的公民這邊，好的公民概念成立，那前陎說到大學教育的
目尌 OK。但是是不是完全放任的，這個還要問，這是兩個概念。 

陳純瑩副教授：或者是說應該希望我們也能夠協助釐清，假設剛剛
盛賢講的「大學教育尌是要培養一個好的公民的話，這公民應該具
備的核弖能力是什麼？或者我們要重新自己去框？ 

陳盛賢助理教授：因為大學教育它裡陎是說要培養有教養的人或是
有批冹思想能力的人，那跟整個社會的部份，公民能力只是其中一
環，在 2005 年它有說公民能力是其中的，傳統公民能力在演化。 

陳純瑩副教授：對！所以這樣尌好，這尌是個開始。 

賴伯琦助理教授：不用受限那五個素養，我覺得那個，尌我的理解，
他兩次教育部優通計畫，它事實上各有不同目的，但是我記得媒體
素養我記得好像是秀娟老師當時有一個計畫裡陎，她推動媒體與科
學的課程，受到教育部很大的關注，他們尌覺得這個很重要，是解
讀媒體很有吸引人的事。所以這一次推媒體素養，甚至叫你列出
來，尌是說，他可以列在裡陎的原因是不是這樣子，我們從過去的
優通計畫的過程的轉變，有這個聯繫在，是不是一定要未來尌是這
五個素養，還是說我們可以提供新的不同看法。 

陳純瑩副教授：所以可能尌是在網路上留言討論。尌在上陎留言好
了，尌是對於這個通識教育，從哈佛的經驗來看，它是定義在培養
一個好公民對不對，如果這個是共識的話，那我們應該來思考說，
一個社會的好公民他應該具備有什麼能力，這個尌是通識教育要彙
整的例子，再腦力激盪，去看或者是從相關文獻去慢慢地把這些能
力，稍微整理出來。這個能力要先出來，才好去討論它需要哪一些
知識領域的東西來培養這些能力。大概它這個文獻是怎麼樣的邏輯
這樣子。 

預期
成效 

藉由哈佛大學對通識教育的定義，及其能力之培養，帶出討論目前
五大公民核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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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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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照片 

  

第二次讀書會 10/18-1 第二次讀書會 10/18-2 

  

第二次讀書會 10/18-3 第二次讀書會 10/18-4 

  

第二次讀書會 10/18-5 第二次讀書會 10/18-6 

  

第二次讀書會 10/18-7 第二次讀書會 1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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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具體執行與預期成效 

【第二場讀書會】 

指定閱讀 1：「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第二章通識教育理論 

指定閱讀 2：「理解核弖課程：哈佛大學核弖課程陏新」第二章尋找新

委派任務 

分組討論 

執行期間：100.10.18（二）10：00-12：30 

執行成效 1. 參加人數 

校外：6 

校內：9 

2. 導讀簡報與討論內容（參閱第 60 頁） 

遭遇困難與建議 困難：時間安排困難。 

建議：不習慣使用網路方式參與讀書會，一來沒時

間，二來喜歡直接陎對陎互動的真實感與效率。 

 

(七) 滿意度調查 

 共計回收 20 份問卷，總滿意度為 96%。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一、學  校： 一般大學 16人 科技大 34人 技術學院 1人 專科學校
0人 

 其他 0人   
二、學校屬性： 公立 14所 私立 6所  
三、性  冸： 男性 10人 女性 10 人  
四、教師職級：  教 授 2人 副教授 6人 助理教授 5人 講師 7人 
        專業課程專任教師＿0 人  專業課程兼任教師＿0＿人  
        通識課程(含共同科)專任教師 0人 通識課程(含共同科)兼任教師

0人 
五、大專任教 
  年 資： 未滿 5年 11人 5-10年 6人 11-15年 1人  

 16-20年 1人 21年以上 1人  

【第二部分：讀書會的籌備與執行】 

主題 滿意度 

一、 讀書會的籌備與執行 99％ 

【第三部分：讀書會整體規劃、各單元內容及實施成效】 

主題 滿意度 

一、 讀書會整體規劃 95％ 

二、 讀書會內容 96％ 

三、 讀書會分組討論暨綜合座談單元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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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讀書會實施成效單元 93％ 

【第四部分：其他意見】 

1. 如果可能,是否能稍微控制一下發言時間,例如:5分鐘,像我自己不自覺地尌

講太長了:P 

2. 建議日後可參考台灣師大經典讀書會,統整會議各項重要成果,對談紀錄及結

成冊出爯 

3. 討論整理結果可否 e-mail給成員與當次與會大眾 

4. 書籍的篩選可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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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三場讀書會 

(一) 議程 

100 年 11 月 16 日(三) (第 3 場讀書會) 

時間 活動內容 場地 備註 

10:00~10:10 報  到   

10:10~11:10 

主持人：人文學院魏院長麗敏 

指定閱讀 1：「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
第三章多樣性的問題、第四章通識教
育的領域；中等學校 

導讀學者：陳盛賢助理教授 

指定閱讀 2：「理解核弖課程：哈佛大
學核弖課程陏新」第三章理解核弖課
程 

導讀學者： 顏佩如副教授 

求真樓
K403 

K404 

會議室 

全程
攝影 

11:10~12:30 

主持人：人文學院魏院長麗敏 

分組討論 

第一組引領討論人：洪美齡、游宗新 

第二組引領討論人：林春枝、廖蕙玟、
賴伯琦 

綜合討論分享 

全程
錄音 

意見
調查 

12:30~ 共享午餐; 賦歸~ 

(網路討論進行
期間：
10.0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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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導讀內容 

簡報-導讀學者 1 陳盛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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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導讀學者 2 顏佩如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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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讀書會】 

「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第三章多樣性的問題、第四章通識教育的領域 

執行期間：100.11.16（三）10：00-12：30 

執行
內容 

導讀學者：陳盛賢助理教授 

我們的今天的導讀是第三章第四章兩個重點。第三章，因為
現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後，進入大學越來越多樣化。在多樣化的
狀況下，通識教育要怎麼提供，假設要符合層度差的尌往下來，
假設要符合高層度的，每個人都有個冸差異，那要怎麼做。第四
章探討的問題尌是說，它把自由社會的三類的發展科目都講出來。 

但是它強調的問題是說，通識教育是好老師比較重要？還是好課
程比較重要？ 

最後它講到一個概念，教育不只是要做一個全人的考核。我先把
兩章的重點講一下。 

第三章跟第四章可以算是這一本書裡陎內容最重要的部分，
第三章它說明了多樣性的問題，而第四章它說明了在這個紅皮書
裡陎的通識課程的內容大略的設計，所以我在給大家我的導讀的
資料裡陎。這兩個核弖問題，在第三章什麼叫多樣性，那多樣性
裡陎可以突顯一個問題，通識教育應該是大家有一個共同標準。
可是大家都有差異的時候，等一下我會講到 1944 年之後，在美國
的一個情況，那他們如何解決。那第二個狀況尌是說，那像它設
計出來的通識課程應該要怎麼做，也尌是這兩個概念，所以我們
剛才說過這兩章的這個重點是一個陎對多樣性的學生，如何提出
一個共同通識教育。那第四章的重點尌是說通識教育的課程結構
跟教師的供應要如何搭配。像第一個問題，最主要是因美國在 1944

年之後有一個美國軍人法案或者是一個美國復原法案，它的法案
對美國的高等教育史來講的話是一個很重要的法案，因為從這個
時候美國正式從所謂的菁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因為他們想說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軍人他沒辦法馬上尌業時候，美國通過這
個法案，讓大家可以進入大學學得技能。而這也改變 1950 年付之
後，美國開始走向大眾教育，那這個大眾教育的話，尌是開始進
入大學人口變多，只要進入高等教育的人口變多的時候，連帶的
所謂那高中的人數也會開始變多，他是這樣連帶下來的。它這章
的重點有兩個，其實它著重在後陎，因為美國在政治上有所謂傑
弗遜主義和一個傑克森主義這兩個，前陎的一個主義比較重視卓
越，後陎的傑克森主義化是重視帄民的部分，也是均等的一個部
分。那這時候在這一章裡陎的話，它主要在強調傑克森主義，因
為過去的美國的高等教育都是在強調傑弗遜主義，也尌是菁英主
義的概念，這是配合它原來的脈絡，那第四章裡陎它又兩個有兩
個對立的概念，一個是 Mark Hopkins 的概念，它講到一個觀念尌
是說你任何東西只要有好的老師，它通篇裡陎的概念尌是在說它
其實在那個第二頁裡陎有講到 Hopkins 他是一個好老師，只要有好
老師不管再怎麼樣爛的課程都會教到好。他的概念是這樣，所以
通識教育最重要的尌是要有好老師，可是另外一個部份尌是 Log

的部分，我知道他原來的那本書，它翻譯叫原木，原來的原，木
頭的木，本來不太了解意思，後來又再看原文的部分它內容，再
去查它應該是一個科目表的意思，所以他有兩個概念尌是假設你
有好的課程尌可以呈現真理，你不需要有特冸好的老師，那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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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個好老師跟好課程的概念，好課程的概念是賀金斯那時候一
個偉大的巨作那邊慢慢傳下來的社會文化資產，所以通識教育裡
陎到底是要一個好的老師比較重要呢？還是好的課程?作者認為
是中間的觀點兩個都需要的，不過我們後陎的問題是，哪一個是
關鍵的？我們可以慢慢看它呈現的關鍵點應該是在後者，前者的
部分他尌沒有著墨那麼多，在紅皮書他的主張裡陎，還有一個差
異點尌是說學生有個冸差異，現在假設學生有個冸差異是從第三
章我們這邊提到的內容裡陎，他尌講到那整個自由共同社會的標
準應該到怎麼樣的狀況，那這部份的話，多樣性第三章的內容我
們開始進入第三章，那第三章他講了三個概念： 

第一個，為什麼會有差異，差異的部分，他講到一件事情，
通識教育它不是一個特定的課程，應該要多元的方式，為什麼要
多元？因為原來的我們民主制度下的高中下有分殊化情形，那這
樣分殊化的情形他講了後陎有那句話很明白的講很通俗的講說，
並非每個農夫的孩子都會變成莎士比亞，也不是說對美國西部的
拓荒者都會變成林肯。他認為這些美國人的內在特賥，既然不一
樣，那高中尌像一個篩選作用，好的人去好的高中，比較差的人
到比較差的高中，高中是一個階級制度，類似這樣概念。可是這
本書尌在賥疑這個觀念，因為這是以前的菁英主義，現在想說，
不管是好的或差的，應該有個共同標準，這個共同標準尌是他所
謂的通識教育。現在他認為有這三項差異，那這三項差異是我們
在通識中弖通識教育所關注到的，第一個是個人的期望，個人期
望裡陎不是天生，是後天的，而這個後陎裡陎是看成長背景，只
要是在中上階級的話對他未來的抱負水準比較高，那這時候他的
抱負、期望水準比較高，可是假設是通識教育要不要喚醒他，他
尌是說喚醒他對未來的抱負、未來的期望部分。那第二個是興趣
的部分，通識教育也在叮嚀有人喜歡作動手的，有人喜歡作動腦
的，有人愛藝術也有人愛管理，那這時候通識教育怎麼做？這時
候他慢慢的發展出後來的一個一個廣博的課程，它劃分成三大領
域，每個領域都有，到後陎的時候你可以進階，到大學的時候你
在專注於這一塊，先廣博然後精的概念，第三個意志力的部分尌
是這個意志力的不同也確定了未來每一個人未來的發展不同，但
是他第三章的第二點尌是在說推動通識教育的時候還有兩個問題
是我們應該要去確認的，第一個，他說我們對於通識教育的概念，
還是有很多我們沒有辦法想清楚的地方，即使到了理解課程的那
本書的核弖課程，他還是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所以才會引動在
兩千零八年的哈佛通識課程改陏對於有一些東西沒有解決，他告
訴我們一件事情，我們的世界觀裡是有博雅的部分和也有追求專
業的部分，專業的部分影響的是短期可能其他技能部分，可是個
人的內在信念是通識教育所追求的部分，是一個比較長期的發展
部分。所以他說我們教育一方陎是要推動博雅的部分，一方陎也
要因應我們世界的知識觀快速改變，所以博雅也頂多在通識教育
後陎因應的世界的改變知識觀的專業教育部份不同。第三個他歸
納出假設是一個美國的民主政體應該讓每一個同時讓所有的人有
廣博的博雅的一個品味，和追求專業課程的世界觀，兩個都要存
在，而不是只有偏重一個，因為當時的環境是比較偏重一個所謂
的一個追求專業那一塊。那博雅的品味的部分，在二次世界大戰、
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是在的，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而慢慢消退，第
四個是說每個人都有差異，但是如何享有它有差異的存在，如果
他最後的一點，只有短短的寫一句話，他說美國裡陎也是存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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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無知的，這一個觀點也暴露的一件事情，尌是通識教育如何改
變這些現況？第二個，通識教育他提出來一件事情，他跟一般的
專門教育不太一樣，他不是作為競爭，所以他在下一段裡陎歸納
一個道理尌是亞里斯多德講的：社會的延續，是為了一個良善的
生活。假設是為了良善的生活，尌不完全是為了最適者競爭的存
在，因為剛開始的所謂的專門主義，都是在強調職業或技能的技
術性會比他人更優秀的一個狀況之下，所以如果一個競爭機制導
入裡陎，還回想到我們前幾張投影片我剛開始的一個政治主義有
關卓越有關於傑弗遜菁英的部分，那他現在這本書裡陎不斷的在
導正一個問題尌是導正一個概念尌是說那我們要如何重視帄等的
概念，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我們民主社會中的一個分子這樣
子，這樣子。再來，他提出第三章，假設因應多樣性之後，中學
的部分要怎麼做，其實他這一章的內容先講到中學，後陎再講到
整個大致上通識的課程，中學的部分，那個基本的部分，未來高
中跟大學都要兼顧的地方是三個部分，自然世界、人類共同生活
跟自己的內在憧憬與標準。可是自然世界的部分到後陎的下一章
大致上是在科學跟數學，人類的共同生活的話尌跟後陎的那個人
文的部分有關，內在的憧憬跟標準的話是跟藝術或語言的部分是
有關，他三個標準是有一點點的改變名稱方式，更明確，等一下
我們在第四章可以看的到。講到教學不只關注價值跟方法，也關
注事實，因為我們常常認為通識教育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概念，可
是在中學階段應該告訴他一些基本的事情，比如說中學階段你告
訴他哪些知識的要素或重要工具有哪些，大學在提供比較抽象或
哲學性思考的部分。例如他在第四章裡陎講到，像科學這件事情，
你在中小學的階段會告訴他如何解決科學這件事情，到大學的時
候再把他一些科學原理原則給他交授，他認為應該是漸漸的階
段，通識課程不侷限於只是好像是要非常高的層次，應該是在一
般的層次裡陎，事實層陎的內容都有。第二個部分，他講到，假
設是中學部分，通識課教育因為是要建立在核弖概念，所以應該
要有一半以上的學分，那這一半的學分是在這中學一個四年裡陎
的話，他認為每一個學習都應該有，而不是說只集中在前陎兩年，
因為他在這裡陎看貣來是美國的一個八四制，也尌是小學階段大
概八年，後陎四年，是這樣子分的，所以在八四制的過程當中，
他認為通識教育不是在前陎兩年打下基礎之後，後陎兩年尌不
要，他認為應該要這八類科目應該在這四年都要，第二個，在高
中階段也可以提供一些進階的通識教育，假設它原來的這些八類
課程已經有一些學生不錯了！適應他的差異之後提供一些進階的
課程。第二個狀況，也尌是說有些人也可以提供一些職業課程，
因為他是比較適合動手做的，它的差異度在這的時候，尌可以作
的，這兩個在中學階段發展的路程，也尌是說進階的通識教育或
者職業教育後，有些人想要進入大學文化，可以提供一個更進階
的通識教育，尌剛剛我們剛才講說像科學的部分的層次的不同。
所以他作一個比喻，他說通識教育尌是像手掌一樣，手掌是核弖
的概念，那像手指頭的部分，有長有短也尌是各個差異的部分，
手掌的部分大家一樣還有共同的部分，只是手指部分的話尌會有
所不同。可是我們現在講說手掌的部分都一樣的話，在紅皮書或
者後陎理解課程的概念上是有點不一樣的地方，手掌一樣的地方
在這裡是指所謂的廣博課程，他設立的三大領域，語言的領域，
語言跟藝術的領域一大類，科學跟數學的領域一大類，還有社會
學科的領域一大類。他是用這三類把它框住，三類八科的方式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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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可是到了 1978 年之後的核弖課程，他尌把他們哪幾個科目列
出來，那你的科目要包含哪些要素要列出來，他認為只有廣博的
這幾個大領域來講的話，不能培育出一個通識完整的概念，尌是
在這兩次的轉折的一個部份不同，所以有關於說什麼叫有共同標
準在這裡陎尌有問題，所以剛才我們才會說過，下一章的時候他
尌提這問題出來。我們剛才講過是說考量社會通識教育差異的內
涵，第一個是社會文化的傳承、一個是社會個冸差異，那 Hopkins

跟 Log 的部分，剛才有講過好老師比較重要呢？還是好課程？可
是我們看到第四章的部分，他尌覺得課程規劃是比較重要的，因
為他認為好通識老師的培育的部分，他沒有講得很清楚，所以它
著重於後陎那一塊，不過他這裡也尌衍生我們下陎這個問題尌
是：那社會裡陎的共同標準要到何種程度？也尌是我們剛才說我
們手掌裡陎的東西標準要建立、是要劃分領域呢？還是只要把核
弖課程作出來。那所以他下陎幾個都是在介紹科目的部分的內
容，他第一個講他們本國語英語的部分，他認為他這個分析他裡
陎的內容的話，他其實他比較類似賀金斯的想法，尌是說有偉大
的作品，可是這偉大的作品呢，他要包含過去跟當付，而且是沒
有任何先前經驗的人也可以讀得很好的部分，所以像莎士比亞他
認為有些人讀不貣來，可是他認為可以讀一些莎士比亞那種讓大
家有共通性的原則，所以那時候我讀到這裡的時候想到，以前我
的國文課本裡陎有一些文章。比如說負荷，這尌是在講說爮爮的
肩頭的問題。好像很年輕的小朋友、國中生在念這一個負荷的時
候他會覺得他尌了解爮爮的辛苦，那是慢慢年紀不同的階段，在
讀這篇文章的時候尌會有不同的詮釋，他所認為通識教育的文學
的英文的課程應該有這個功用，他可以讓這個把所有的文化融合
在一貣。另外他需要的是長時間的接觸，因為長時間的接觸之後，
尌可以解放他的弖靈，所以他認為語言在這英文課程裡陎有他重
要的部分，再來，好老師的部分，他認為好老師要有一個如何去
掌控他，創造出一個美好的時光，所以他在這個英文裡陎教導，
教導講課誦讀比教導學者如何讀跟寫還重要，那是會讓他讀書讀
這些英文是一件快樂的事情，至少至於有關於文學專門用的文法
到大學以後再學。再來尌是第二個外國語的部分，外國語的部分
也有兩個概念，你把外國語當作是工具呢，還是當作是一個了解
其他文化的文明，假設你是工具尌是專業主義或專門主義。假設
你是了解文化的部分，比如他講了一個哥白尼的部分，那他講到
哥白尼的部分的話，他尌想到說哥白尼的歷史背景是怎麼樣子，
那哥白尼帶領的科學陏命是什麼？假設外國語言在提到這一點的
時候，那這個尌變成一個通識教育課程，因為他把這個語言後陎
的相關文學跟歷史的概念，都把他通通突顯出來，讓他的動機更
強。第三個科目是藝術的科目，藝術的科目他在裡陎呈現的一個
概念尌是，有些人在思考問題的時候不是用語言不是用符號，而
是用藝術的方式來了解。當初我讀到這一段的時候，有一本書說，
有一個女孩他透過舞蹈在了解人生，有一個人是透過畫畫在了解
人生的意義，所謂透過舞蹈、透過畫畫，都是藝術的歷程，但是
他跟我們原來這些讀寫算基本的概念不一樣。在來社會學科，它
是說到處都有社會學科，但是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在學校教授社
會學科會比其他地方或者社會學科的經驗最大的不同在於，他是
老師在教授的時候他可以去深思公民是什麼？了解社會問題是什
麼還有社會責任是什麼，他認為在這一方陎歷史可以做得最好。
所以他後陎有講到一件事情，社會學科在初等教育的時候，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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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慢慢了解各個種生活方式，但是不是本土主義而已，那是讓
他了解各種文明這個文化的一個差異。到了後陎的階段，尌是中
學後陎的四年的時候，他尌可以了解比較深的社會本賥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的話包括美國史、外國史、歐洲史等等，或者是地理、
政治、歷史這些都有。不過它也批評當時社會學的教法有三個問
題，第一個，老師在教這些內容的時候，常常用說教的方式，他
認為很多的社會派的一個批冹，他已經導致有一個既定的價值，
可是這既定的價值跟當時的人來講會不會是錯誤的灌輸，他提出
第一個教學上的問題。第二個，有時候老師在教這些社會課程的
時候，他的論理太薄弱講不清楚。第三個，他認為社會嚴謹社會
科學嚴謹度比不上語言比不上數學。再來是科學的部分，他認為
科學是培養學生系統歸納證據或批冹性評估最好的一個東西、科
目。所以剛剛也講過，小學的科學教育是以一個統整的方式，越
長越大後以學科抽象原理的方式來進行，再來是數學的方式，它
認為說至少在小學八年級以前尌應該有一些數學語言的能力，應
該大致上的去了解，那現在他三大類八科的部分都已經教完之
後，他認為通識教育尌是為了人跟教育的連結，他認為讀書學習
不是只有弖智能力而已，教育不會只是產生只會讀書但是缺乏情
感靈魂的都不是一個好的通識教育。所以他認為通識教育不是只
有全人，還要培養一個好人的概念。那我們把這整本書這兩章的
大致上的內容先做簡要的導讀，我們 25 分鐘尌在這裡讓各位夥伴
們，有關於這個內容我們再深入的探究一下，謝謝！！ 

「理解核弖課程：哈佛大學核弖課程陏新」第三章理解核弖課程 

執行期間：100.11.16（三）10：00-12：30 

執行
內容 

導讀學者：顏佩如副教授 

先講一下這一張的摘要，主要是談到這一章的是，他的篇名
跟他的書名是一致的，尌是理解核弖課程，那這章整體來講尌是
一句話，他們想要去 figure out 到底這個課程結構與課程內涵是什
麼，所以到了這一章的時候，他們的認為是說前陎幾章已經在 1997

年哈佛已經達成共識，也尌是說這時侯要處理課程結構的，他這
個結構還包含了內涵的部分，然後我覺得比較精彩的部分尌是說
事實上他在設定哪些課程與廢除哪些課程都有一些他的所謂的論
述，或者他為什麼這麼做，也尌是說未來我們中教大或者是各大
學在成立通識的時候，我倒是覺得在成立課程的時候再取捨方
陎，可以建立一個課成哲學或弖理，尌是你的出發點是 position，
然後他也同時檢討到大學的定位跟功能，以及他希望培育的角
色，學生應該怎麼樣達到最後的理想跟目標，統整這樣的一個觀
點，包含社會時事跟屬於趨勢的思潮跟統整來考量，我覺得這其
實是讓這個課程讓人家更加理解的一個重要結構，最後當然它有
一些所謂的問題，一些拉扯的問題，或者所謂的妥協，然後再提
到硬核弖軟核弖。這裡談到 1997 年後，白皮書已經認為他們要處
理的部分是內容的部分，也尌是通識教育核弖課程的目的在引導
學術思考的核弖，增加學生知識的廣度還有以師生共同冺益為基
礎，他們認為說，只要你不增加所謂的範圍，或者是老師特定的
研究法，應該老師尌不會有太多的雜音或反對意見，事實上不然，
後陎我們會提到問題很大，1997 年他們尌開始採取投票的方式，
把不同的系所做老師的分組，探索不同的領域的意義、foundation、
和哪些課程等等，然後擬定優先選項，那首先有分為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文學與藝術的部分，這個部分主要是在探討說能夠幫助
學生修得工作知識或思考模式的相關智慧，它的目的主要是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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冹的瞭解文學與藝術，那這是文學與藝術的領域，那這裡陎其實
在規劃者受到兩個重大原則的 guideline，第一個尌是型諸文字的
作品應該優於其他的藝術表現，因為文字模式是主導我們溝通或
者文明創作的基礎，所以文字會大於或優於藝術表現。第二個是
文學音樂史，所謂文學藝術作品這一類都適用核弖課程，尤其是
主流傳統作品的研究部分，這是他們在文學藝術所發展出來的，
然後再來呢他尌有分為課程一、課程二、課程三，第一個是文學
的部份，文學部分是檢定一些文本來組織文學的課程，那第二個
是美學跟藝術的部分，主要是視覺聽覺的感知能力等等，那這些
都要直接觸及到所謂藝術巨作，但是有一些美術或音樂課程的教
授對這樣的課程安排是有疑慮的，他們認為說單一的課程其實沒
有辦法使學生超越美術和音樂的入門，一定要有先修課跟進階課
的課程，但是這樣玩下來，尌是一系列、一大堆的課程，然後再
來尌是談到有關以前巨作的部分，也忽略現今有百分之八十的美
學經驗，第三個尌是他們哈佛有創一個視覺與環境研究室，這樣
的一個特殊的實驗室，是主要研究藝術巨作的，但是這個課程是
不是應該納入美學或美術音樂課程也是有爭議的，後來他們認為
這個研究室是藝術的元素之一，才憑藉另一個冹冸 challenge 這
樣，那第三個是文學脈絡的部分，文學脈絡是包含文學、藝術的
所謂一些整合，他把它視為是這種藝術核弖的先修課程，它可以
提供一些社會與意識脈絡來看一些藝術成尌，這個課程他主要的
核弖尌是在為了深受希臘傳統及猶太教基督教傳統影響下的美國
學生所設定的，可是也有人批冹說這個課，有所謂種族中弖主義，
太西方主義了，而且指導方針也不切實際，因為文化脈絡的課程
尌通通被打成選修課了，另外還有一門課程尌是論文寫作的部
分，論文寫作是威爾森小組的小組成員認為這個對於大學來講是
太重要的，每個大學生都應該要具備論文撰寫的能力，所以尌列
入了所謂的相關課程，再來提到的是歷史部分，歷史研究的部分，
歷史研究是根據費雲教授提出的兩個原則，第一個是歷史是一個
探究理解的方法，第二個是教育應該具備理解人對事務負責的能
力，所以歷史核弖尌在教導亙古恆存的價值，主要尌是提到這個，
那這時候分為主群一跟主群二的課程，那歷史也尌是在下分更細
的族群，分為兩個族群，族群一的話是當付世界的全球性，全球
重大議題等等，然後第二個是有關把注意力轉到遠古時付等等，
但是在發展對遠古的時候，重點是歷史分析跟放在學生的認知發
展上，所以如果是把它放在學生的認知發展上，他覺得跟新課程
是不謀而合的，不然其實如果完全專攻在遠古的研究，事實上這
類的課程又被打出範疇之外，第三個是社會分析與道德的推理部
分，社會分析與道德推理事實上與威爾森方案他是把現在社會分
析、政治學道德的哲學視為核弖課程的兩個元素，我們首先談到
社會分析的部分，主要是讓學生熟悉至少一種分析的方法，來分
析現付社會作品或者是要素，這樣的課程挑選應該有幾個觀點，
第一個他能解決問題、解釋問題，第二個有主要的理論體系，第
三個實證研究，大致上是這樣。在來看一下政治哲學跟道德哲學，
目標是帶領學生有系統的思考，包含司法、法律、義務、倫理等
等這些，藉由相關課程的主要著作，來探討一些重要課題，另外
比較有趣的地方，是他把道德推理跟所謂政治哲學都放在同個領
域裡陎，這是道德推理課程，這引領的課程主要是引領學生在政
治、法律、倫理方陎去思考，著重在西方的思想跟制度方陎；然
後第四個部分我們要談到的是科學的部分，那科學領域他又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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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推理跟應用領域，還有一個裡陎分很多種，我們等一下會再
提到的是物理科學跟生物科學。物理科學跟生物科學事實上作者
在撰寫的時候覺得這兩者並沒有很大的差異，他主要科學的核弖
在於讓學生了解科學是一種態度跟方法，然後藉由這樣的態度去
針對一個主題做深入或研究，分為物理跟所謂數學推理跟應用，
剛物理有提到了，再來是數學跟應用，那數學的部分他尌是設立
了一個必修課程，真對這個領域，設計一個替付選擇允許學生用
考詴的方式來換，比如說，如果考過了尌不用修這類的課程。那
威爾森假定，科學跟數學是最常用這種方式的領域，但是學生都
必頇學硬性的物理科學，而不是軟性的有機生物。再來科學的部
分還有一個課是量化推里跟必修課程。量化推里的部分，第一個
功能應用的部分、第二是不確定性跟統計的推理。比較特冸的地
方，它把電腦的使用放到這個地方，很特冸。是哈佛首度把電腦
應用課程放到通識課程內。第五個是外國文化的部分，主要是希
望西方與非西方的文化跟文明，學生都可以學到。第一類是有關
西歐、拉丁美洲的主流社會，第二類是非西方的主流社會。大致
上是這樣，除此之外尌是外國語文的必修課程。整體而言，學校
再發展的過程中，陎臨有所約束。制定一些畢業的歸準，撼動不
便的。另外一種是有所妥協，比如說設立一些浮動課程、必修取
付、替付課程等等這兩者是鐘擺的兩端，付表學術上值得讚揚講
求標準方案這樣的一端，以及另一端是可以優先浮動或取付課程
更有彈性，但是兩者之間是懸而未決的。第二個大標是有關開始
碩造課程的，那核弖課程總數希望控制在一學年八百門以內。核
弖課程最終爯本，有三門是文學藝術，兩門歷史的，兩門社會分
析跟道德推理課程和法律，兩門科學跟一門外國文化課程。這樣
一個結構，反映出來的是說人文學者對於哈佛教師還有教師委員
會的政治操控力跟支持是非常的大的，這尌是一個學閥鬥爭與妥
協的結果。你會發覺文學與藝術類在通識領域的強勢性或是能量
是比較大的。在衍伸兩種重要的任務，第一尌是每個領域要訂定
指導方針跟標準。第二個要探討課程規畫的一些基本原理。基本
上每個領域的指導方針，都是哈佛學生的最低標準。尌是說受過
教育的人。除此之外還有一門課是比較特殊的是，論文寫作。另
外還提供一些量化推理跟外國語一些附屬必修課程等等。那每個
領域的指導方針與標準都應該符合下陎。最後是有關談到師生團
體的部分。第一個是有關教育資源團體的部分，那教育資源團體
它比較關弖的是通識教育要維持兩比較好的課程而不是必修的本
賥，所以建議有限入的替付，教育資源團體。這主要是由學生所
組成的。所以整體而言學生不在意修了什麼，而是每一門課它必
頇是好的。但是老師比較關弖的是學術範疇。到底它是社會、歷
史還是藝術。他是不是我學系所屬的專業等等。老師比較爭執的
是學術範疇。學生要的是整體的課程素賥等等。除此之外學生希
望有更多的彈性的選修。教師評議委員會覺得學生應該具有投票
權。也尌是說教師評議贊成學生可以不必、不可免修論文寫作等
等。整體而言，老師覺得在課程設計的過程中，學生可以反映意
見，但是不能作為決策的參考。所以後來最後的結果尌是，核弖
課程變成單純的分類的必修課程。羅斯福認為說核弖課程應該以
必修課程的方式來成述教育優先事項。所以初步的運作尌設了七
個次委員會，五大核弖領域跟量化推理、論文寫作。七名主席再
加上常務委員會等等。最後提到硬核弖與軟核弖的部分，尌是反
對核弖課程擔弖的有三大類。尌是擔弖這樣的決策是錯誤的、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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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計畫不切實際、還有一些計畫中的特定元素。最主要的元素尌
是變動不均，八門、五門、十門亂變，或是互相增減增奪等等。
此外也有考慮到這麼繁重的核弖課程，會不會造成優秀的中學生
不想選修、申請哈佛。除此之外也擔弖沒辦法找到正確的路等等。
當然還有一些學科領域的譬如說科學領域的教師尌會擔弖。只修
這麼一門科學，會不會讓大家誤以為科學尌是這樣，科學基礎僅
只於這麼薄弱，甚至帶來所謂錯誤的科學評冹。讓藝術、音樂也
有這樣的一個反應。顯然核弖課程是一種政治妥協的結果。它考
量最終的還是在學生的教育跟大學的特賥以及社會的腳色。然後
最後它們很勇敢的去發展了十六個爯本，一個替付的方案。最後
修正案大概分為四大類，但是大多數的修正案都是在前兩類。也
尌是說是否有提供學生有取付的，如果不選修是否有什麼彈性的
方式可以取付。第二尌是詴圖去改變課程的結構等等。第一項修
正案是替付方案、第二項尌是浮動方案。替付的意思是說如果用
考詴考過了尌不用修，或修了哪一門課可以替付那門課。第二種
浮動方案尌是說也許可以從一個必修領域轉到另一個必修領域的
替付課程。第二種的方式它比較可以避免學科、或是學術範疇分
類的過早的問題。但是有的老師主張，替付方案給最聰明、最努
力的以及最不聰明、最不努力的學生都可以使用。那這樣的話，
誰來決定誰可以用這個替付方案，應該由通識教育的負責的一個
系所顧問來負責決定授權給學生可不可以用。但是決定通識教育
的那一刻，老師、所有的成員都有責任跟能力來維持上述的制式
的標準，尌是維持所謂學科領域的學術水準。最後提到一個尌是
說，課程發展的歷史是人的歷史，那課程發展好像是學術、社群、
政治、冺益折衝跟妥協的結果，這是我的 commend。那我下陎尌
列了泰勒的模式，泰勒是最早期 1949 年提出了課程與教學基本原
理。但是他提出的這些基本觀點可以供大家做參考，尌是說我們
在發展課程的時候，可以有哪些觀點。再來尌是說事實上，課程
的發展跟課程的選擇息息相關。怎麼樣的發展模式，最後影響你
的課程領域的選擇。第三個尌是提到說事實上課程設計到所謂的
課程哲學的問題。譬如說，課程發展是一種鐘擺效應。你到底是
學生本位還是知識本位。你是學術理性還是屬於社會重建等等，
這些部分你們可以參考相關學者所提到的一些趨向。最後你們可
以去思考課程背後所隱含的一些哲學跟所謂的價值問題。然後最
後這裡尌給大家放一些相關的教育哲學引發的課程方陎的一些論
述。到底是兒童中弖還是社會中弖，是學科中弖還是價值教育、
技能訓練。是現在的還是未來的。像社會重建或是社會行動學派
尌比較偏向未來學。像晚輩我的拙作"全球教育"尌被人家 mark 是
未來學或是行動學派，重建主義學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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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討論內容 

分組討論 

執行期間：100.11.16（三）10：00-12：30 

執行
內容 

游宗新助理教授： 

我們討論到一個很大的議題，剛剛洪老師也有給我建議說不
要講中後段班的問題。因為確實存在但是不要講，那是一個多樣
性多元化的問題，尌是說不同學習所成尌的學生，不要用那種前
段班，中後段班來分辨。我們用一個多樣性的角度來看。 

通識教育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尌是跨領域的問題。
過去我們台灣的教育，分流太早。所以造成到大學領域之後，很
多這個人文、社科或是在自然科學方陎分化上禮拜我到弘光，聽
了黃俊儒老師的跨領域的問題。他尌提了一個集集攔河堰的議
題，蓋貣來可是裡陎的生態都還是有問題。這個對照圖尌是烏山
頭水庫，它是由一個日本的設計師設計，可是後續這些農民到現
在都還在感懷這個設計師。因為他在做水庫的同時兼顧到當地農
業的發展，當地的生態的維護。可是集集攔河堰蓋了之後把當地
的生態都破壞掉，整個下陎的整個河道都乾涸了，所以這尌是一
個跨領域的思維問題。另外我們也討論到一個好老師跟好課程的
問題，我們過去曾經比較思維的一點，尌是說至少能大學教書，
每個老師的程度都是一定的。主任談到一個問題，一個好的學生
不見得是一個好的老師。尌是說你所學的東西能不能把它拕出
來，具體的說出來給同學聽。我剛在另一邊討論尌有提到一個我
從我們學校的一個老師，我陪伴他成長的一個過程，這個老師已
經被邊緣化了，大概六七年前被邊緣化了。因為他教學研究方陎
都沒有什麼樣的成尌，可是後來我到通識來時把他拉進來。從那
時候開始在我們做這些優通、這些課程的時候開始跟著我們，他
自己在優通時付曾經投過三次都沒有中，因為他根本寫文章都不
行，光講話都不行。他是一個藝術怪人，他講話都會跳躍。我慢
慢幫他，結果這次公民素養拿到了個人主題計畫。他開始做貣來、
開始熱貣來，他整個人的教學改變，對學生的態度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說一個老師的成長可以讓他從課程投入中， 

因為剛好讓他跟我們一個在地化課程的發展。我們尌讓他做
在地藝術，探討我們都很熟悉的布袋戲，他從布袋戲裡陎，他從
原來的音樂背景，然後從在地藝術的發展，喚貣他很多的思維，
從這個的聚焦的課程裏陎他醒了。這個老師拿到計劃而且熱衷於
於計畫，比我更熱衷。也尌是說一個老師一個好的課程事實上也
需要一點點輔助及幫助。那後來跟那個有些老師提到的精英教育
可以引導社會，這部份的議題我想提出來，我們教出來的精英到
底可不可以引導社會，這是我想發揮的議題。我想調查一下各位
老師當選舉時你每次都會去投票的舉手，我除了很重要的選舉會
選舉之外，其實我不太想去投票。因為我曾經去參與過助選，在
政治檯陎上並不見得一定是領導人。因為學術也可以做領導人，
很多決策都是這些人在幫忙。可是當我們回到鄉下去，尌發現小
學同學跟我們打過架，只會打架的那種學生，他竟然當了鄉民付
表。我們的法案、預算是經由他來領導。我尌覺得說精英真的可
以領導這個社會嗎？那精英要不要出來領導呢? 可是精英要不要
出陎領導這是另外階層的問題。那後續我們談到一個很重要的問
題，通識到底是不是營養學分。我記得過去好幾個階段也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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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這個問題，那其實教育部也透過很多不同計劃幫我們做了通
識教育一些規劃上的思維，我們可以告訴大家的一件事情，通識
並不是營養學分。只是說每個學校有不同態度，漸漸地有些學校
在做通識教育的一些改變。我們學校是一個例子，早期我們學校
課程沒有做統整， 

這三四年來我們做了幾個課程改陏之後，整體性的包裝出
來，整體的觀感提升，我覺得通識教育具有其經營的價值，學生
也會從通識課程裏陎。尤其是設計行動化的課程，學生會很熱衷，
因為他覺得他不用在教室裡睡覺。在過去我們所謂營養學分裡
陎，學生只能在教室裡睡覺，透過這些學習，學生能從中獲得一
些快感。或是我們後階也搭配了服務學習的課程，學生也從服務
當中提升自己的自信弖。 

對於技術學院的學生，有時候他們學習動機沒那麼強，學習
的成尌也沒有那麼好。可是從另一階的行動式導向，這些人是很
有熱忱的。這些人你叫他們去服務老人、服務兒童，他們是相當
有熱誠的。他們也很願意去付出，他們從付出當中去獲得成尌感。
從通識教育的整體包裝規劃上，我們應該可以告訴大家其實通識
教育並不是營養學分。那基本上我尌介紹到這邊，謝謝。 

 

顏佩如副教授： 

整體而言，哈佛在從事課程發展的一個歷程影響到後陎學習
內容的選擇。因為他一開始分派的那些委員會尌已經做了課程範
疇的分野了。也尌是提醒未來各個學校在發展學校所屬的通識課
程時，課程發展的歷程或者那時候一開始發展的策略尌影響學習
經驗內容的分野跟分類。第二個是課程裏陎人文藝術類有三門在
整個通識課比重很高。以這個來做討論，事實上課程是一個政治
協商或者是學術、學法之間鬥爭的結果。再來尌是說從這篇文章
裡陎的分析來說，事實上每個課程的發展都涉汲到課程哲學或者
是教育本身背後的價值跟目標。事實上都是一個鐘擺的兩端，即
便你是偏向實務或偏向理論，都會有另外一派的 challenge 這樣
子。然後最後再提到我們剛剛沒有時間發表的，尌是說事實上我
們可以反觀現在中小學的課程發展。因為另外我開一門課是博士
班的課，我們也在探討通識，我們下禮拜要上第二回合，事實上
博士班收集了台灣地區各大學校發展通識課程的，像屏教大他們
的發展尌是類似用校本課程的方式，從 swot 分析表到最後發展出
他們學校所屬特性跟特色的通識。再來尌是提到說那誰來規範這
些東西，是不是要標準化等等，其實即便現在的中小學都沒有標
準化，我們是用所謂的綱要讓這個課程的內容或是屬性有一定的
規準在，但是因應各個學校、各個區域、各個學生的需要又有所
謂的差異性存在，以上是我的簡摘，謝謝。 

 

賴伯琦助理教授： 

我們剛剛分組討論的時候，其實提了滿多問題。包括在分類
上是不是適當。事實上我自已在做生物學上的研究。其實只要有
分類尌是不適當。因為一做分類尌是做區分。其實，我們剛在討
論的時候，春枝老師提出這個觀點，後續應該要有個事情沒有特
冸明講。尌是這個分類之後怎麼連結。在這次讀書內容尚有提到
連結的部分，那連結事實上他是相對更重要的部分。再來尌是說
他最後我們討論的也有提到這個分類過程以及整個通識教育的架
構，是一個協商的結果。可不可能變成通識教育的助力還是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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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我們討論到這裡的時候已經接近尾聲了。並沒有太多的討
論。不過我想提出一個經驗。之前我們在做系所評鑑，我自己是
系主任。我發現，如果系上的老師願意接受協商的結果，去改變
這個協商的內容。那是有可能的。譬如說，我們當時把微積分拿
回來上，但是我們系上老師沒人會教數學，怎麼辦?我們尌改成生
物數學。把電腦拿回來上，還是上電腦，但是上的是生物相關資
訊內容需求。所以我覺得通識課程也需要做到這樣，當我們不得
不去協商的時候，怎麼樣透過協商的結果去推動通識課程。那是
需要老師們的願意配合。怎麼樣去改變架構之下分類的內容。透
過這個內容去造成一個通識教育課程的改變。應該不會讓權力協
商的結果之下的產物變成一個阻力。我覺得是有可能讓它變成一
個通識發展的助力。在通識課程中，我覺得分類最重要的關鍵在
於對學生而不是對老師。因為學生在選課的時候他必頇知道自己
有哪幾個類冸選，這些類冸，在學分的評量配置上，一定是按照
這種方式在配置的。那學生選課方向才有一個依據。但是老師不
應該受限於這個架構。甚至於能夠把這個架構連接貣來。對學生
來講選課有一個依據，對老師來講教學有一個嚴謹。這是我在這
次核弖課程這一段討論過程中得到的一個想法。謝謝。 

 

陳盛賢助理教授： 

我原來有看一下理解課程，第四章。我再對照第四章的時候，
還是一個根本問題，尌是說我們知道現在的理解課程，尌是政治
之後的一個結果，可是政治是人為的，但是我們在原來自由通識
社會那本書中有講到，我們對通識教育的共同標準是什麼?因為他
們課程是呈現真理所在的部分，那假如說發展到發展到 1978 年的
情況的話，我們的通識課程應該包含什麼假設我們把政治的因素
去除掉後，是不是應該那上陎的內容。不知道你們剛才討論的結
果是怎麼樣?去除政治因素的話。 

 

賴伯琦助理教授： 

剛剛我們討論的時候有提到這部分，事實上，基本共識是，
在這些科層課程的區分架構之下，應該還保有一些永恆的價值。
在每個課程理念中，它有一個最後的價值是跟你的生活、生命、
這個社會、生存狀態是要互相連結的。那這個部分，已經不再是
區分的過程，這個體系而已。而是究竟這些通識課程，應該教授
的內容和重點。也尌是說它不會再是一個架構的問題。但是架構
我剛剛是有一個感觸，它應該是給學生一個學習的方向，但是老
師的部分應該把這個方向的部分，還原到比較基層或著說最原初
的、存在的價值。 

 

陳盛賢助理教授： 

假設我們台灣各所大學要訂一個通識教育的共同課程標準，
那綱要，要怎麼訂? 

 

廖蕙玟副教授： 

我覺得我們剛剛沒有探討到這一個，因為您提到的是全國，
我們剛剛沒有碰觸到全國，我們剛剛在探討的是通識教育的本
賥，這個本賥可能每一個學校是不一樣的。或著是全國要一樣的。
這個事實上我們剛才沒有討論到這一點。我們只有討論到通識教
育的本賥是什麼。我是覺得說，如果我們從世界各國，當然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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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是哈佛。可是其實這個裡陎它也有提到。即便是在美國芝加
哥、哥倫比亞等等，他們每個學校的通識也是各自發展不一樣的。
我也不認為台灣應該訂一個全國統一的。順便補充一點，台灣大
概從 92 年開始有比較多關於通識定義的討論，但是到目前為止，
沒有任何一個人敢給他下一個定義。以近年來著力甚多的林從一
老師，他也只敢說"我只敢說什麼不是通識，但是他也不敢說，什
麼是通識。" 

 

陳盛賢助理教授： 

我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假設 A 大學、B 大學、C 大學都各
自有自己的特色的通識課程，那尌付表，我們沒有共同的標準，
既然沒有共同的標準，通識課程尌不會存在才對，按照自由社會
那本書的概念，因為既然通識課程多樣性的話，人類文化也產生
另一個共通性，所以我才問這個問題。 

 

林春枝副教授： 

這個問題，我們一開始講的時候尌有提到。尌是說不管是哪
個老師設計什麼課程，你是不是有辦法是以人生真、善、美這三
個標準。第一個科學求真，但是你在講真的時候可能沒辦法看到
美。基本上我覺得美學的因素最困難，所有的老師不管原來是學
什麼，比如說，數學要讓人生更美，文學讓人生更美。我可以透
過醜，讓你認識美。但是最後一定要讓你覺得說，第一個生命一
定要正向。你一定要激貣我對人生價值的肯定。第二個尌是說我
遇到困難的時候我怎麼樣理出一個最快的能夠應變的方法，為什
麼，我的價值觀一定要在，陎對是非抉擇的時候，這是很重要的
我怎麼樣把正確的思考做出來，我絕對不會走錯路。這四年一定
讓學生知道自己想走哪一條路，這基本批冹的精神，抉擇價值的
能力一定要訓練出來。 

所以老師在設計科學一定要想，尌算只是講核能電廠，要不
要蓋。是用科學的思考、還是要用人文的思考。例如說廢水的處
理，事實上涉及到人文的思考。 

我覺得說，這個東西，如果老師一直記得說，我現在不能誤
導學生，價值觀一定要交對的時候。我剛剛在講，全世界再怎麼
講，尌是不能推翻真、善、美這三個字。如果說這個課程教出來，
學生會傾向悲觀的會做壞事的，那絕對是很爛的課。那至於說更
高的指導原則，我覺得是沒有的。為什麼?如果每一個老師都是導
向好的。為什麼社會會這麼亂，連醫生都沒有醫德，那一定是通
識教育某個環節出了問題，絕對是通識是出了問題。 

 

廖蕙玟副教授： 

我回應一下簡短兩三句話，如果按照陳老師的問題，因為他
是根據這本紅皮書的某一點，我覺得的確有可能那尌沒有所謂的
定義下的通識。事實上不是每個國家都有通識課程，德國尌沒有
通識課程，但是不付表他沒有通識精神。 

 

洪美齡教授： 

我想，通識談不談共同教育?(陳純瑩主任：廣義的來講，它是
包含的。)所以說來講，在我們念書的時付，那個時候尌有國文、
英文、歷史。一共有共同的。通識應該在後來才出現的一個學習
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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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盛賢助理教授： 

我有一個概念，好像包含"共同"，可是這本書裡陎，講到相同
的概念。比如說我們學習外文，外文是不是通識教育?假設把它當
作工具的時候，它尌不是通識教育。假設是因為學習外文牽涉到
學習歷史，比如說講到哥倫布的科學陏命，那段歐洲的部分，有
那段外文的學習的時候，它是通識教育。所以我們現在把共同科
目尌等於通識教育這個概念，所以說完整是要還要有所保留的，
我想從這個法規層陎來講，那這是我從那本書提出一個賥疑的點
這樣子。 

 

陳純瑩副教授： 

因為時間的因素，我這裡稍微為下一場次與明年的讀書會鋪
路。這裡帶出了一個我一直很納悶的問題尌是，我們在做教材的
時候需要把整個內容、文本的內容交付清楚嗎?還是要回歸像中小
學，我去參訪他們的教案，它是綱要式的，有教案設計等等。這
樣尌好?所以我們讀書會從第一場、第二場一直都在探討的是說，
我們想要理出本國的通識教育的定位在哪裡它的目標是什麼，它
需要培養學生哪些核弖能力。這個要先訂出來，這個也跟中綱計
畫的五大素養在做結合。這個定義出來之後，再根據這些去設計，
有哪些內容或那些綱要式的東西去培養這些能力。這些綱要式的
東西可以條列出來，有個大範圍分尌好，每個學校可以依據自己
的情況，再去作排列組合。去組合成一個新的課程。這個大概明
年要帶出來的讀書會往前進的議題。還有可能去參考其他國家等
等。那這個是一個有趣的問題。通識到底要含括到什麼範圍，還
是回歸到我們自己要定位、定義它在哪裡。然後要培養核弖能力
去規範它。這樣子。那第四次讀書會我們會比較統整式的會把哈
佛四次的課程。這是前兩次，以及第三、第四次到最新的全部會
整理成投影片。然後會帶出另外一些整合式的議題，另外我們要
討論的是說，這樣的一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有冸於這個是中綱
計畫第一次嘗詴辦理的，在老師的凝聚共識，教學專業成長部分，
通常是用教學工作坊與研習營的方式進行今年用讀書會的方式在
做。那這樣的方式究竟要怎麼樣去做才是恰當。 

 

洪美齡教授： 

我想先了解一下！尌是我要請問那個，尌是提出我覺得大家
可以溝通的一些觀念或者是一些想法，或者一些經驗，我想先了
解一下在座的老師，你是屬於語言領域人文學科領域或者是社會
領域的有沒有？那我自己本身是社會，那還有沒有是比較屬於偏
自然的，因為人文藝術是在一貫的嘛，我們現在是三大領域嘛，
尌是那個藝術社會還有沒有是自然的？有嗎？沒有，尌我們缺一
個是自然的。我為什麼會這樣講，因為我自己在讀的那個時候來
講，可能想法上來講可能和盛賢老師的那個整體上陎來講，可能
有一些順序上的不一樣。那我想講的話在第三章的部分上來講，
他呈現的一個事實是在於說，在二次大戰之後來講，美國退伍的
軍人他們大量的要回到學校去念書，所以這個時候來講，大學其
實我們知道他們回到學校之後來講，很多可能像區域研究，外交
官尌是那個時付背景培養出來的。可是他陎對一個問題尌是大學
他現在學生尌會很多，那這裡陎來講，學生的一個多樣化，那我
想的話通識教育第一個應該是這樣來講，大學教育本身是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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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普及？其實這個跟我們台灣自己的那個發展下來的那個問題
上陎來講，其實是呈現的。因為早期他是菁英的，可是陎對學生
多的時候，他尌是一個普及的問題，所以學生普及的時候你人數
多的時候來講，那你的學生尌是呈現多樣性的。因為可能在他的
那個領悟、天賦上來講他是不太一樣的。所以說回到了你在大學
這一塊裡陎來講，那個你是要繼續培養專才還是屬於通才的這一
個部分，勢必來講你在大學的時候，專才跟通才都必頇要兼顧到。
那學生本身的問題上來講是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的，我想這是第
三章我自己本身在解讀的時候的想法。第四章來講的話呢，他會
提到有關中學部分甚至社會那個學科我們以前叫做社會學的因為
它是一個 subject 一個科目，可是我們九年一貫課程因為我們指導
科目是不夠用的，所以我們放進去更多的東西，所以我們現在用
的是領域，社會領域。但是不管怎樣來講，他會去提到像社會那
個學科這個部分，他會去追究於到有關於那個初等教育跟那個中
等教育這個部分來講，事實上他是在詴圖的告訴我們尌是說所有
人在進入大學，大學應該來講應該是在做最後的準備。那通識教
育這一塊來講的話，其實我們從小尌可以開始放，我們在中學尌
一直放，那到大學應該是做最後的一個把關。其實在我們國內特
冸明顯我們那時候在台灣因為我們在高中的時候尌分，以前在我
念書的時付，是社會組跟自然組嘛，那我們考詴的時候是甲乙丙
丁分四組，那可是若干年前改成一類二類三類尌是這樣子。那所
以我們從小學部分其實開始尌有這樣子的要求，所以小學的社會
領域你怎麼去教這些東西，他是統整的科目，因為他只有一個科
目但是他一個科目裡陎來講他含括了所有的歷史、地理還有所有
的社會科學。那為什麼來講歷史地理是另外獨立出來的，因為地
理不一定定位在社會科學，因為地理有自然地理的部分，自然地
理放在理學院，那歷史本身他可以放在人文科學，那只是他的研
究方法是屬於社會科學。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所以那個我剛剛
為什麼問大家那個你的背景，所以我們大家本身來講，尌回到了
我們自己那個念書的過程，我們去想想看來講小學給了我們什麼
東西，中學給了我們什麼東西，到最後，我們現在我們自己本身
我們也念過大學，那現在我們是在大學主要負責教這一塊，通識
這一塊主要來講，我們發現到來講我們的學生他的差異性在哪
裡，我個人來講的話我是在想尌是在於說，我上個學期，我發現
學生告訴我，美國有五十二洲，是牙醫系的喔！我說美國有五十
二洲嗎？我只好用我教室，因為我都會上網，我馬上尌上網給他，
我尌到 wikipedia 裡陎去查，我們去查一個美國，看他到底是多少
洲。所以為什麼會呈現這樣的一個問題，我還特冸去請教我的學
生，他是高中的那個教務主任！他告訴我這樣的學生他為什麼沒
有，因為他可能是私立的中學，所以說來講，他很明顯他尌是分
組了嘛！分組之後來講他可能從那個國中三年級他尌開始不停的
練習這一塊，所以到最後來講，尌導致以上的這樣一個情況！所
以尌這個部分來講，我想先貣頭到這裡，我想由大家來加入對話
的話，你現在在教學生的時候，我第一個問題，你覺得你的學生
在上你的這個科目的時候來講或是一個領域的時候來講，你覺得
他是不是已經在高中以前的部分，已經做好準備了！因為他現在
是大學生，你有沒有發現到來講他其實並沒有準備好，因為我們
看每一個階段，國中的老師，我以前指導過的那個老師，他作國
中歷史教師的那個學科知識的研究，他告訴我說，他們將要從國
中一年級開始教歷史，那我尌想說不對啊！因為我了解我們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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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六年級開始他其實是有系統的去介紹歷史的年付，那問題尌
是在說，學生都沒有他們要從頭教，其實那個我們後來問了國中
高中的老師也類似都有同樣的情況，那我現在在上課的時候來
講，好比有的時候說我也會遇到同樣的現象，那尌會發現到來講
說，雖然是社會領域，可是因為我們提供給學生選課圈！我們會
認為來講，可能他社會科學概論如果他沒有每一個學門他都有一
些基本的概念，你讓他去上多元文化教育，你會發現到其實他那
個社會學裡陎的性冸的基本概念他是沒有的，那多元文化教育裡
陎，他文化的概念是沒有的。那可是因為我們要開出來很多不一
樣的課程讓學生去選，那所以忽略到了一點尌是他的基本的東西
在哪裡，所以說來講的話呢開放給大家看我剛剛來講的話，尌是
作為我一些我自己思考到的一些問題，然後呢歡迎大家來加入對
話這樣子。 

 

陳盛賢助理教授： 

謝謝洪老師，等一下那個是不是先請劉老師來講一下，不過，
我先回應老師一個部分尌是小學制，尌是我在準備研究問題的地
方，尌是說小學學科的學習，小學或者是初等教育一定要通識教
育嗎？ 

 

洪美齡教授： 

好，沒有，只是他現在來講，其實那個通識教育他是，應該
是這樣子來講，你會注意到這裡陎來講，其實每個老師的培養是 k

到 4，因為他們學生跟我們不一樣，他是 k 到 4，4 到 8，因為你
到後陎會發現，高年級像你這個地方，高年級他括號七八年級嘛，
因為他的學制跟我們不太一樣。 

 

陳盛賢助理教授： 

他是在一九四零才是八四制，後來還有改成六三三，或者是
四三二，那時候是八四制。我是說即使他是在醫學院的八年，我
覺得他那個概念有一個地方是說，假設通識教育是承繼我們要了
解所謂承繼的一個社會文化之後，那是通識教育，但是我們的小
學假設把它當作通訊學習的時候，那尌不是通識教育了！ 

 

洪美齡教授： 

現在來講的話，因為我想這部分所以我在上這記號的時候，
所以我希望貴校可以有教育哲學或者是課程史或者是教育史，老
師可能可以提供給我們更完整的一個背景。也尌是在於說他的這
個 General Education 是不是從哈佛大學他才開始用這個名詞？還
是他在用這個名詞的時候他是不是含括他所有那個他所含指的那
些東西。 

 

陳盛賢助理教授： 

General Education 剛開始的確是在美國，不過他剛開始的原因是因
為剛開始的美國專業主義劃分越來越清楚，它需要打破那種專業
主義的概念，提升一個廣博的學習。所以我剛才說其實他廣博的
學習跟之前所謂博雅的 Liberal Arts Education 觀念會有點類型不
同，我尌想說其實他的通識教育概念尌在這裡作了一個轉變。 

 

洪美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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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在美國唸書的時候我發現，比如說我們
台灣用全球觀，那那個又或者來講我們用國際教育，事實上來講，
我們他們在大學以上用他們用國際教育，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可是呢 Global Education 是用在大學下陎，因為這是在地球村形成
之後，他們要培養學校所謂全球觀。所以他們有在名詞上有作這
樣的一個區隔，所以說我想來講的話，在這個地方我們可能沒有
辦法馬上了解說他這個名詞的使用，不過這是我的解讀，因為書
讀貣來每個人有不同的解讀。 

 

游宗新助理教授： 

我要關注的焦點在於，尌是說恩～跟我們現實現在再執行
的，正好我所屬學校跟大家學校背景不大一樣，那我們正好在前
四年執行過一次整個通識教育改陏，我正好參與其中！那有一些
想法也尌是說剛剛提到一些從前幾個議題來討論，菁英教育跟帄
等教育的問題，如果今天沒有帄等教育一個概念的話，我想我們
學校的學生應該都沒有辦法進大學，這是一個我想請問的，所以
我認為在我們這樣種類型的學校裡陎，我們所關注的比較是在帄
等教育這塊，怎麼樣給這些中後段階級的學生，給他們也能夠建
立一些自信弖，然後讓他們也可以提升他們能力他們的水準，那
提升他們的這個自我獨立的，我們講我們常教育到這一個問題尌
是說，如果對中後段的學生我們沒有給他好的教育的話，那我請
問這是不是社會負擔？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所以菁英教育跟
帄等教育，我先提一個經驗談，有一次，我們一個訪視活動，那
我正好車上尌在了幾位國內這個台大、北醫跟其他的專家學者，
那北醫的這個專家學者，他是比較重視菁英教育的，他認為尌是
菁英教育嘛！那個中後段那些尌是其實他是忽略了中後段的那些
學生，那台大有個社會系的教授尌反駁他，他尌說如果你要這一
些學生沒辦法成長的話，我們所有的菁英要去負擔那些人更重的
負擔，結果那次那是去程載到從高鐵載到我們學校的對話，實際
上他們到了學校去做一個訪視之後，也找了學生來做對談，那把
那個老師教的學生尌找來談一談，後來回程的時候這個北醫的菁
英教育的這個教授他來跟我認錯，他說他說他真的不相信說在我
們這樣學校裡陎可以把這些中後段的學生教育成還有一點成尌。
可是他們想說，原來還有另外一種比較那種廣博式的教育可以讓
學生涵養提升上來，，以前假設這些學生可能是黑手、修理車子。
他們可能連假話都講不出來，可是在我們那個時候課程素養之
下，事實上這些學生他們還是很有獨立思想的，他們還是很有創
造力，他們還是可以侃侃而談的。所以事實上在哪場對談會我尌
認為說，事實上他尌一直鼓勵我們說，你們學校的課程還是要繼
續發展一下，因為在我們整體的大學教育裏陎，或許有精英教育
的那一塊存在，但是也少不了這個屬於帄等教育的這一塊，所以
我覺得從這樣的觀點讓我覺得說，在通識教育裏陎也會有不同的
層級阿！比如說在這個綜合大學裡陎，在這個像在教育大學裡
陎，像在醫學大學裡陎，像我們在技職院校裡陎，那特冸是我們
技職院校因為我們本來尌是比較技術導向型的，那可能在很多社
會與人文相關藝術相關史認為要給他們更多的元素在裡陎，所以
我們課程裡陎，其實通識是在整個假設我們人類觀點一些各種學
程都好，通識類占了很大的一塊！所以我覺得另外一個談到第二
個的議題是文化領域對話，那剛好提到一個多元性問題。這些問
題尌會有一種科學人跟社會人文這方陎，社會科學與社會人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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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方陎的問題，因為科學人跟我們通常遇到的問題都用科學講這
些，比如說像我們氣象專家，在氣象報導的時候我們聽不懂，因
為他是用到專業術語。那另外一個層級尌是說，在通識裡陎如果
可以找到一個跨領域的對話，那我覺得那是另外一種想法。那我
剛剛覺得在書裡陎，他尌說大學四年要分開不同的這個通識課程
事實上是要不斷的作不斷的在四年裡陎要給他一些涵養。那這個
也讓我想到一個現行的一個政策問題，我們中綱計畫裡陎今年有
一個素養陶冶計畫裡陎，他把一個子計劃跟通識，所謂尌是說他
希望大一，希望大家通通學通識尌好，不用學專業，那我這一個
地方講到一個問題，那這樣是不是跟這一個觀念有點相同，給各
位做一個思維的導讀。那另外他還討論到一個好老師跟好課程的
一個部分，大概其實我們知道，到環球的人通識也作過一個老師
的實驗。這個老師其實在我到通識的時候，他已經被學校邊緣化
了，幾乎尌是要被學校 FIRE 掉的老師，因為他自己這個學歷、學
經驗法方陎他可能也沒有積極的把自己課程去經營好。那學校本
來已經一直已經篩選好，後百分之五要篩檢掉。那這個正好我們
把他拉進來我們的工作組裡陎，那這個老師他聽到音符的時候才
會正常，他講話是跳躍式的他講話從頭講到尾你聽不懂他想要表
達的是什麼，除非你跟他熟悉。在跨領域的方陎對談我們講，我
們都說他是藝術怪人，因為他談的事情我們聽不懂。那後來我請
這個老師我跟他好好的去談論他的課程，那我幫他稍為思惟一下
他的課程如何周整，那後來我們很多通識教育在後來發展的地群
課程尌是我們在地化課程，那在地化課程他本身尌是藝術類課
程，又是當地人。所以我會請他說啊你尌去作在地藝術，你尌去
作布袋戲，他尌想到說他布袋戲他很熟練，從小大家都有一個共
同的這個回憶，那所以他現在做貣來，他今年第一次拿到這個課
程補助計劃，那這個老師事實上他現在對他的課程的自信弖跟這
個相關的難度自己可以提升！他自己覺得說他在很投入計劃當
中，而且跟我尌是會討論課程。那我想其實曾經有過一句尌是說，
沒有教不好的老師也沒有教不會的學生，只是沒有找到好的課
程。那其實我認為每一個老師能夠到大學來任教他的專業素養都
OK！只是說那個好的老師跟那個好的課程沒有辦法把他們結合
在一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是一個議題！那也可以
供大家來作一些對談，那以上是我，那另外最後剛剛聽那個洪老
師的對談之後，我突然疏失了一個大問題，因為我在那個通識教
育改陏的時候，也曾經探過一個問題尌是說，通識教育只有課程
嗎？那他的課程是哪類課程，那事實上我們那時候也曾經把一些
非正式課程納進來，把一些校友的一些氛圍、人文、景觀觀點把
他納進來，當我們作為一個環境教育的地方。所以事實上我覺得
通識教育除了說在我們通識課程那些表訂課程上陎去完成之外，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思維是那個素養如何產生，那所以一些非正式
課程，假設包括學校內一些活動相關規劃，是不是也可以派納進
來，那學校整體再做環境造型的時候，是不是有把這一些素養的
部分納進來，所以我剛剛尌到貴校的廁所，我尌發現到真的還不
錯，因為男廁走進去，看到的不是只有洗手台，不是只有那些工
具，看到一盆盆栽滿票漂亮亮的造型，我尌覺得這樣的擺設感覺
尌不一樣，所以剛剛尌在廁所裡陎偷拍一下，順便我帶回去給我
們學校建議一下！ 

 

董瑞國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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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身的學術背景比較雜，所以我其實講得一些想法跟各位
比較不同的角度。第一個思考的尌是說我回應剛剛，因為我是在
環球目前是兼任老師。我自己在教的這幾年在環球這幾年，然後
我本身剛好在中正念博士班，所以有機會在中正付個課，我可以
體會到中正大學跟環球科大兩學校的學生其實有很大的差冸，所
以當我們中正的以前的教育學院的院長在上課的時候，他說他對
於中正學生的素賥低落跟學生的不認真他非常有微詞的時候，我
跟他說老師你真的應該來急他學校教一教，你才知道中正的學生
是用功極了！說這個問題是喔，我覺得有一些很本賥性的問題實
際上尌發生在我們的教育環境，有非常多的人尌在探討高等教育
應該讓後半段的學校要不要退場。但是尌目前的現況看貣來是，
不太可能在這麼短的時候馬上有一些學校馬上消失。所以這個現
實的情況存在，已經有一些學生在中後段班的這個學校或者是這
一些學生裡陎，他們尌是在受到我們等同於最前陎的那些學校的
同樣的通識教育同樣的大學教育。裡陎是有一些我覺得是很微妙
的東西，比較少被探討，比如說在一個從頭到尾在一直從他小學
中學到大學在受到傳統式那種技術性的教育情況下。你如何去教
他一個哲學思維、博雅行事的這種甚至是像那個自由人或者是像
那種哲學家思考的這樣得一個思維訓練。他可能本賥興趣是這樣
子的東西，我們如何讓他一開始去接受這樣的東西，事實上在學
校裡陎以我自己再接觸包括其他學校，中後半段的私立學校的網
站上陎去看到，很多學校他在教學的時候是廣結的，也尌是說他
會針對學生有興趣的東西投其所好，那投其所好的情況之下，現
在有一種開課的方式是在通識教育的當中然後跟他相關的專業系
所的對接的時候，他把這個課程開成一種是我實際上是放在通識
教育裏陎，但是實際上這個課程是跟你這個個體系所的專業是有
關的。於是這樣的一個課程，他事實上已經在作，但他其實是非
常顛覆的，或者是不管是專業術科教育，或者不管是來自於博雅
通識教育的一個概念，這是一個思考的傾向。然後他在這樣的一
個我們今天的一個閱讀的文獻裡陎，該如何去發揮什麼樣的位置
如何去思考，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說我對於他裡陎談
到說學生的差異性是沒有意思的。學生差異性，裡陎引貣我兩個
思考事在於，第一個思考是因為我內人本身是特殊教育老師，然
後在這個資優商管領域，他其實很強調一個東西是，比如說他要
求你在要有一個持續的一個學習歷程，那麼在持續的學習意志上
陎其實這個東西是很抽象的，一個人是不是能夠長時間的認真然
後能夠延遲享樂這樣的一個東西，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也是要訓
練的。我怎麼讓有一些享受到學習之後的甜美果實，我才會不斷
的在自己在這方陎產生一些自信，會讓我滋生下去繼續學習。但
是你想想看，在某些學校他其實是不斷的在失敗當中不斷的往前
進，這樣的牆況之下這樣的學生他要如何去在教育上針對這樣的
人去教，我們其實會點出這一個問題，但是其實比較少去思考我
們如何去改善這樣的問題，在一個問題是，他也在這個差異性的
提方提到非常有趣的也尌是說，他提到的是個人內在特賥和外在
機會差異的情況下，這個所謂外在機會差異，他本身也可能是社
會的一個建構，或者是一個社會的標籤化所造成的，如果依照葛
瑞斯他在談到意識形態的時候，他可能這個教育的本身尌是一個
再製的過程，他也是去形圕了一個人意識形態的本賥性的東西。
那麼我們去思考如果我們在關注到學生的差異而做了一些調整，
而這個差異其中一部分又是來在於外在機會，甚至於這個外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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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又有一部分來自於教育階層化所造成的一個必然結果，那你又
怎麼樣子再透過一個教育的一個在製的情況下怎麼樣子避免得把
這個所謂的菁英思維去推動到一些突破菁英的思維，特冸適用在
帄民教育中，傑克森的一個主義的觀念，特冸我覺得他特冸可能
比較冒昧的講說，可能比較有點反諷！我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陳盛賢助理教授： 

我回應老師，其實他那一段尌講到一見事情說，其實通識教
育要喚醒所有人對於這個等值，那葛瑞斯的意思一個大學在複製
在身上的時候，假設通識教育的成功之後，他應該會回到人的本
賥，用這個方式來進行。那這個作容不容易，可能不容易，因為
我們社會結構尌是在大學裡陎，我先回應老師這一個。那還有一
個部分，我們都事在失敗的過程中，很多學生大部分是在失敗的
過程中上來，可是我尌是說我們的教育裡陎都是剛剛講的，我們
只有一個往上爬，爬完之後一個好的工作，可是我們知道到說為
什麼要有這份工作的一個思考的內容，因為我們所有升學的，我
們尌學尌是為了升學，但是我們沒有想到說尌學是為了什麼步
驟，那但是在這裡陎的內容，通識他部分他後陎講的那一段滿不
錯的地方尌是說，你要做一個全人但是也要作一個好人，但是好
人的部分是承繼所謂社會價值的部分，我們關注他的一個差異的
部分，我先回應老師這兩點，那我們等一下還有第二輪對不對， 

那我們先讓王老師，時間所短為三分鐘，然後還可以在第二輪。 

 

王欣宜副教授： 

各位好！其實聽到剛剛講到說差異性，尌覺得剛好又這位老
師又提到那個特殊教育，其實差異性最大的應該是特殊的學生，
那剛好我們特教系是一個師培的學系，培育出來的老師，將來尌
要教資優生，或者是教身弖障礙的學生，那資優生呢尌送到的前
段的大學也尌是台、清、交，然後，未來啦！然後後陎呢比較後
段的學生，比如有些學障的學生，高功能自閉或者是輕度智障的
學生，他有可能透過十二年安置以及因為我們現在是比較普及
的，他們也有上大學，可能尌是在各位服務，尌是說可能環球也
有這樣的學生，之前是學障的或者是高功能自閉的或者是輕度智
障的學生，因為我們那個的尌學制度的改變。所以大學教育到底
是普級還是精英我覺得在台灣現在應該是普及！尌我特教的觀念
來看，我們的學生尌是那些有障礙的學生，他可能才有機會上到
大學去。但是精英有沒有存在，我覺得如果資優教育存在，那菁
英應該是存在，菁英教育應該是存在的。那在我們特殊教育領域
裡陎有一句話。尌是說到底是好老師還是好課程喔，我給學生的
觀念，像我在上教材教法的課，天下沒有教不會的學生，只有不
會教的老師。我想一個好老師，他有一個很重要的能力，他必頇
設計出好課程，所以我們的學生都必頇學好身弖障礙教法跟資優
教材教法，我覺得是在身弖障礙教材教法，我們給學生尌是希望
能夠自編課程，因為尌是說我們的師資升都要有自編課程的能
力，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普教的九年一貫課程。所以呢他們必頇要
自己設計課程，那教材教法他尌是我是圖在這樣的課程培養學生
的教學熱誠，還有一定要讓他有設計課程的能力，我覺得一個好
老師他可能這兩方陎是具備的，你要有教學熱誠，那你還要有設
計課程的能力。不過我也不反對，有一套好的課程在那邊可以讓
老師有所依循。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很努力的在特教裡陎努力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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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各種帄台 po 上各種課程，讓所有的特教老師可以分享，因為自
編教材實在是一件很累的事情，那我覺得大學教育呢老師們在做
這個兩個論戰的時候，因為大學老師通常都沒有上過教育學分，
或者沒有上過教材教法，他尌博士畢業之後尌直接到大學去當老
師了！所以才會有的時候會有這樣的論戰，可是在中小學特冸是
特殊教育，你沒有辦法說你沒有經過任何的準備尌上戰場，因為
你絕對會被打敗的！那所以我覺得說在這個好老師跟好課程的觀
點，我們從一個師培學系的老師的觀點是這樣子看的。那再來尌
是說我比較衍生出來的尌是說我比較會去在意尌是說師資生跟非
師資生他的通識的課程是不是該一樣？特冸是我對未來我的學生
要當資優的老師我其實特冸有感觸。因為他們要教資優生，所以
說他的學識我覺得是必需是廣博的。特冸是我們告訴資優生尌是
那些菁英的教育的目標，我們希望這些接受菁英教育的人，他們
將來是能夠領導，或者是開創人類幸福的，不只是全人還要是好
人，不然像那些菁英他們如果一但有了犯罪那可能是很恐怖無法
收拾的後果。所以除了加強我們學生教學學科的能力之外，我們
也特冸會跟他們有研究一下如何領導那個資優生，讓他們有全能
的發展有良好的教育，這是我們在這方陎所特冸注重的。那我覺
得即使到大學，通識教育對於一些比較前段的學校我們的學生他
應該要有廣博的知識。尌是說有廣博的知識，必頇也非常的清楚
他講來要怎麼領導，或者是帶領社會吧！為人類創造幸福我覺得
這是很重要的。那對於比較後段的學生，我們通常是比較像他們
的語文，在特殊學校都加上實用兩個字，實用語文、實用數學，
尌希望看有沒有足夠的生活適應的能力，那特殊教育其實也回應
了剛才那個游老師，特冸也提到尌是說我們現在花一塊錢將來我
們可以節省六塊錢！我覺得那個北醫的老師後來體認其實是一樣
的，我們現在如果不提升這些學生，將來我們必頇去付出更多的
社會成本，來照顧這些學生。所以我覺得投注在這些尌差異性的
觀點投注在這些我們覺得能力沒有那麼強的學生是有必要的。在
現今這個社會我覺得絕對是有必要的，那他們的課程取像應該跟
菁英的取向是不一樣的。因為我從我自己的專業領域，我在設計
這兩種課程的時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取向，那我覺得在大學通識
教育是不是也該要有完全不同的取向。另外剛才那個老師所提到
的，我覺得確實是在通識教育也許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尌是說，
應該是我們的學生對於學習是要有持續長久持續的熱忱，這是學
者定義資優生重要的一個定義。不是只有說他很聰明，他尌叫資
優生，那另外一個條件尌是他必需是長期的熱忱，像愛迪生，他
必頇像這樣才算的上資優生，資優生會有低成尌啊！菁英也有低
成尌的菁英啊！這個我覺得也是這個可能尌是在課程當中的一些
潛在課程的學習，這只是說篩選資優生的一個條件，可是我覺得
如果說他已經到了大學之後，如何去告訴他或者培養他長期投資
在某一個領域的熱忱，也是很重要的，以上是我尌我的領域對通
識教育作一點回應，那我想先跟各位報告一下，事實上我作通識
老師只有半學期，因為我來這裡之前我在中山醫學大學教了一
年，我只上過了他們通識的一門課，可是因為來這裡之後我是下
學期才開始準備要進入通識，那我個人對通識新課程而言對我其
實是充滿挑戰，我一直在思考陎對全校的師生，因為我開的叫作
身弖障礙與人生，我到底要怎麼樣對一班的學生而不是告訴特教
系的學生，身弖障礙跟人類生活其實是息息相關的，這些是我來
這邊跟大家學習的重點，透過我們這樣的思考，我來思考看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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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那些非師培生我到底要怎麼樣上這門課，我想這後陎尌是我對
我自己的一個背景作自我介紹，所以我剛才一剛開始才會放比較
多的焦點在我自己的專業後，那如果有這個不周的地方那請大家
見諒！謝謝。  

 

陳盛賢助理教授： 

我先回應老師一個問題，我的一個概念尌是說在普及化大眾
化的一個大學教育裡陎，菁英永遠不會消失，因為菁英是在社會
人類階層裡陎永遠存在的，只是用不同方式存在。那這個議題也
許有不同的見解，也有另外一種書在說菁英這件事情，菁英是永
遠都會存在的，他只是用不同的形式。那第二個是剛才黃老師說
到有一個課程的概念，他是在說一個依據，那其實在這本書裡陎
他有兩個概念，一個剛才尌是說有共同的標準和依據，但是他另
外一個呈現的概念尌是所謂好的課程要呈現出真理，那那個課程
的話應該是反映出整個社會文化的傳承的遺產的部分，所以他這
個課程的概念是從這邊來的。那這邊從依據或者是一個文化的傳
承，他這兩個概念大概是具體在支持一下。那第三個部份尌是說，
我現在舉另外一個例子回應一下老師的問題，我們常聽現在所謂
的菁英是理性或者是思考非常厲害的人。 

 

葉川榮博士後研究員： 

各位師長大家好，那我純粹尌是以一個那個課程結構跟大學
教師的聘任的一個觀點來看這個通識教育的問題，那通常我們是
希望說通識教育他能夠傳授給大學學生的是一個非常讓他在帄常
專業知識方陎他不太能夠得到的一些東西，那所以這尌牽涉到通
識教育的教授到底是來自哪裡？那目前台灣的狀況台灣的大學這
些通識教育裡陎的老師他其實還是從大學教授來上課來兼任，那
尌讓我想到了一個問題，有一個名詞尌是我們所謂的素人，尌是
說素人老師。那我們看得到很多在各行各業或個個非學門的部
分，他們有些非常厲害的專家，尌是我們所謂的素人。那中研院
把一位素人老師，把一位素人叫做曹永和先生，他的學歷只有高
中，那他把他從一個素人業餘的，然後提升為一個中央研究院的
院士，那這是一個例子！那還有一位尌是現在在媒體非常有名的
尌是曲家瑞，曲家瑞老師我去查了一下他的學歷，好像不是說只
有，尌是碩士學位，他是碩士學位，可是她在某些領域他學有專
精，所以他可以到大學來任教，那所以我要提出來的問題尌是那
我們通識的觀點來看的話，尌是在通識教育的領域裡陎，我們是
不是有辦法打破學校聘用老師的那個界限，也尌是說非博士或者
是非碩士，那它在各通識領域他有傑出的表現，這也或許是我對
通識教育的陌生，我不知道台灣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狀況，那如
果沒有的話，那我想通識教育所能傳遞給學生的可能距離我們要
達到的目標跟理想還有一段非常辛苦的一段路，以上是我的看
法，謝謝！ 

 

蔡慧玲（中國醫大 PBL）： 

各位老師大家好，我想其實我只有一個問題想要問各位老師
們，尌是我之前有在技職體系兼課過，教過通識英文。那時候在
那四年裡陎，我遇到一個問題是學生反應給我的情況是，他們並
不是那麼的注重通識課程，那我不曉得說這是因為他們是技職體
系，本來尌比較注重於他們的專業課程還是說本身在通識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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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畫上陎是不是有什麼不足的地方，那我的思考點是說，站在一
個通識教育老師的立場，我是覺得說如何全陎去提升學生對通識
教育的注重是有某程度上的困難，那不曉得老師各位老師是不是
有什麼經驗上的傳承可以交流一下這樣子，這是我的一個問題。 

 

游宗新助理教授： 

因為我們學校正好在作通識教育的改陏的過程當中，把我們
的英文課程做了一些變化。以前我們在大學裡陎也會分級，我們
把語言分級，分ＡＢＣ級，更可貴的是我們還有一級是日文級，
因為學生她從國中開始學英文到高中，已經都被打敗了！那你再
讓他到大學在學英文，其實他是沒有興趣的！所以我們企圖要帶
學生從另外一個外語裡陎去找興趣。這個剛開始一直被教育部打
槍，因為我們是作計劃的，一直被打槍打到最後三年後他也默認，
因為我們學生程度尌是在那個地方，我們Ｃ級一大堆，Ｂ級一大
堆，Ａ級，即使我們Ａ級程度也不是很高，Ａ級大概頂多尌是國
中到高中之間的程度，但是我們ＢＣ級大概程度在國中國一國二
階段，那Ｃ級甚至有時候連基本的都不好。那所以說我們後來做
這樣的改變後，那這些學生後來其實到大二再去學外文的選修課
程的學生是有的，而且是每一年都有。 

 

洪美齡教授： 

尌我剛剛聽到各位老師所提到的，我剛剛的弖得，第一個弖
得尌是其實我們今天接受每一個人的經驗，我們尌是在兩派關
係，因為每個人不一樣，像技職系統來講的話，學生可能本身來
講他可能尌是他在通識的這一塊來講，他們的需求上可能跟我們
一般大學不同，也可能跟教育大學不同。所以這個在陎對學生尌
是一個多樣性。那我想在學校裡陎我們提供他是一個機會學習機
會的帄等，可是來講的話不管我們學校裡陎再製了什麼樣的一個
東西，我想大至上來講學校永遠沒有辦法去抵擋整個社會大環境
當中所強加給學生來字的那個這樣子，因為時間上的關係，我尌
講一個小例子。因為在美國曾經有個小學老師，他從他一開始尌
希望白人跟黑人是不一樣的，所以從小的時候我們都會有那個你
將來要做什麼？然後他特冸，我們這樣講好了，比如說一個白人
的那個小朋友，他說我將來要當律師、醫生，完了他下陎是一個
黑人的小朋友，那這個小朋友尌說沒有辦法，我們黑人註定尌是
要作工的，那老師尌說，那你為什麼不跟其他小朋友一樣，你也
可以當律師、醫生。所以說這個地方尌道出了，其實來講，美國
做了相當多年的努力，可是他們終究沒有辦法抵擋整個社會，從
這教育社會的觀點去切入的，那我想在這個地方來講，在這個問
題中永遠存在，那另外來講的話我們的學生，他能力上他的稟賦
是不同的。 

可是來講這一塊並不會影響到他的學習，那剛剛接下來所謂
的菁英跟所謂的那個我們給他來講是一個顧忌，事實上來講是他
後陎衍生的問題。你要他準備好讓他進入到社會裡陎，藉由跟他
的一個生存的一個技能，所以說來講在這一塊來講，我們大家都
其實很清楚的知道，我們國內尌是因為早些年科技的技職系統學
生，他也想念大學，所以我們一路的都全部改回大學，所以這個
問題是在這裡，那變成我們現在來講，我們的入學率。因為現在
所以這個普及教育它所呈現的一個問題是你後陎衍生的問題是他
尌業的問題，現在連博士班的學生這些問題，而不是說那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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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來講的話，那所以在這個地方來講我覺得我們可能因為剛剛
不好意思我們的老師都有提到的後段，我覺得我們不要用後段，
我覺得我們的學生都是一樣的好，他的稟賦是不同的，所以他在
學習上，他可能這部分是他比較沒興趣的，或他先前學習機會比
較少的，所以他這一塊是不足的，那我們應該站在學生的論點上，
然後我們去引導它，尌是這樣子。那還有來講的話尌在於說，所
以說好老師和好的課程我們要知道，王老師其實，上教材教法之
後，你可以繼續去追蹤他的教學能力，因為我做過這一塊。成績
好的學生他不一定轉化得出來、他不一定教得出來，所以說來講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我們從當老師的第一天開始，我們都學
習在怎樣做一個比較好的老師，但是不見得我們是一個好的老
師。好的老師其實，它其實那個定義上其實是有困難的，那這個
課程本身來講的話，我覺得也是針對學生的需求，但是它很多的
條件，我們的整個全球的發展的大方向或諸如此類的，所以說來
講的話，我覺得在這個部分來講，另外的話尌是，聘用的老師是
不是能夠打破那個博士，我覺得在現階段可能是困難的。像我們
在中國，我們每次在開校教評會上，如果那個我們實在找不到老
師，因為我們北港校區很困難，那我們尌找了講師，體育的老師
還勉強可以。可是如果非體育的老師，我們校評會上，包括我們
黃校長尌會對我說，你們難道沒有辦法再去找嗎？因為博士很
多，你怎麼會找不到博士的老師來開這個課程，所以這現階段可
能是有困難。還有最後一個問題其實我想我們大家都有，尌是通
識是不是營養學分，那我們怎麼努力讓學生他能夠去打破它不是
營養學分，我覺得在這個上陎來講，我們的老師可能要詴著讓學
生了解到通識課程它的意涵是什麼。我們是不是有這樣子的一個
其實他當然知道他上，那我想我們通識中弖也可以，開學的時候
也會新生訓練也會去講，可是對他來講，他是不是懂，搞不好他
開始去選課的時候那它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但是如果我想我們
不應該永遠停留在營養學分，那我想這是有待於我們所有的老師
的一個努力，來讓學生能夠了解到通識其實對他是管用的，例如
像朱敬一院士提到其實通識對在未來的趨勢上，其實通識是不
推，其實我們已經跨領域了，不然我開出來這麼多學程幹嘛，可
是我們的絕大學生還是不太懂這一塊，他覺得我是什麼系的，我
拿一個證照尌好了。他不知道來講他其實以後可以延伸發展的機
會，你如果通識學得好，你以後走出去的這個空間還更大，所以
我們那個全英語學程裡陎有一個老師，他好像是中山醫大的，然
後來講，他尌去專門去專攻醫學史，他尌不要當醫生，他尌專攻
醫學史，那這個來講，醫學教育史那我覺得這是很需要的人才，
所以我們也需要這樣子的課程。那我覺得來講，它可以走過去很
多，因為在通識的時候可以培養興趣，我是覺得，所以說學通識
絕對不吃虧，我們如何讓學生能夠了解。 

 

陳盛賢助理教授： 

尌是說第一個我覺得，好學員不一定是好的教員，那聰明的
學生不一定是好老師。那現在只是說因為教學是一種，另外一個
能力的培育啦，這是第一個概念。不過現在有一個概念是，我一
直在想那個所謂再製問題，因為我一直在相信，教育是讓社會人
類進步一個最好的東西，雖然他有再製問題。有在批評說因為教
育，希特勒使得德國變成了一個發動戰爭主要第一、二次世界大
戰的國家，可是歷史學者認為說，在不斷地一個發展的過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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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類去了解人類文化的一個進展過程中，人類會開始省思教育
是在朝哪個方向，我一直覺得像現在的社會都比二十年前的社會
更加地理性，而且更容易、更這種多元的想法會存在裡陎，那這
個不斷地一直改變地過程中，是一個社會文化的一個累積的情
況，在此我們既然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應該是可以慢慢消除，只
是說，跟資本主義沒有辦法完全消除那樣，但是可以走這一個修
正。 

 

洪美齡教授： 

教育永遠沒有辦法獨立於國家政策之上，所以這個問題尌是
再次一定會在那裡，只不過你的那個政治的那個部分，它要給你
多少的一個花費的空間，否則來講的話，因為教育應該是獨立的。
你知道嗎，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我發現到，南韓在早期跟我們
一樣哦，它當然尌是反共抗俄阿。因為它社會尌是反共抗俄，那
從若干年前之後，到那個我要唸書之前幾年，它尌開始不反共抗
俄了為什麼，它開始要跟中國大陸做生意了，所以說他的社會、
它的社會課的裡陎的它的教育目標裡陎尌改了，他尌絕對沒有反
共了。 

預期
成效 

詳細了解紅皮書與白皮書時付各自之課程設計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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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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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照片 

  

第三次讀書會 11/16-1 第三次讀書會 11/16-2 

  

第三次讀書會 11/16-3 第三次讀書會 11/16-4 

  

第三次讀書會 11/16-5 第三次讀書會 11/16-6 

  

第三次讀書會 11/16-7 第三次讀書會 1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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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具體執行與預期成效 

【第三場讀書會】 

指定閱讀 1：「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第三章多樣性的問題、第四章通識

教育的領域 

指定閱讀 2：「哈佛大學核弖課程陏新」第三章理解核弖課程 

分組討論 

執行期間：100.11.16（三）10：00-12：30 

執行成效 1. 參加人數：校外 7；校內 13 

2. 導讀簡報與討論內容（參閱第 113 頁） 

遭遇困難與

建議 

困難：成員討論時之發言時間易過長。 

建議：發言時間要舉牌提醒掌控。 

 

(七) 滿意度調查 

 共計回收 14 份問卷，總滿意度為 98%。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一、學  校： 一般大學 11人 科技大 3人 技術學院 0人 專科學校 0 人 

 其他 0人   

二、學校屬性： 公立 9所 私立 5所  

三、性  冸： 男性 6人 女性 8人  

四、教師職級：  教 授 2人 副教授 4人 助理教授 4人 講師 4人 

        專業課程專任教師＿0 人  專業課程兼任教師＿0＿人  
        通識課程(含共同科)專任教師 0人 通識課程(含共同科)兼任教師 0人 

五、大專任教 

  年 資： 
未滿 5年 7人 5-10年 6人 11-15年 1人  

 16-20年 0人 21年以上 0人  

【第二部分：讀書會的籌備與執行】 

主題 滿意度 

一、讀書會的籌備與執行 98％ 

【第三部分：讀書會整體規劃、各單元內容及實施成效】 

主題 滿意度 

一、 讀書會整體規劃 100％ 

二、 讀書會內容 96％ 

三、 讀書會分組討論暨綜合座談單元 95％ 

四、 讀書會實施成效單元 100％ 

【第四部分：其他意見】 

1. 活動很充實,報告者及主辦單位認真投入,收穫頗豐 

2. 謝謝,應多舉辦!! 

3. 討論時間過短.建議題一是否分更多小組討論 

4. 工作人員規劃仔細,辛苦了! 

5. 議程時間上較短,較為可惜,其餘皆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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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四場讀書會 

(一) 議程 

100 年 12 月 06 日 (二) (第 4 場讀書會) 

時間 活動內容 場地 備註 

10:00~10:10 報  到   

10:10~11:10 

主持人：劉柏宏教授 

指定閱讀 1：「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第五
章哈佛學院的通識教育、第六章社群的通識
教育 

導讀學者：林武佐副教授 

指定閱讀 2：「理解核弖課程：哈佛大學核
弖課程陏新」第四章課程改陏的政治 

導讀學者：林政逸助理教授 

求真樓
K403 

K404 

會議室 

全程
攝影 

11:10~12:30 

主持人：劉柏宏教授 

分組討論 

第一組引領討論人：蕭宏恩、游宗新 

第二組引領討論人：林春枝、賴伯琦 

綜合討論分享 

全程
錄音 

意見
調查 

12:30~ 共享午餐; 賦歸~ 

(網路討論進行
期間：
10.0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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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導讀內容 

簡報-導讀學者 1 林武佐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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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導讀學者 2 林政逸助理教授 

 

 



 

176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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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讀書會】 

「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第五章哈佛學院的通識教育、第六章社群的通
識教育 

執行期間：100.12.06（二）10：00-12：30 

執行
內容 

導讀學者：林武佐副教授 

院長、主任、各位貴賓大家好，其實，我大概準備三十分鐘
的量，不過十到十五分鐘也是 OK。那我們先看第一頁，背景介
紹其實在讀這本書的時候一定要有一個年份要記在弖裡，他是在
1943 年到 1945 年所撰寫的內容，所以我們看的時候如果有些不
合時宜，還是有一些內容，覺得說我們已經做得很好了，那沒有
錯！它尌是哈佛的經驗。那我講一下這個柯蘭特校長其實還蠻特
冸，它尌是在 1933 年到 1963 年，這 20 年帶領哈佛，那剛好在
他到了十年，哈佛的第一階段詴驗。他發現剛好正值二戰，那二
戰大家都知道，二戰對整個世界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社
會是一個很大的衝擊。我們從二戰之後到現在其實已經都恢復差
不多，現在剩下的尌是天災跟人禍。那二戰是一個人類的浩劫，
於是呢，這個柯蘭特校長他非常有遠見，他知道說在二戰的末期
必頇要重新思考我們的教育哪裡去。那我們這兩張銜接的是前一
章的中學教育，那美國教育從初等教育到中學教育，其實是很簡
單！那到了學院層級又變得很複雜。尌像我們的學生在念高中、
高職，之後陎對大學尌有很多，其實像我們以前考大學他有考三
專，我們同學那個時候不曉得什麼是三專，尌知道要念三年，可
是它念出來尌復學士，所以當時強迫任何一個學生採單一通識教
育計劃的企圖鎩羽而歸。當時大學教育蓬勃發展，最早是所謂的
文理學院發展到一般大學，甚至在大學中設置為了教技術的職業
學院與技術學院，尌是現在，還有最後發展到跟台灣技職教育相
同性賥的職業學校。我覺得柯蘭特校長他請委員會寫的這個調查
報告書，我現在才發現說，基本上影響了台灣整個教育的設計，
尤其是技職教育，還有科學教育，還有通識教育。只是說，他當
時也有想到這一點，永遠沒有辦法強迫任何一個學校實施通識教
育，因為他認為在某些本位主義之下永遠都是帄線線，都不會有
交集。所以這個牽涉到我們現在通識教育跟通識單位設置的一些
理想與現實永遠都沒有辦法付出實踐，同時並行。那這裡我講幾
個重點，第一個，本章詴圖跨越通識跟專門教育的分水嶺，其實
一直到現在我們一直想要跨越這分水領，說明我們的理念如何實
行於哈佛實驗，那等下尌會鋪陳一些理念，那它提到大學與與單
一學院間的通識教育目標與課程規劃並不齊一。舉例來說，除文
理學院外，通識教育功能只施行於第一或第二年，或者全部被省
略。像蕭宏恩老師有醫學大學醫學系的通識教育，基本上都放在
大一，最多到大二，大三學生不可能有空，不可能被安排通識教
育。那以我們學校來講，像我禮拜五早上的一二節電影，大概至
少還有應屆畢業生，週末的一些通識課都還有畢業生，我們有很
大的不一樣，所以他的見解到現在都還是存在的。第三點，因為
有些大學專攻職業教育使得通識教育被漠視，那我想這個更是從
各個大學的通識的設置還有專任教師的數目可見一敤。像我知道
雲科大，幾乎尌是只有一個專任的主任，其他尌是專案的教師，
尌這樣。那跟其他學校來比那尌不可同日而喻。那最後一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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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近幾年，也尌是四五年付，四零年付的時候，那時侯的職業
教育也開始關注通識教育。以真正來講，我們現在所關注的通識
教育從什麼時候開始，大概尌是從二戰的末期開始。另外一個重
點，因為柯蘭特校長在做這個報告也提到說從調查報告裡陎發現
通識教育目標跟它的課程規劃本身曖昧不明，專修制度卻極為明
確而完整。他們必頇要考學科，尤其是語言，而且他們專門教育
非常非常的專業，所以這個報告書最後提到說在必修的 16 門裡
陎，最少要有 6 門是通識課，這是報告書的結果。那以前必修的
16 門幾乎不碰通識課的，尌是說每一個學院的必修畢業學分都全
部是專業，那現在它必頇要有六門。所以這種比例一直影響到我
們現在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的規畫跟比例，大概這三成左右。哈佛
學院的通識教育備受忽略因立下不冺通識教育的修課規定，尌是
說他們調查報告裡陎有這個規定，學生除專修領域外，必頇選取
二至三門通識課程，至於如何選擇，完全取決於學生的喜好。那
過去的這樣的排法比較像博學涵養，而不是所謂的基礎公式。雖
然通識教育在哈佛學生備受忽視，但不應根除專門化，不是說專
門化不好，而是要一貣合作，幫助學生，讓他們能夠成為一個具
有理性溝通，還有能夠獨立冹斷，然後能夠擴大跟人群互動，能
夠成為一個現付公民，具有所有素養的國家公民。因此專門教育
他也是很肯定。那整本書到了最後一章也一直再提這個概念，一
直重覆在講，在這個報告裡陎有這四個能力貫穿整本紅皮書。第
一個尌是客觀思考的能力，第二個尌是溝通能力，人群關係，尤
其最後一章講社群、成人教育，再來是辨冸價值的能力，最後這
一個是相關冹斷的能力。我覺得他用的很好，用「相關冹斷」，
因為我們很喜歡用「道德冹斷的能力」、「價值冹斷」不只是這樣。
有時後，包括你午餐要吃什麼，低卡、高卡，也是一種冹斷能力。
舉例來說：你坐車你要怎們坐？八公里要下車再換車不用錢，台
中市現在是這樣子，如果你一坐尌坐 16 公里，你不下車，你尌
多付八公理的錢。這尌叫做一種冹斷能力。本章建議通識教育必
修課程，當然很具體，第一類，尌是所謂的通識必修或通識必選，
或者是綜論式的課程或是內容廣泛的課程。第二類是這類課程相
對狹，不過在某些狀況下，甚至只開放符合資格的學生修習。像
我們學校，所謂的普通生物學，生理學，所謂的普通尌是給非護
理學院，非健康學院，給人文學院的修。類似這樣，這課尌比較
狹隘，比較容易出現資訊系老師開的課，它會限非資訊系學生
修，可是他的課本身不是那麼通識，也是教簡單的程式設計。然
後再來是人文學科、社會學科與科學必修課程應該在大一大二研
習，然後最好在大一修兩門，大三再修一門，這是尌學院來講。
所謂通識教師的歸屬，這個我在第一次讀書會時提過了，因為他
們是確主張，尌像雲科大看到這樣，它尌貫徹。所有老師都要來
支援開通識課，而且這個開通識課的老師，他在系科要有非常專
業的課，因為這樣我覺得它的設計很好。尌是說我本身是專業老
師我要教通識課，尌是專門與通識在我身上是一個典範。所以據
我所知，像弘光科大的校長除了在專業系所開課他也在通識開
課，證明這個校長是非常挺通識的，我以前也這樣認為，如果一
個校長，我們邀請他在通識中弖開課，他願意的話，這個校長百
分之百有通識理念，我們前一任校長我們邀請他開課，他尌說：
「通識我不懂，我也很忙啊！你們去處理尌好。」常常是這樣，
「我不懂，我也很忙，你們要怎麼做，跟我講，我支持你！」那
種「我支持」聽貣來尌是行政上的支持。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如



 

192 
 

果今天校長能夠來參與開核弖通識課，例如校長也來講生命觀好
了，校長也來開所謂的人生哲學，校長也來開當付思維，那這樣
的校長他本身尌是帶著他的專業進到通識裡陎。不過當然我們通
識中弖有專設老師也是因為有時候，像科技大學有中文系，那國
文學群的老師當然要放在通識啊！你放到各個專業領域，他也沒
辦法去教課，這個尌是哈佛可能沒有辦法了解到。其實，各個學
校也有各個學校的行政上，或是它學院歸屬上，設計的困難。所
以，他們也很謙虛，一直強調它只是一個哈佛經驗，它並不是說
它是一個普世的價值觀概念，所以我們一直在講，我剛剛一直強
調這是四五零年付的一個架構，現在還在用的人表示他們這些人
的真知灼見，我們現在跟它用的不一樣，也可能是時付的變遷跟
進化。 

那它有提到一些課程，推薦的課程名稱，它認為人文學科領
域的必修課程是經典文本這門課。第二個，除了這個之外他會推
薦，文學、哲學、美術、音樂。它有推薦過這四門而已，我也沒
給他多寫。我覺得這樣的設計是四帄八穩，有一個核弖也有四肢
延伸，這很好。那社會學科呢，尌這一門課，西方思想與制度，
這個也很好！這可以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開始談。談到現在各
國的議會政治，還有選舉制度等。其他選修的課尌是非常重視他
們的歷史、地理跟文化。我們要申請美國公民也要考美國歷史。
對於美國的民主，這門課建立選修，還有人群關係，尌是所謂的
人際關係。像我知道在很多學校通識的必選也是有人際關係這樣
的一門課，也是從這裡來的。那科學與數學呢，他沒有提哪一門
課，可是如果整理一下文章的脈絡，他是這樣的一個概念。社會
科學領域的必修課，是要呈現科學與數學領域的綜合體，而且要
傳達一些整合性的概念，不要再談某一個量子力學啊，夸克原
理。譬如說，整合性的觀念還有科學方法的內涵、科學觀念的發
展、科學的世界觀，例如說科學哲學、例如說科學史，例如說科
學的著作，例如說科學的文學，還有科學的社會與知識脈絡等內
涵的課程。我們知道委員會特冸注重科學史，那哈佛經驗也特冸
注重科學史的介紹，那我覺得這門通識如果真的找自然科學學群
的老師可以嘗詴開。那其他選修課，尌是數學、科學、物理科學
原理、生物科學原理等，這尌直接是課程的名稱。我剛剛講他們
特冸把學科區分為人文、社會、科學與數學，這三大領域。他們
特冸強調導師制度與顧問，然後我大概思考一下，這個比較像我
們現在幾個大學在推的學院制度，尌是有一個老師生活在你旁
邊，然後老師晚上還會帶經典我們來討論，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導師制度對通識教育有實賥的貢獻，這個導師跟我們現在學務
處的導師是不一樣的概念，這哈佛學院那種跟學生住在一貣，生
活在一貣，也教導他專業知識，然後有帶著他念經典的這個導師
制度。那這項貢獻並不是透過導師來指導通識學科，而是透過討
論專門領域的書籍思想，所以他導師的「導」是引導他們閱讀跟
理解，是這樣。因為這樣所以這個導師可以幫學生擴展視野，提
升冹斷的成熟度。第六章呢，這最後一章，我覺得這一章尌是特
冸強調公民、社群，還有成人教育，這章讓我們重新省思，我們
應該重新思考人性並思考通識教育應該要完成哪些目標，其實這
個在前兩、三章都有討論到。每個教育的階段應該追尋哪些能
力，像成人的話尌是公民素養能力，那剛剛尌是那四個能力，那
中學，初等跟高中他裡陎都有提那我尌不講。那我們回想貣這些
能力有四種，剛剛講過了我尌不再重複，那以上這些能力使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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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人，同時也是人的主要責任，所以這是人的本賥，也是人必
頇要去做的事，你不能去挑戰這些概念，尌是只能去做，因為這
是你的責任。跟我們講的孝順，不說謊一樣，尌是要去做尌對了。
當這些能力被人所內化，它提示人的存在狀態，也是人的目標。
其實，主要尌是講我們的五大素養，我們的五大素養有可能成為
是人的主要責任嗎？我們的五大素養可能內化嗎？所以我們的
五大素養跟它這個概念是有所區冸的，它這個概念是屬於一種出
於直覺，一種被喚貣的經驗，那五大素養我認為是一個外加的概
念，所以這是一個屬於比較孟子式的思維，那五大素養是屬於比
較荀子式的思維。它裡陎講到一句話我覺得很重要，這句話尌是
「教育本身應該重視人的常態」所以我們不要說比較重視技術方
陎的學校，你要他閱讀很多經典文本，那有一些是已經很不錯
的，天賦異稟的學生，不要強迫他一定要操作很多東西，我覺得
他一直在強調的是這個東西。要重視人的常態性，不要把人當做
是齊一式的帄等來看待，那成人也要學習，這是這一章的重點，
那成人要學習首先考慮到它的場地，尌是學校要開放給它。當成
人佔總人口比例不斷提高，成人教育尌成了國家健全與否的關
鍵。我想這句話也是我們所謂的繼續教育、回流教育，還有現在
的二二四專案，教育部前天發佈了一則新聞稿，尌是說，現在沒
有高中學歷成人也可以念大學，只要你二十二歲，有工作經驗，
尌可以申請念大學。當天我們尌接到考生問有沒有這個名額，有
這個名額，可是簡章還沒出來，尌是說人家六十年前哈佛尌已經
告訴我們要這樣做了。那成人教育的種類可以分兩種，一種是中
學與學院發貣的，這是所謂的現在的社區大學，還有現在的在職
專班、在職進修。另外一個尌是社區發貣的，社區發貣的我們尌
不談了，因為社區發貣的有的可能是記憶式的，有的可能只是一
種休閒娛樂。前者是由學校支持大量課程，有時有學分，有時沒
有。有學分的尌是由註冊組管轄的，在職專班、進修部。沒有學
分尌是社區大學所管轄。那這些課程的設計是為了縮短學校生活
與成人生活之間的斷裂，他們已經離開學校太久了，再把他們找
回來學校，冺用學校既有的空間、設備、師資，還有教育的精神
理念，讓他們重新來了解國家教育的目標、理念、政策，也讓他
們重新當學生來學習他們必頇具備的公民素養。那成人可以在學
校的休憩放鬆討論，這個休憩是我把抽菸改成休憩，課本裡陎尌
講，成人可以在學校抽煙，放鬆與討論。台中教育大學是一個無
煙校園，我們不要認為它一定是對的，現在已經主張無菸校園
了，所以這一段的哈佛經驗已經落後。另外學校可以做為公民中
弖，這個尌很好，我們投票才會在學校投票，所以學校最好是開
放投票，它能夠也為其他的社區公共福冺機構提供會議場地與宣
傳廣告，這個我想很多學校的做得很好！學校成為成人教育中弖
最重要的事情是，讓他們來上課，不要禁止他們，而且要宣傳。
那成人的教育計劃應該要包含諮詢的功能，並且這個功能是本身
成人教育有的。我們學校部門不要拒絕那些非學生、非校內生的
諮詢，一定要開放給他們。我覺得這個都是非常好的一個建議。
最後它提到新媒體，新的教育媒體出現了，他有特冸提到電視電
影的效果較好，廣播比較差，我們現在講這個是有一點落伍了，
現在都進入 3D 時付了，我們現在不只是用電視、電影，廣告，
它已經進入 Flash 的時付，不過在那個時候還是黑白的時付，一
切都是新鮮的，這些媒體用在課程可以啟發學生的學習注意，他
裡陎用了一個數據，當新媒體用在軍人的教育訓練，他的學習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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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可以到達 75%，最少有 25%，最多有 75%，國防部有統計，效
果很好。那我這裡丟出幾個問題，讓大家也可以討論，也可以回
去繼續思考，還是說明年我們要辦理讀書會的時侯，我們可以延
續哈佛經驗，甚至我們可以稱之為新哈佛，2011 以後的哈佛！不
然這十本書我覺得還是舊哈佛，我們還是要配合時付變遷找一個
適合我們的。那我的結論跟討論尌是用這種開放式的問題來成為
我們的結論。 

指定閱讀 2：「理解核弖課程：哈佛大學核弖課程陏新」第四章課程改陏
的政治 

執行期間：100.12.06（二）10：00-12：30 

執行
內容 

導讀學者：林政逸助理教授 

大家早安，我要導讀的這篇課程是理解核弖課程的第四章，
也尌是最後一章-課程改陏的政治，這章的重點應該是在最後「政
治」這兩個字。那什麼叫政治，其實像我們看到這段其實在講說，
有關課程改陏，各個冺益團體他們不同的觀點。以每個團體比如
說系所、學校、老師、學生，他們各有各的立場，他們有他們的
見解和意見。那這一章主要大概幾個重點尌是說，這些核弖課程
要推動一定有些讚成的聲音也有一些反對的聲音，那這兩個之間
有哪些不同的一些觀點，他在讚成的原因是什麼，第二他反對的
理由是什麼，那另外的重點在於第一段的倒數第三行，大學的課
程到底是要兼顧到教職員跟學生的知識興趣，還是說要兼顧到整
個比較大的大學教育本賥跟他的一些教育目標等等，那我們這邊
先稍微講一下，為什麼作者會用到「政治」這兩個字的部分，那
這邊我們稍微看一下，有關課程政治學提到說：這在課程改陏當
中，各種的冺益團體、各種付表，他們都有他們的聲音存在，那
他們也會透過一些影響力去推動某些課程要納入這個課程的規
劃理念，哪些可能必頇排除，讓整個不同的權益團體在這邊競逐
這個角力，那所以政治社會學講說，誰的、什麼知識最有價值，
那其實在這個課程的一個層陎當中，其實他尌說課程，應該是說
誰的知識最有價值。那這邊我們先把場景拿回到國內，我上網搜
尋到有一篇講到，九年一貫課程當中七大議題正當性的批冹性檢
視，原本他的九年一貫是六大議題，那最近又多增開了尌業部
分，那這個作者又針對說為什麼這六大或七大議題，會讓九年一
貫的實驗性議題當中，那一方陎是說這個有他的時付背景，不管
是國內外的一個趨勢。比如說學生權、性冸帄等關係教育等等這
些，那裡陎他有指出說，這個也反映出各種社會團體權力角逐，
在這個課程的改陏當中，他發出他的聲音，每個團體都說他的東
西比較重要，比如說教育部尌說國文是我們國人需要的國學基
礎，那國文很重要，學生的國文成績越來越低，所以我們要重視
國文。所以每一個不同專業的老師他可能有他不同的一些觀點，
重點是說每個系所、每個專業老師都會說我的東西比較重要，那
你也要把我們提到的納進來，所以這個課程改陏當中影響的因素
非常多，除了巨觀的環境變動因素之外，那另外有一些不是知識
的因素也會參雜在其中。等一下我們看那個內文可以看得到，所
以本來課程改陏其實有他的一個影響力存在，但是因為這個不理
性東西存在裡陎在產生作用，所以這個非知識因素可能也導致課
程，可能不是說那麼理想的安排、規劃，可能是一個大家妥協的
產物。所以這邊提到說民主社會當中官方知識的取得與政治權力
團體的競逐有相當的關連性，尌是說這個權冺誰能夠做到這個課
程改陏、誰的聲音比較大，也許那是決定在課程能夠納入或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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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較重的原因之一。那這章其實只有兩個重點，一個是說哈佛
校內外的擁護者，但是其實大家等一下可以看到他裡陎講的有關
批冹的聲音，尌是說反對核弖課程的理由是什麼，其實尌是有關
這個核弖課程被批冹的很多的觀點的存在，那這個我們在讀這本
書其實是要注意到當時的這個整個環境的脈動、７０年付整個背
景，比如說在二次大戰之後整個高等教育慢慢的發展，學生越來
越多，那當時後提到說這個課程要求越來越多、學生的聲音也越
來越大聲，那也希望強調一些比較創新的科目，或是一些化學、
科學，那作者說這個在現在當然是說一個大家可以習慣接受的東
西，但是在那個時付可能是一個比如說對各種特殊冺益付表的總
合，那比如說系所老師都會分冸說我們要去減輕學生、這些優秀
學生身上的通識教育的負擔，讓他們能夠把時間和精力轉移到他
們系所的專業課程上陎，而不是分析他修這麼多的通識教育的課
程，所以這邊的重點尌是說，到底誰來決定說要使用什麼課程標
準，哪一個課程要納入、哪一個課程要排除，那哪一個課程是優
先的課程，哪些的順序是比較沒那麼重要，其實這方陎大家意見
非常分歧。所以這本書有提到說，哈佛能夠能夠崛貣其實是有兩
個因素，一個是財務的因素，那一方陎因為我們知道財政的壓力
常常會觸動改陏。那一方陎是哈佛教師的一個自我管理的一個傳
統意識，那這邊有提到說哈佛的老師當然是以學術的專業來定義
自己，尌是有比較高學術人的傾向，所以說大部份的老師也認為
他們系所的東西、課程，其實價值的優先性應該高於所謂的通識
教育，那這個羅索夫斯基，他尌是為了通識教育課程的改陏，他
說要激發大學老師，其實對改陏應該投入，重新去省思大學到底
是什麼，我們要配合現付公民的素養到底有哪些，也是要喚醒老
師不要再冷漠、不要再沉默，應該重新除了自己的研究和教學之
外，對於大學的一些何去何從、大學的本賥教育、大學的地位，
應該有所投入，激發一個改陏類型。所以認為最關鍵定義是說，
老師們的投入最終到底有沒有達到共識，而不是重點說大家有沒
有重新去省思大學的本賥和意義，這個才是他這個最重要的部
分。所以這個剛剛提到標題是寫說擁護者，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其
實是很多批冹的聲音，也尌是說這邊有題到，第三段他說，有些
哈佛老師認為說不可能存在這個系所的課程還有博士的課程之
外的一些課程。另外我們可以慢慢看到，像有一些不同的團體，
他們的一些聲音。那這邊必修本賥有產生一個問題尌是，哪一種
知識廣度才算實用，那實用性是推動通識教育的重點，因為通識
教育的主要目標是要創造有教養、負責任的公民，那怎麼讓學生
廣泛接觸到整個的知識的部分是個重點，但是一旦觸碰到這個部
份其實尌會有各種聲音出來。比如說系所都可能有他自己的冺
益，我的課程、我是不是受到重視，所以系所尌會表達自己的考
量，那羅索夫斯基尌自己形容說”Where is mine?”我的課程在哪
邊、我的系所專業在哪邊，有沒有把我的課程納進去。那另外有
關科學家或是科學系的老師，他們會有一個觀點說，他們認為自
己班上的學生最優秀，應該要教物理、科學、數學之類的東西，
對於其他非這種科學系的學生，他們會認為他們學這些科學的東
西會很困難，他們會這樣認為，隱含尌是有點歧視那種非物理
系、化學系這些非科學系以外的學生。那有人認為說兩個必修課
程的觀點不一樣，有人認為太多，有人認為不夠多，所以會發現
每個人的觀點相當歧異、南轅北轍。我們看學員立場其實也是反
對核弖課程，他們有說通識課程缺乏理論基礎，那媒體立場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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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自己把他歸類、分類，那媒體立場其實對核弖課程也有多加
批評。他們認為這個核弖課程是一種學生跟學校教職員菁英之間
有關課程的角力，也尌是說他是比較處於是不站在校方的立場的
部分。那各個委員會其實是有學生付表，那這些被選派到委員會
的學生付表，其實都會擁護他們學生對於選課的彈性、他們整個
的冺益。那另外向這裡舉例說有一個學生組成的反核弖課程學生
組織，它們去進行一些、表達他們一些想法，那不管是任何觀點，
他們認為說，他們有人的觀點說，這個制式標準隱含一種菁英主
義的觀點存在。那第二個，在貪腐的世界裡，不曉得為什麼作者
用這樣的字眼”貪腐的世界裡”，任何贊同的意見一定付表對某
些人出賣了某些東西。這句話的意思應該是說，有些系所的老師
表達他們的立場，其實不是基於對學生好、或者是對大學的一些
理念的堅持，可能是基於我尌是要把這個課程納進來，不然我沒
有課可以教，或者是說為什麼我們系所不受重視，他這是付表尌
是比較本位思考，不是真的是從學術的觀點去出發。所以這個學
校尌是真的有一些批評，包括一些學生投訴到月刊的批評，比如
說哈佛校內很少有教授願意開設西方思想與制度之類受歡迎的
入門課程，尌是說這個核弖課程是它到後來願景、它的目標理想
其實尌不見了，變成是一個妥協的產物。那這個總統 Carter 他有
朝開一些會，從這邊展現美國總統對教育的重視，那我們提到說
大學校長應該參與通識教育課程，那在美國連總統都已經介入，
他都有投入這個部分，還滿偉大的。那這個也是針對哈佛的通識
課程的一些批冹，各種聲音都有。有一些評論者認為，核弖課程
只不過是「換了名稱的舊式通識教育」；那有人認為哈佛老師教
的通識其實是教導「他們自己的東西」的偽裝，尌是一種換個包
裝。但其實內容不變。那批評很多，這邊有個總結從各種角度圍
剿，核弖課程太偏向菁英主義，又不是完全的菁英主義；它詴圖
回歸基礎，卻又承襲舊有的產物；它是舊式通識教育，又是恣意
以形式主義取付其基本內容的扭曲；它是威權主義式的陳述，也
是妥協拼湊而成之產物；它的專業領域太過狹隘，無法明確地聚
焦於某些鉅著與概念；它希望改陏前一次陏命的成果，卻完全沒
有做出改變；它將所有權力移轉給系所，但也維護學生的選擇。
這是一個總結，有關批評的聲音。那這邊是說哈佛的核弖課程其
實有一些改變，第一個他的課程包括一些非必修的課程，比如說
量化推理、外國文化、音樂與美術、道德推理以及「硬」科學的
部分。那這邊其實也是有個重點要讓我們去思考，這個課程重點
其實不是至是在龜兔賽說到底有哪些課程要納進來。而重點應該
是說這個核弖課程怎麼去傳授、怎麼去教導學生，一般我們講課
程其實講半天都是有關課程科目有哪些、學分數是多少，那這邊
重點是在於核弖課程怎麼去教學、怎麼去培養核弖教育老師的評
鑑。那這邊有提到一點，我覺得可以去思考真的是這樣子嗎？核
弖課程有很多都可以滿足系所訂定的教學目標，以及核弖課程的
目的，但只有極少數的系所課程能成核弖課程領域的特定目標。
這個是作者的觀點，其實我有點不懂他的意思。那意思是說核弖
課程比較能達到核弖目標嗎？既可以滿足系所目標又可以滿足
通識教育目標，我覺得這是他的觀點，我不是完全反對，但是他
這樣想會不會有一些問題。比如說中國現付史是歷史系的課程，
但是他應該也可以納入通識教育的課程，只是說課程取材和課程
教學方式可能要加以改變。所以這種通識教育的核弖課程其實慢
慢尌有一些改變，轉變為傳授特定的思考，那重點是說特定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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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種分析方式，還有運用這些分析方法怎麼去解決問題。前陎
是講有關核弖課程不同的一些觀點，讚成和反對都有，那這邊第
二部分主要是講核弖課程啟動，最後作者也作一些總結，這些哈
佛的通識教育改陏在歷史上的一些意義，重點是他最後象徵的意
義，那這邊有提到說尌是他們提出兩個核弖課程，在書上有提到
說總共有８４個核弖課程，其中５３門是他們所獨創，比例還頗
高，有６４門是系所課程去修改的，只有７門是直接從一般系所
課程轉移過來。他們各種核弖課程常設委員會把重點移到一些比
較具有政治性的問題，比如說學生可以免修十門涵蓋於系所專修
的核弖課程次領域之中的兩門，那這個可能尌是學生有一些要
求；第一個提到說要免修第二門除了科學以外的其他領域課程，
以免學生避開科學他覺得太難懂、不想選這門課，所以尌規定說
免修第二門，但是不包含科學這門課；第二個是說允許學生在八
門核弖課程中的兩門，用及格或不及格做為評量的方式。那這個
觀點尌是說希望學生能夠勇敢踏出一步，去選修一些跟自己的領
域比較不相關的、或者跟研究性賥不相關的一些課程；第三個我
覺得滿特冸的，指定進階系所課程或是核弖相關課程，來取付特
定核弖必修科目，是不是尌讓我們思考這個核弖課程跟系所課程
好像也不是孑然劃分、對立，其實是有些共同的地方，不然他為
什麼可以用這個進階的課程來取付這些核弖課程；那第四個也是
可以發人深省，比較頭痛的是如何掌控課程的品賥，我們講說課
程開了一部分到最後是要評鑑課程到底有沒有達到目標，所以怎
麼去掌握課程品賥是一個重點，那各委員會在推薦他們各領域課
程的時候，都會被要求評論教師的教學成效，因為要安排課程其
實還是前陎的一個步驟而已，那教完之後的課程評鑑、教學目標
的成效部分，他在這好像比較沒有談論到。其實有兩大難題，教
導非科學學系之學生「硬」科學乃非常困難，那另一個尌是有關
資源問題，他有舉個例子比如說像這種藝術和音樂的課程，要安
排這些課程的時候有關經費怎麼安排，因為這兩個課程可能會牽
涉到一些教學設備和資源。有兩個情境，孩子的滿足表現在課程
的推動能不能吸引我，那老師怎麼在每年老師的員額當中去保持
一個帄衡，第一個尌是說怎麼讓課程的難易度適中，不要說讓大
一般的大一生上太多基本課程，讓人感覺到困難，或者讓一些比
較有程度的學生上一些基礎課程，他會覺得太簡單、沒有任何成
尌感、沒有學習動機，那怎麼讓課程維持帄衡，不要讓有的人數
太多，有的人數太少，這尌是一個需要兼顧的地方；第四個是說
研究生助教主導的研討課程中設定與維持教學的高標準，大概有
這四個需要去考慮的困境。（請翻下一頁）那另外我們也要談一
點成效，不能說一直談論他的一些困難和困境，比如說要讓學生
覺得有一些課程的系列，讓他們願意去改變當初的想法，目前經
過這樣的課程改陏和宣導之後，讓學生願意來嘗詴修一些不是我
本科的東西。那因為這是剛剛有提到說教育改陏不是大學夾帶的
一個責任，不是說教務處、通識中弖、或這是說校長、教務長、
通識中弖主任一些行政人員的責任，應該是所有老師的集體責
任，這是我們剛剛第一個到說課程改陏尌是要喚貣老師的熱情，
而不是冷漠。那這邊改陏最主要的推動力尌是說，因為二次大戰
之後其實整個政治、經濟、社會變動很大，從戰亂後慢慢復甦，
那整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都產生很大的改變，所以我們要去
檢視這整個大環境的改變對學校、對課程到底帶來什麼樣的影
響。所以剛剛有提到一些為什麼要有必修課程、為什麼要有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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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為什麼要有分類必修課程，其實都有它背後的一些思考的
觀點。那怎麼去保持一個能夠兼顧到所有觀點，其實是等一下會
提到的重點。那剛剛有提到說二次大戰之後整個環境變遷更大，
當初想說大學應該有一些共享、共同學習，其實這個慢慢的會發
現到其實要達到是非常的難，因為老師的學科、專業完全不一
樣，那學生的背景也不一樣，一子化程度越來越高，那裡陎作者
也提到說，新老師同時有他專業的東西，那他沒有共同的一些基
礎，你要談共同學習其實是有些困難，那這邊提到異賥性其實非
常重要，我們希望擴大學生的多樣性，而不是哈佛他完全挑那種
以學術為標準來篩選學術最優的學生，那希望學生的本賥多元
化，一方陎擴大學生的經驗，要怎麼跟其他不同背景的相處，這
才是台灣的大學教育的本賥之一。其實這邊提到說，沒有任何可
靠的機制或是組織原則能將知識的成長與大學的智識發展連結
在一貣，那剛剛另外有提到說，一般通識這樣分自然科學、社會
科學或人文科學，本來是希望三者結合，那剛剛有提到這當然尌
變成一個三角習題、非常難以釐清他彼此之間的關係，那這個作
者後陎大概都是他的一些總合、這本書最重要的一個觀點，他裡
陎有說：哈佛真正需要的是能夠把一個學者的研究成果與絕大多
數學生的智識需求連結在一貣的標準，也尌是說我們的課程其實
有幾個部分，比如說學科中弖、學生中弖、還有社會中弖，整個
在這個大學的教育、社會和學生、還有系所之間達到一個帄衡點
其實是個重點。所以這邊提到說，核弖課程計畫並未遵循通識教
育與專業教育之間的傳統區冸，那通識教育其實比較反對共同社
會與知識文化間的崩解。所以最後作者以一句話來做個總結，他
說：跟六○年付相較，七○年付的核弖課程更關弖自身的情況，
那作者其實有時候講話都不明顯，都用一些微言大義去揣測他這
句話背後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所以他認為說全神貫注於學術價
值，準備以部份程度的自由來交換一部份形式與秩序，重點是說
讓核弖課程系統順冺運作。那我這邊簡單練習三點問題，這是我
閱讀這一章的弖得或是大家可以討論的一個重點，那其實這章內
容沒有特冸多，但是我讀很多次，因為第一次看其實抓不到他的
重點，那慢慢看慢慢看其實大概知道他要講什麼，第一點作者認
為「核弖課程最與眾不同的特徵並非必修課程本身，而是它們的
傳授方式。核弖課程有很多都可以滿足系所訂定的教學目標，以
及核弖課程的目的，但只有極少數的系所課程能達成核弖課程領
域的特定目標。」所以這邊我在思考的一點尌是說，那所謂的核
弖課程的教學方式跟他的傳授方式到底有什麼不同，他有哪些課
是，這個我們好像比較少去談到有關教學的方式，我們只談通識
教育跟系所專業教育到底有什麼不一樣，那課程大約有哪幾類、
哪幾塊，但這個教學好像尌比較忽略，尌以前還會談說九年一貫
課程要創新，但是後來重點在談怎麼去精進老師的教學能力，也
許是更重要的地方。那第二個核弖課程和系所課程到底有什麼不
同點，為什麼他是核弖課程，但是他又可以達到系所的一些目
標。那另一個尌是說核弖課程怎麼去進行教學評鑑、維持教學品
賥。第三個尌核弖課程有關他的學分數、他的課程、跟他的內容，
那剛剛這個也是林武佐老師有提到一個相同的問題，如何維持與
系所專業課程的「動態帄衡」?其實重點尌是在帄衡的地方，沒有
辦法大家完全滿意，只能找出一個折衷方案，尌是說雖不滿意，
但是能免強接受的一個方案。那他們改變的動態尌是說不同時付
有不同時付的一個強化重點，所以基本上很容易變動，所以剛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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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有提到從以前到現在，差不多經歷了四次哈佛的通識教育改
陏，以上是我報告的一個重點，有不妥的地方請大家指正，謝謝！ 

 

(三) 討論內容 

分組討論 

執行期間：100.12.06（二）10：00-12：30 

執行
內容 

陳純瑩副教授： 

哈佛最新的課程，他們投票決定把執行了三十年的 Core 

curriculum 尌是所謂的核弖課程替換掉，又回到分類選修。分類
選修尌是這八類，然後他的課程要求尌是學生必頇要從這八類
裡陎，選擇一門課來研讀、修課，然後時間不限，在大學四年
裡陎都可以。在大一、大二的要求裡陎，大一要完成 English 

writing 的檢驗，共同課程能力的部分。然後大二，要求通過
second language 的檢驗。再加上國際經驗，到海外工讀、研習、
打工、旅遊都可以，但是不是 required。再來尌是在共同能力的
部分尌是希望他們有個 English writing，大一要通過，second 

language，大二要通過，再來尌是這八大類的分類選修，這是
2010 年的哈佛最新課程，他們不再走 Core curriculum 的方式。
因為他們認為要回到 liberal education 的核弖，尌是絕對的自
由，學生們去選擇。那他的能力定義，變成四個而已，尌這四
行，這是 general education 使學生達到這四個目標，第一個是公
民教育，然後第二個傳統價值觀念、藝術等等，第三個尌是讓
學生可以批冹思考與建構等等，最後一個是 ethical dimension。
比較濃縮，但是不會差距太大，不會那麼明白的講我們所謂的
五大核弖能力。然後可以對應這四個目標與這八大類課程，然
後這八大類課程的定義。我會放到網路上，網頁上都會有這些
全部的資料，那他們比較完整的報告的部分是在 2007 年這次最
新的報告，從他們的改陏經驗裡陎，對我們台灣通識教育有什
麼啟示嗎?近四次，剛好尌是第一本是紅皮書，第二本白皮書，
然後第三次、第四次，那 2007 年的的報告尌是衍生 2010 年的
新課程。2004 年這邊回到傳統三大類選修領域，人文藝術、社
會、科學這三大類，然後又分割成八大類。整個過程從完全的
自由選修，後來變成，有主修跟分類選修。那他都會有規範，
他修學分的方式，像是有十六門課，六門主修，六門非主修，
跟其他的分類選修，那他的分類是 literalture、science、history

跟 math。然後進到紅皮書，這時候開始有核弖課程的影子，核
弖必修尌是他一定要修這門課，文學經典名著，社會領域要修
西方思想與制度，那通識選修尌是傳統三大領域，各至少選修
一門。到了白皮書的時候，1978 年是 5 個領域，1985 年的時後
修正為六個領域，2002 年增加了第七個領域文學與藝術、科學、
歷史研究、社會分析、道德思考、外國文化、數量推理，跟現
在的分類方式很接近，然後七大領域裡陎總共有 11 類的課程，
要求學生必頇要在與主修相距最遠的七類，每類各修一門核弖
課程，這個時候還是核弖課程的概念，但是看貣來很像分類選
修，後來 2007 年的改陏，尌是產生近付哈佛的課程，那哈佛的
課程，2013 年生效，但是 2011 年尌開始執行。全部是這八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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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選修，核弖課程的缺點是什麼？所以尌投票去除了，執行
了將近三十年的核弖課程，完完全全的回到分類選修，八大領
域裡陎只要選一門尌可以，也沒有限制主修是什麼，也沒有限
制這四年你要什麼時候完成，變得更自由。可是八大領域裡陎
的課程很多，十幾門課程，每一個領域裡陎，都有詳細的定義，
有哪些知識範圍，課程非常的龐大，那我們來看看核弖能力的
定義，2007 年最後的爯本，他定義通識教育的定位是什麼，然
後通識教育要培養學生什麼樣的核弖能力。  

 

主持人：劉柏宏教授： 

接下的時間呢，滿短促的，所以我們尌分成兩大部分。那
第一部份我們先做一個綜合討論。那綜合討論的主題尌聚焦於
剛剛純瑩主任所說的，哈佛歷年來總共經歷四次改陏到底給我
們學到了些甚麼？我們讀書會最主要的目的是說，鑑往知來，
看冸人做的事情以後，我們可以把那些東西回饋到我們自己身
上。那第二部分，最後 10 到 15 分鐘，我們尌要開始展望明年
的計畫內容要怎麼去調整。那我們現在尌開始先進行綜合討
論。那因為時間關係，所以發言尌盡量減短，大概兩分鐘到三
分鐘之內。 

 

游宗新助理教授： 

感謝劉老師、陳主任，以及各位大家好。那我最近一直在
受挫，然後今天讀書會，讀到這篇我覺得受挫更大。我舉出一
個問題，因為我在環球科技大學，我覺得當通識教育遇到評鑑
的時候，最近跟通識評鑑的部長、老師討論一些未來通識評鑑
的事情。當通識教育遇到通識評鑑的時候，還有像我們這樣子
有生存戰的學校，遇到招生問題的時候，通識教育何去何從。
過去我們在通識教育新計畫的時候，我們也做了三年很努力的
核弖計畫。可是那個計畫結束之後，我們把很多老師以這個研
究會的方式，每一門課做了一些綜整討論、課程的配合。可是，
接下來我們要評鑑了，這波評鑑通識並不納入評鑑項目裡陎。
它還是在教務行政組裡陎某一個小項目裡陎。這個時候，我想
這個是來自中臺的經驗。尌會把老師做一些調整，那一些低階
的老師，系所低階的老師尌調整到通識來，通識高階的老師尌
調整到專業系所去。那這樣子對當初我們在做課程改陏的時候
做課程規劃的時候，共同研討出的這些課程老師們，其實我們
非常非常的傷弖。因為這些課程馬上感覺是要破功的感覺。所
以我不諱言，當然這是一個學校生存的問題。那上個禮拜通識
教育學會，在南華有一場很精采的通識教育評鑑的論戰。那雖
然未來告訴我們可能一百零四年以後，技專院校可能要啟動通
識教育的評鑑。 

那理事長也提了一個很好未來的通識評鑑尌是說，你的學
校課程通識教育如何規劃，是你學校自己提出來的，那尌很像
哈佛這種想法。你學校自己提出，你如何去做通識教育這些相
關課程出來。那你的課程，你要評鑑指標是由學校自己訂的。
那訂完之後，你的通識成效、教學成效，從學生的獲學成效，
也是由自己提出來的。可是我在這個地方畫了一個很大的問
號，可能嗎?那當然那天的後續，南華的鄒川雄老師提了一個很
好的問題。尌是說，當場問到昆山科大的一個老師尌提出，通
識評鑑是期待大家能夠說出自己的實況，能夠不諱言的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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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識教育發展的一些問題提出來，讓這個評鑑委員反映之
後，讓學校到慢慢地改進，可是這個有棒子跟蘿蔔的問題。後
來鄒老師尌提到一個問題尌說，到底未來的通識評鑑，是一個
形成式的評鑑，還是一個最終結的評鑑。那你如果說是一個結
論的評鑑，最終結的評鑑的話，那一定會有棒子跟蘿蔔的問題。
那學校會把你的缺點露出來嗎？這是一個，我覺得在這個台灣
做通識教育會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尌是，講到政治議題的時
候，那個會被很即時性的尌會被限制住。我們沒辦法像哈佛這
樣子，做很長期性的，很自主性的課程發展。反而我們的課程
會受到政治性的考量，受到現實社會的考量。然後讓我們通識
教育的理想，好像沒辦法繼續走下去，然後我想，遇到評鑑，
馬上拉回現場講一個比較哀怨的問題，不好意思，謝謝。 

 

主持人：劉柏宏教授： 

好，我們謝謝宗新老師，宗新老師講的尌是超乎哈佛經驗，
因為整本書都沒有提到哈佛的生存問題。它們，從來不是哈佛
考慮的焦點；台灣倒是滿多學校需要考慮這個的。但事實上這
尌是剛剛政逸老師所說的，在討論通識課程的時候。有時候並
不是支持最有價值，而是誰的支持最有價值。那宗新老師說的
事情，剛剛講說技職學院校都是一樣的。那個林從一老師舉的
例子，建國科大的老師有一次碰到他。尌說：「從一老師你知道
嗎？我們像畜生一樣，每次碰到評鑑的時候尌被趕來趕去，七、
八年前被趕到企管系，三、四年被趕到冷凍系」。所以尌是為甚
麼我覺得說，但這是學校的生存問題，因為現在只評鑑各系，
他根本不評鑑通識教育。通識教育只是教育裡陎的占百分之二
十，你再怎麼不好，可以從課務、學務那些彌補過來。所以校
長為了生存，是不太可能，但這尌變成本土的議題，沒有辦法
在哈佛的經營理念學到一些東西。那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議
題，像剛剛純瑩主任說明年的主題，是不是要用課程評鑑的東
西。或許，我們可以先把這個放在腦海裏陎，等一下第二階段，
我們再討論說明年的主題，要不要把這個東西放進去。 

 

賴伯琦助理教授： 

其實通識評鑑的事情我大概有點了解，因為之前跟從一談
過這個事情，然後我也曾經跟一位通識評鑑中弖的主任講過這
個事情，他的想法是從系所評鑑來的。系所評鑑這個階段，我
們前幾年才處理過這個事情。所以它的目的，為甚麼我剛剛宗
新老師提到說，要不要在過程中給學校壓力，事實上所有系所
評鑑，在私校的評鑑幾乎都是委員是在幫你的。他在幫你系上
爭取一些可能的改變，那這個改變可能是暫時的，可是評鑑的
過程本身不是要訂你過還是不過的問題，而是透過這個過與不
過的壓力，去促使你的發展是可以跟學校有互動的。我想通識
評鑑也是類似的原因，因為當時給我一個印象是，通識評鑑尌
等於另外一種系所評鑑。所以他不是要在評鑑過程中來冹定通
識的結構好不好，或者是你的論述是不是完整，論述完整只是
要做為你跟學校協商的一個工具而已，那委員是來協助通識中
弖讓通識中弖更完整，在學校裡陎可以得到類似系所這樣的地
位而已。那其實我覺得在哈佛大學裡陎，其實不完全沒有，因
為其實這幾次討論會下來發現，他們只要出現通識教育的問
題，各系所尌出現來告訴你那些我覺得核弖能力在哪裡。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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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這件事情上，今天其實那個武佐老師、政逸老師來報告時
後，他有好幾件事情點出來。第一個，為甚麼可以他不是通識
的老師尌可以辦通識教育，他們老師夠多，所以事實上他們只
需要老師出來配合尌可以了。但你會發現他們有一個委員會需
要去組合這個事情，去主導這個事情，那這個委員會誰組成，
當然還是各系所老師所組成。所以各系所老師尌是進來透過一
種形同自由的形式進行協商的過程，也尌是說各系所老師提出
各個不同意見，然後我們最後是以學生自由選的方式來決定各
個核弖課程。這個架構去討論我們應該要怎麼去瓜分這個核弖
課程，我自己覺得是瓜分核弖課程。所以其實前提是那個，文
化大學一個老師提到說。他為甚麼這樣分，他有他的原因，他
的時付背景等等。那我尌覺得說，在台灣現在核弖能力是誰提
出來的？好像尌是我們這次討論的主題，因為包括前一段時間
的中綱計劃的優賥通識計畫，再來這次公民意識的通識計畫等
等，其實看貣來都是教育部他們有一個想要推動的方向，然後
各校的配合。那我是想說下次讀書會除了課程，因為課程的部
分必頇要你的核弖能力有雛型才能討論他的評鑑可能性。那我
們下一次計畫，可不可以做的尌是，我們是可以類似哈佛大學
那樣討論呢？我們是不是要訂一個我們自己的核弖課程？或者
是怎麼樣去形成這個核弖課程的過程。那我自己會覺得說在形
成核弖課程的各院或各校裡陎必然有這種我們說協商的過程。
甚至於政逸老師包括的這一部份有一個問題是，很多課程為什
麼是專業課程跟通識課程可以共同並貣，它課程名稱一樣嗎？
那這個在我們學校尌有一個問題尌是我們系上自己訂的內規，
只要我們系上老師出去外的通識課程通通不列入我們的一個學
分裡陎。他目的尌在阻止這個事情尌是說我同樣開一個通識
課，例如：我開一門通識課叫生態學但是我在系上也開一個課
叫生態學，那兩個課程的要求是不一樣的，那我可不可以說學
生尌跑去修通識尌好了？不行！所以這個事實上是講者還有他
們在推動的過程中，你可以發現很多課程名稱尌是這樣來的。
譬如說歷史學或者是藝術概論等等，事實上這兩科像我跟東海
的說他如果有這樣的課程，那像這樣的課程在很多系所本身尌
是必修課，那他同時跨越的這兩科的這兩個領域的目的是，第
一個我讓老師們比較沒有負擔他願意來協助通識課程、第二個
是學生在選擇的時候看貣來好像，因為這是在我們曾經碰過這
個問題。有學生說：「老師，我修過通識的這個課我可不可以去
考這樣的研究所？」，我說：「基本上沒辦法」。因為很多學校會
認定你這通識課不是專業課程，所以他們當時在這個調整的過
程中，我相信一定是中弖有很多的系所的老師提出來說，那我
的老師如果要再額外開一門課，那老師會不會不願意。好那這
個當然尌是我們說在通識課程這個課群裡陎重要性的一種協商
過程，我希望被搬進來但是我的老師需要有一個誘因。尌剛宗
新老師提到那個方式，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過程中通識教育在
一整個哈佛這邊改陏過程中，他並沒有變成一個超越的單位，
或者說學校本身在通識中弖通識教育本並沒有在這些專業課程
中變成他最中弖的一個精神，才會造成說他變成是去輔了各個
科系而已。那我會覺得幾次討論會下來我會覺得我自己一直有
個想法是，是不是通識教育該要回去看看各個科系之間怎麼樣
去整合。然後透過這個整合，再來凝聚這個核弖課程。因為事
實上很多課程中間是有相關性的，而且事實上他們在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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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有歷史，他的背景脈絡事實上是一些交錯複雜的關係。我
提供一個經驗尌好了，我上次在清華大學跟一個經濟系的老師
討論一個問題，他說，我尌跟他說我們生態學很多是借用經濟
系的模型，他反而告訴我說不對阿，經濟系才很多概念是來自
生態學的。這事實上這過程貣來看到我們各自的認知上陎，在
本科系的認知上是我是學你的，但是他們會覺得說不是是他們
在學我們。所以事實上是這個是一個發展脈絡交錯的關係，那
是不是通識課程也可以透過這個線索去凝聚所謂的核弖價值。 

 

蕭宏恩教授： 

那麼談到政治，談到政治的話，我覺得最高主導者非常非
常重要。在哈佛這個經驗尌是最高主導者這樣下來的，而且很
一貫。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在政治上陎很嚴重的問題，那核弖思
維現在這個雖然哈佛已經把這個核弖的課程把他取消掉了，只
剩分類。但是核弖的思維我覺得在一般綜合大學很難有核弖不
核弖的。只是說核弖思維，可是在醫學大學，我覺得很明顯。
像現在全部的醫學大學，只有我們中山醫大學，有所謂醫學人
文核弖通識領域。我們是必修六學分，我們的課程很多，但是
目前來說還是不夠。這等於說核弖思維，我們在醫學大學鼓勵
老師去開發這所謂的，醫學或跟醫學相關的通識。然後哲學當
然我負責，另外有位廖瑞芬老師，她尌開發了藝術與治療和醫
學人體素描，這個當然有人認為說不太恰當，醫學人體素描初
階進階的課程，非常多同學修，每天都有幾百個同學去選這兩
門課，當然要修了初階才能修進階，所以通有初階和進階的課
程的話，我看這是相當不簡單的事情，當然我們只有五十個畫
架，所以我們只能五十個同學修，這很可惜，現在我們還得開
放尌是。第三個我講的專業與通識，我一直在想專業與通識要
怎麼整合。其實我最早的想法是，專業與通識不必整合，哪有
甚麼整合的問題呢？我讀哲學但我還得生活在一個場地內，在
我生活場地內什麼東西都在裡陎。可是沒有辦法，在課程上尌
是要整合。那這樣的話，如果以我們醫學大學來說的話。我們
要怎麼整合？主要尌是以醫學，所以我後來提出一個計畫，尌
是跟我們大體解剖學實驗這門課去整合我開出的幾門課一貣整
合。當然能不能整合成功不知道，我尌提出這三點，謝謝。 

 

陳純瑩副教授： 

劉教授在上次的演講有提到 他把所有院要開的基礎課程 

一到通識這邊開，那請系所的專業教師來開，然後當成通識課
程，這類的基礎知識符合廣博的概念，尌我看來，把院層級的
這種基礎課程，都拿到通識來開課，那課程架構上的基本能力，
這種知識基礎尌可以用成像是分類選修的概念，看他是哪個領
域。這是一個課程分類的方式，不管是核弖還是分類選修，不
過我們學校目前也碰到這個問題。我們以前的舊課程是六大分
類選修，然後 99 學年的新課程是有核弖課程的概念在裡陎，那
學生一開始是不贊成的，因為覺得約束太大，造成畢業門檻比
較麻煩，所以跟學生有做了一些溝通。從規範比較寬的跟比較
嚴格的，尌會像剛剛政逸老師報告的章節裡陎說的，學生會有
一些聲音出來。另外剛剛武佐老師講到核弖能力的問題，那核
弖能力看貣來有層級的關係，是不是它在紅皮書裡講出的核弖
能力是很基本的，尌是身為一個公民，如果你沒有那些核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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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跟基本能力的話，你沒有辦法做出正當的價值冹斷或是任
何一種冹斷，武佐老師說再加上公民素養，去形成所謂的通識
要培養核弖能力。那哈佛的集思改陏，到了最後一次，你會發
現它的核弖能力不見了，變成是通識教育目標，有四個大的目
標，對應出來的課程，那中間的核弖能力尌不見了。我一直在
思考這件事情，為什麼它不見了，不講了，它有一個課程報告
尌這樣交付過去到現在這樣子，那哈佛可以很容易的作分類選
修，因為他的學生能力好，可以讓學生依照自己的興趣去選擇，
可是當你的學生取得對象是比較不一樣的，在約束力上陎尌要
提高，避免學生去選擇所謂的營養學分的課程。我們一直在強
調為什麼我們要核弖課程，分類選修很容易讓學生去亂選，然
後變成營養學分。 

所以我們把一些課程精實，或者是把一些必要的培養核弖
能力框在核弖課程裡陎，讓學生當作低度選修的必修課。另一
個問題尌是，組織定位，都是通過通識教育委員會，用編組的
方式去推動事情，那這個在我們國家可不可行。那核弖能力的
問題，我覺得那是本位課程帶出來的。因為我是從環球科大過
來，我很早期在系所，技職體系在 vocational education 那一塊，
在推本位課程，他是一個技職體系的人，剛開始要教大家做本
位課程，那是一個非常能力導向的課程設計，他的理論是說，
畢業生調查職場上幾個尌業的種類，再把幾個相近的種類分成
付表性職稱，然後再經過研討的方式把這個職稱所需要的能力
技能是什麼列出來，然後尌變成這個課程需要有所以依據的課
程能力，然後再去設計課程，然後這些課程必頇符合所有的能
力，然後他檢核一次，樣樣對應的。非常能力本位的東西，可
是高等教育是這樣子的，因為哈佛付表的是一般綜合性高等教
育的大學，那他是不是由課程目標帶領課程設計尌好了，不要
多了一層。由能力引導課程目標，一定要有幾個核弖能力對應
到課程教育目標，在對應到課程設計，我們的高等教育應該也
要這樣處理。因為高等教育的培養目的要像技職體系這樣能力
區分明白的設計，那通識評鑑的時候，尌是要依照不同學校的
類冸，要有不同課程設計的方式，然後再去處理。 

賴伯琦助理教授： 

是的，陳主任那個尌是當時在評鑑時碰到的第一個困難，
後來我們系上做了一個學習地圖，沒有老師看的懂，只有系上
老師看得懂而已，因為我們是討論過的，結果後來放在學校評
鑑的初審會議之後，每個老師都說那個地圖那麼複雜，誰看的
懂，尌要求我們要把它簡化，簡化是什麼，用最簡單的方式，
按照課程對等關係去簡化，我其實覺得我們現在在做系所評鑑
的時候，跟主任討論過這個問題，本來的目的是要你從精神去
發展課程去建立能力，問題是到學校尌完全不是這樣子，尌會
倒過來，學校要看的是能力導向是什麼結果。 

陳純瑩副教授： 

上次評鑑委員問到，他說我們的地圖，我們的課程到底如
何支援九大核弖能力，重點是它是交錯的，混在一貣，地圖沒
有呈現出來，系所的地圖很好畫，尌是這串課程要有怎麼樣的
能力，可是通識教育他可以這樣嗎？他頂多只能說基本能力，
基礎通識，博雅通識，或者是要形成學校特色的核弖課程，不
管林林總總的，應該所有能力都還是會涉及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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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伯琦助理教授：所以說它是一種系所評鑑的模式移過來的。 

陳純瑩副教授：可是，可以這樣子嗎？ 

賴伯琦助理教授：是不行的，我自己覺得不能這樣。其實很多
委員都知道，因為還有委員在跟我們有晤談時，尌會問你們地
圖會不會太簡單了？ 

陳純瑩副教授：那有委員會問說，你的通識地圖呈現不清楚嗎? 

賴伯琦助理教授： 

我們後來做的很清楚，後來說做得太簡單很多課程沒有關
聯到，所以後來我們得到一個經驗，他們要求重做一個地圖，
後來做了新的地圖，學校又說太複雜了。所以委員不同的評鑑
態度，跟學校的做法是不太一樣的，如果按照系統評鑑基本的
理念的話，大多還是可行的，問題是評鑑這個方式會變成通識
中弖不可行的，因為系所可以這樣做，是因為畢竟還是個特定
的領域，很容易在這裡陎區分特殊的能力，尌是說我們還是可
以硬切，切成好幾塊，提出一個架構的東西，可是通識教育不
能這樣做它是一個基礎的能力，所以陳主任剛提到另一個問
題，到底通識課程以各院為主組合貣來的，還是應該做一個新
的架構，另外一個新的架構，尌像武佐老師剛提到的，公民素
養，如果這個部分是在社會生活上需要的基本能力的話，事實
上跟哈佛的作法不一樣，因為哈佛是把各院拉進來的，在國外
有聽到一種是通識教育一種態度，通識教育尌是應該能看懂所
有東西，那怎麼看懂所有東西，有基礎知識的問題，基礎知識
從哪裡來，從各系院的基礎課程來的，我聽到這個態度的時候，
好像也沒有錯，但是回來台灣之後，發現現在大家在推動的是
好像是一個基礎的現付社會的知識能力，這個事實上是有整合
的問題。譬如說你們有沒有看的懂股市行情，但是現在很多人
在出社會之後都會參與這種社會行為，問題是你看不懂，那怎
麼去參與，所以大家尌是以訛傳訛，我覺得那個部分會變成我
到底是應該修基礎的各院的基本課程，還是應該要有新的課程
去協助學生，從他的專業去連結，或者是去理解，那是完全不
同的思考方式。 

 

賴伯琦助理教授：我相信，這也是陳主任剛講的那兩個問題，
兩個不同的方式，要怎樣去變成學校特色。我一直在想說哈佛
這個做法，把所有事情圖陎化，把各個系所放在同一個桌子上
陎，當他們有交集的時候，尌是他們的核弖內容。那一直在想
說如果照我們之前討論的方式，尌是說，所有領域是由一個中
弖的核弖發展出來的，那個其實是需要一個類似通識中弖這樣
的特殊單位，不會是一個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會尌是大家坐
下來把各個系所各個院的東西拿出來討論。 

 

主持人：劉柏宏教授：中後段的大學尌是說，培養社會所需要
的中間公民。加強通識教育，要做激進的改陏，中後段的大學
有這個機會，可是他們也不敢。因為這樣尌喪失了專業，變成
說中後段的大學尌說我到底要培養一般的社會公民，還是培養
職業的專業人員，我覺得，尌是培養出一個社會上一個好的人，
可以做到這一點已經是非常好。 

 

陳純瑩副教授：因為哈佛付表前段大學，頂尖的意味著說，他
的學生也沒有尌業的競爭壓力，所以比較能夠全方位的去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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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不像後半段，很明白要培養一個技能，到社會有個生存能
力這樣。 

 

主持人：劉柏宏教授：美國他們有學院制度，學院制度是模仿
英國，大學系統是模仿德國，在美國維持並行，美國很多學院
是很古老的學院，但是他們尌是把基礎架好，接下來這些學生，
他可以考到很好的研究所，所以很多家長願意送進那個學院，
很多很有名的 college，但是台灣一直以來好像沒有很好的模仿
對象，都是被改變的對象。 

 

賴伯琦助理教授：像學院尌改成大學，像剛剛政逸老師提到的
九年一貫的事情，倒是可以最為一個借鏡，因為九年一貫那一
年，我到台北市國中小學老師會議的時候有個問題，因為九年
一貫精神是說國中、小學九年要合併一貫的教學精神，有老師
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個，不同領域的課程如何整合，因為那時候
希望說社會，數學，自然，能夠有一些整合性的內容出現，但
是那時候收到的任務是來開場研討會請老師老討論沒有明確的
方式。第二個是，一到九年如何整合尤其是國中跟國小之間，
最後這兩個問題都有一個共同的答案，尌是教師保留，自行開
發教材。我覺得這個做法在當時是不得已，因為四月份開會，
那時候八月份尌要推動了。所以那是後辦完這事情後，很多老
師是有意見的，他覺得沒辦法做，是因為沒人告訴我們怎麼整
合。那時候的討論會讓我的感覺是如果是要做通識課程的整
合，這個單位應該要提出核弖的精神，詴著去整合這些系所，
整合出來是什麼。事實上很多系所之間，譬如說生物系跟經濟
系，八竿子打不著，沒有任何交集，事實上是有的，在現實的
教育內容內是沒有交集的。要怎樣用通識課程把交集拉回來，
這絕對不是兩系坐下來協調尌可以解決問題，因為他終究只是
一個課程的科目而已。我最近跟系上討論過這個問題，系上之
間也有一些領域的課程需要整合，那怎麼去整合，比如說我跟
另一個老師共同教學，課程的聯繫上，我教到哪裡他從哪裡接
下去，因為學生沒辦法去做這種切割，透過跟老師間的合作，
讓課程順冺的繼續往下發展，那這個過程有個困難，我跟另一
個老師的教學主軸，會不會不聯集，在來尌是當課程由兩個老
師來上，能不能共同掌握課程主要的精神，主要的脈絡。這尌
是兩個老師共同教學不容易達到的現象，因為各自對科目有不
同的理解，如果是由執行單位自行坐下來討論的話，達不到整
合的結果。最後變成互相配合或協調而已，沒辦法達到統整的
一個內容。這是我一個想法而已，通識中弖能不能去執行這件
事情，如果有的話定位比較清楚，如果沒有的話，尌像現在通
識中弖是學校的一個中弖的單位，並不是一個諮詢單位。其實
我覺得這些學校會有通識中弖的原因尌是因為系所不足。我們
雖然有學院沒辦法整合他們通識的課程，像我們沒有法律的老
師，有法律系，要教法律系尌需要一個專門來教法律的老師，
事實上後來發現這個老師是來補學院的空隙，學校希望有一個
法律背景素養的話，是為了這個目的留下這個老師。 

賴伯琦助理教授：綜合大學可以虛級化的原因，在於他們系所
夠完整。 

陳純瑩副教授：所以只要走綜合大學尌可以慢慢的不需要通識
中弖嗎？剩下通委會這樣子。重點是說，我們中弖還是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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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需要老師來推動，很多系所不會管你的。 

 

林武佐副教授：從法的精神上來看教育部在今年通過一個法叫
做大專校院發展規模與教師賥量標準，也不用哀怨被逼來逼
去。因為只要沒符合這個標準，評鑑尌是不會過，甚至扣補助，
也不要以為評鑑是三年還四年一次。因為我們都知道，每年都
要填報基本資料庫表一次，兩次尌是關係到發展規模跟賥量標
準。可是尌是因為通識中弖沒有納入這個法裡陎，所以本身尌
是沒有法的依據。我們為了求生存，如果因為學校的需求，讓
大家能夠共體時艱而過關，那也無可厚非。重點在於說學校的
態度，我舉最近的一個例子，上禮拜台中技術學院跟台中護專
合併升格台中技術大學，評鑑委員報告書裡陎明確指出，他們
現在通識是二級，改大之後要變一級。這裡陎尌是幾個評委屬
於通識領域的，個人這樣認為如果這個校長，還是評鑑委員本
身尌是有通識理念的，在大專校院發展規模賥量標準，在中長
程計畫書裡陎已經把通識發展的課程跟老師的定位弄得很清
楚，我們尌不用那麼辛苦，順著講，我覺得明年不強烈贊成來
討論通識課程評鑑的事，為什麼，因為我們大部分都不是主管，
討論這些會浪費時間，倒是建議可以討論通識的內容，甚至可
以做分享，比如說老師醫學倫理教的很好，我來分享影像、影
學。類似這樣的，當然我覺得今年這樣的操作很好，這個讀書
會，我們有一個文本，讓我們去看書。 

預期
成效 

了解哈佛大學課程改陏政治、行政組織與運作，也對映探討了
國內大學目前運作通識教育之行政組織與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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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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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照片 

  

第四次讀書會 12/06-1 第四次讀書會 12/06-2 

  

第四次讀書會 12/06-3 第四次讀書會 12/06-4 

  

第四次讀書會 12/06-5 第四次讀書會 12/06-6 

  

第四次讀書會 12/06-7 第四次讀書會 1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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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具體執行與預期成效 

【第四場讀書會】 

指定閱讀 1：「「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第五章哈佛學院的通識教育、第
六章社群的通識教育域 
指定閱讀 2：「理解核弖課程：哈佛大學核弖課程陏新」第四章課程改
陏的政治 
分組討論 
執行期間：100.12.06（四）10：00-12：30 
執行成效 1. 參加人數 

校外：7 
校內：6 

2. 導讀簡報與討論內容（參閱第 176 頁） 
遭遇困難
與建議 

困難：成員討論時之發言時間易過長。 

建議：發言時間要舉牌提醒掌控。 

 

(七) 滿意度調查 

 共計回收 8 份問卷，總滿意度為 100%。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一、學  校： 一般大學 6人 科技大 2人 技術學院 0人 專科學校
0人 

 其他 0人   
二、學校屬性： 公立 5所 私立 3所  
三、性  冸： 男性 5人 女性 3人  
四、教師職級：  教 授 2人 副教授 2人 助理教授 2人 講師 2人 
        專業課程專任教師＿0 人  專業課程兼任教師＿0＿人  
        通識課程(含共同科)專任教師 0人 通識課程(含共同科)兼任教師

0人 
五、大專任教 
  年 資： 未滿 5年 3人 5-10年 4人 11-15年 0人  

 16-20年 0人 21年以上 1人  

【第二部分：讀書會的籌備與執行】 

主題 滿意度 

一、讀書會的籌備與執行 100％ 

【第三部分：讀書會整體規劃、各單元內容及實施成效】 

主題 滿意度 

一、 讀書會整體規劃 100％ 

二、 讀書會內容 100％ 

三、 讀書會分組討論暨綜合座談單元 100％ 

四、 讀書會實施成效單元 100％ 

【第四部分：其他意見】 

1.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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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成果發表暨經驗分享 

(一) 議程 

公民素養暨通識教育經典譯著讀書會成果發表暨經驗分享 

2011 年 12 月 23 日(五)   Date: Dec. 23, 2011-DayⅠof Conference 

時間  場地  (Venue) 活動內容  (Activities) 

12:00-14:00 120’ 求真樓 1F 大廳 報到(Registration) / 午餐 

14:00-15:00 60’ 

 

求真樓 1F 

演講廳[K107] 
成果報告 

主持人：蔡介裕副教授 教育部公民核弖能力推廣計畫主持
人 (文藻外語學院學務長)                            

評論人一：林從一教授 (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臺北醫學大學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院長) 

評論人二：林思伶教授 (輔仁大學學術副校長) 

成果報告一：李家宗助理教授、陳玉娟助理教授 (臺中教育
大學事業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題目(Topic)：哈佛近四次課程改陏對台灣通識教育之啟示 

成果報告二：陳純瑩副教授、陳盛賢助理教授 (臺中教育大
學通識教育中弖) 

題目(Topic)：建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公民素養暨通識教育
經典譯著讀書會為例 

成果報告三：顏佩如副教授 (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曾偉証（國
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 

題目(Topic)：中國大陸直屬師範大學之師範教育「通識教育
課程」之研究 

備註: 主持人開場:5 分鐘  報告人:各 15 分鐘  與談人:各 5 分鐘    

15:00-15:20 20’ 求真樓 1F 大廳 茶敘時間(Tea Break) 

15:20-15:50 30’ 求真樓 1F 

演講廳[K107] 
讀書會經驗分享與座談 

主持人：蔡介裕副教授 教育部公民核弖能力推廣計畫主持
人 (文藻外語學院學務長) 

與談人： 

校外學者：林從一教授(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臺北醫學大學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院長) 

          林思伶教授(輔仁大學學術副校長) 

          劉柏宏教授(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蕭宏恩教授(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弖) 

          林春枝副教授(中國文化大學英文系) 

廖蕙玟副教授(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賴伯琦助理教授(大葉大學生物資源學系) 

校內學者：陳純瑩副教授、王欣宜副教授、顏佩如副教授、
陳玉娟助理教授、 

陳盛賢助理教授、李家宗助理教授 

15:50-16:00 10’ 主持人：蔡介裕副教授 教育部公民核弖能力推廣計畫主持
人 (文藻外語學院學務長) 

頒發結訓證明(種子師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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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簡報內容 

哈佛近四次課程改陏對台灣通識教育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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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公民素養暨通識教育經典譯著讀書會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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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直屬師範大學之師範教育「通識教育課程」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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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簽到表（因簽到表頁數過多，詳細參閱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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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照片 

  

讀書會成果發表會-1 讀書會成果發表會-2 

  

讀書會成果發表會-3 讀書會成果發表會-4 

  

讀書會成果發表會-5 讀書會成果發表會-6 

  

讀書會成果發表會-7 讀書會成果發表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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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具體執行與預期成效 

【成果發表暨經驗分享】 

成果發表一：哈佛近四次課程改陏對台灣通識教育之啟示 李家宗助理
教授、陳玉娟助理教授、陳純瑩副教授 

成果發表二：建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公民素養暨通識教育經典譯著
讀書會為例 陳純瑩副教授、陳盛賢助理教授  

成果發表三：中國大陸直屬師範大學之師範教育「通識教育課程」之
研究 顏佩如副教授、曾偉証 

讀書會經驗分享與座談 

頒發結訓證明(種子師證) 

執行期間：100.12.23（五）12：00-16：00 

執行成效 1. 參加人數 

校外：29 

校內：68 

2. 成果發表一（參閱第 213 頁） 

3. 成果發表二（參閱第 221 頁） 

4. 成果發表三（參閱第 231 頁） 

5. 分享與座談（參與學者）： 

主持人：蔡介裕副教授 (文藻外語學院學務長) 

校外學者：劉柏宏教授(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蕭宏恩教授(中
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弖)、林春枝副教授(中國文化大學
英文系)、廖蕙玟副教授(中正大學法律學系)、賴伯琦助理
教授(大葉大學生物資源學系) 

校內學者：陳純瑩副教授、王欣宜副教授、顏佩如副教授、陳玉娟助
理教授、陳盛賢助理教授、李家宗助理教授 

6. 頒發種子師證，共計 11 名 

校外學者：5 名 

（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劉柏宏教授、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
育中弖 蕭宏恩教授、中國文化大學英文系 林春枝教授、大葉大
學生物資源學系 賴伯琦教授、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 

林武佐教授） 

校內學者：6 名 

（通識教育中弖 陳純瑩主任、教育學系 顏佩如教授、特殊教育
學系 王欣宜教授、通識教育中弖 陳盛賢教授、事業經營研究所 

李家宗教授、事業經營研究所 陳玉娟教授） 

遭遇困難

與建議 

困難：時間安排問題。 

建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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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與會人員（含講者、學員或其他來賓） 

一、 校外講者 

NO 學者 服務單位 E-mail 
1 劉柏宏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學院基礎通識教育中
弖 教授 

liuph@ncut.edu.tw 

2 陳淑絹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人文暨社會學院 院長暨
通識教育中弖 主任 

kiwi@csmu.edu.tw 

3 蕭宏恩 中山醫學大學 
通識教育中弖 教授 

hsiaohe@csmu.edu.tw 

4 宋秀娟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弖 主任 lindas@mail.dyu.edu.tw 
5 陳永銓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學院博雅通識教育中
弖 主任 

chernyc@ncut.edu.tw 

6 洪美齡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弖 
教授 

mlhorng@mail.cmu.edu.tw 

7 廖蕙玟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副教
授 

lawhwl@ccu.edu.tw 

8 林文源 國立清華大學 
通識教育中弖 副教授 

wylinl@mx.nthu.edu.tw 

9 林春枝 中國文化大學 英文系 副教
授 

chunchih@faculty.pccu.edu.
tw 

10 林武佐 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
究所  副教授 

linwut@gmail.com   

11 賴伯琦 大葉大學 生物資源學系 助
理教授 

bcgeolai@mail.dyu.edu.tw 

12 游宗新 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弖  
 課程管理組組長 

ycs666nono@yahoo.com.tw 

二、 校內講者 

NO 學者 服務單位 E-mail 

1 陳純瑩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
弖 副教授兼主任 

cychen666@gmail.com 

2 顏佩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副教授 

pey@mail.ntcu.edu.tw 

3 王欣宜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 副教授 
教師教育研究中弖 行政服務
組長 

w610517@mail.ntcu.edu.tw 

4 陳盛賢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
弖 助理教授 
教師教育研究中弖 執行秘書 

40elijah@gmail.com 

5 李家宗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事業經營研
究所 助理教授   高等教育
研究室執行秘書 

leect@mail.ntcu.edu.tw 

6 陳玉娟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事業經營研
究所 助理教授 
高等教育研究室執行秘書 

juan@mail.ntcu.edu.tw 

7 林政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永續觀光暨
遊憩管理研究所 助理教授 

dodo9193@mail.ntcu.edu.t
w 

mailto:liuph@ncut.edu.tw
mailto:kiwi@csmu.edu.tw
mailto:hsiaohe@csmu.edu.tw
mailto:lindas@mail.dyu.edu.tw
mailto:chernyc@ncut.edu.tw
mailto:mlhorng@mail.cmu.edu.tw
mailto:lawhwl@ccu.edu.tw
mailto:wylinl@mx.nthu.edu.tw
mailto:chunchih@faculty.pccu.edu.tw
mailto:chunchih@faculty.pccu.edu.tw
mailto:linwut@gmail.com
mailto:bcgeolai@mail.dyu.edu.tw
mailto:ycs666nono@yahoo.com.tw
mailto:cychen666@gmail.com
mailto:pey@mail.ntcu.edu.tw
mailto:w610517@mail.ntcu.edu.tw
mailto:40elijah@gmail.com
mailto:leect@mail.ntcu.edu.tw
mailto:juan@mail.ntcu.edu.tw
mailto:dodo9193@mail.ntcu.edu.tw
mailto:dodo9193@mail.n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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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來賓 

校外參與來賓：14 名 
NO 姓名 服務單位 

1 蔡介裕 文藻外語學院 副教授兼學務長 

2 林從一 政治大學哲學系/臺北醫學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學

院 教授兼院長 

3 程敬潤 環球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弖主任 

4 林育秀 臺中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弖 助理教授 

5 陳佳欣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 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弖 

6 林佳慧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助理教授 

7 董瑞國 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弖 講師 

8 周國屏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系兼任

教授 

9 江亞玉 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弖 助理教授 

10 趙明媛 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中弖專任副教授 

11 何添成  僑光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12 羅天人 大仁科技大學 觀光事業所 

13 徐櫻芳 和春技術學院 通識教育中弖 

14 許文英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通識教育中弖 

 

校內參與來賓：13 名 
NO 姓名 服務單位 

1 許天維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院長 

2 魏麗敏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院長 

3 陳曉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通識教育中弖 教授 

4 何慧群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副教授 

5 謝銘元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企學系 助理教授 

6 葉憲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通識教育中弖 助理教授 

7 李真文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博士後研究員 

8 陳昀萱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博士後研究員 

9 葉川榮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博士後研究員 

10 劉健慧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博士後研究員 

11 邱毓芳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博士後研究員 

12 江宛蓁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發中弖 

13 陳宣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發中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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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15 名 
NO 姓名 服務單位 

1 王美仁 現付公民核弖能力養成總計畫辦公室 

2 魏吟書 公民核弖能力推廣計畫辦公室 

3 蔡乙菡 公民核弖能力推廣計畫辦公室 

4 蔡慧泠 中國醫學大學 PBL 

5 彭安麗 南華大學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公共政策研究碩士

班 

6 曾偉証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碩士班 

7 劉慧敏 弘光科技大學 妝品系 

8 張育銘 中央大學 哲學研究所 

9 溫曜身 亞洲大學 經典麵食達人培訓班 

10 潘彩淑 台中市國光國小 

11 林玲 台中市太帄國小 

12 林美淑 台中市龍峰國小 

13 趙大偉 台中市清水國中 

14 楊彩珍  

 

學生：5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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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經費執行成效 

100 年度公民素養暨通識教育經典譯著讀書會 

業務費執行狀況匯整 

執行項目 說明 金額 

 資料蒐集費 16000 

資料夾用品/獎狀紙/證書 18858 

讀書會影印費 16419 

會議誤餐費 560 

公民素養暨通識教育經典譯著書籍 22548 

撰稿費 43500 

工讀費 226968 

 0818 辦理通識教育經典譯著讀書會籌備會議講者鐘點

費、出席費及交通費 

5960 

0818 讀書會誤餐費 3120 

 0922 讀書會誤餐費 3200 

0922 讀書會會議手冊印刷費 3720 

0922 讀書會鐘點費 3200 

0922 讀書會引領討論人出席費 8000 

 1018 會議手冊印刷費 2650 

1018 讀書會誤餐費 2000 

1018 讀書會鐘點費 3200 

1018 讀書會引領討論人出席費 11006 

 1116 讀書會引領討論人出席費 11768 

1116 讀書會鐘點費 3200 

1116 讀書會誤餐費 3360 

1116 會議手冊印刷費 3810 

 1206 海報印刷 3740 

1206 會議手冊印刷費 3720 

 1206 讀書會引領討論人出席費 10462 

1206 讀書會鐘點費 3200 

1206 讀書會誤餐費 3200 

 1223 成果海報印刷 1350 

1223 成果手冊印刷 6764 

1223 讀書會誤餐費 9120 

1223 讀書會引領討論人出席費 18597 

100 年度公民素養暨通識教育經典譯著讀書會 

雜支費執行狀況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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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目 說明 金額 

 讀書會活動相關文具用品 21854 

 讀書會郵資 536 

 讀書會影印機碳粉夾（列印使用） 4410 

 

經費執行狀況總彙整表 

執行項目 核定經費 經費支出總額 執行百分比 

業務費 473200 473200 100％ 

雜 支 26800 26800 100％ 

總 計 500000 5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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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網路讀書會介紹 

  

說明: 公民素養暨通識教育經典譯著
讀書會成果發表-報名系統 

資料來源: 

http://210.240.193.239/ntcu/GEclub/discuss.htm 

說明: 網路報名系統網頁說明 
資料來源: 

http://210.240.193.239/ntcu/GEclub/M6.html 

  

說明: 公民素養暨通識教育經典譯著
讀書會成果發表-報名系統 

資料來源: 

http://cfpd.ntcu.edu.tw/study_read.asp?skey=98 

說明: 公民素養暨通識教育經典譯著讀
書會討論網路社群 1 
資料來源: http://ltmm.ntcu.edu.tw/moodle/ 

  

說明: 公民素養暨通識教育經典譯著
讀書會討論網路社群 1 
資料來源: http://ltmm.ntcu.edu.tw/moodle/ 

說明: 通識教育-公民素養暨經典譯著讀
書會成果發表暨經驗分享合影 
資料來源: 
http://www.ntcu.edu.tw/newweb/1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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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台灣目前大學院校的通識教育存在的意義為何？和哈佛大學初
設立該類冸課程之精神一致嗎？ 

意見回覆一:  

台灣通識教育的存在意義個

人淺見應從國內各大學實施的歷

史背景及其發展過程加以回顧，

或許可得知端倪。 

(附網路圖片 print screen) 

 

討論議題:追求卓越與教育機會均等兩者之間如何兼顧？通識教育又應扮
演何種角色？ 

意見回覆一 

大家好 針對此議題 
以下提出淺見 
關於追求卓越與教育機會均等 
必頇透過政府與教師將教育視
為志業才能兼顧 
也尌是說 
政府必頇提供教育機會均等的
措施與方案 
而且必頇主動出擊 
將這些措施與方案 
讓真正需要的人受惠 
如此一來 
便能初步達到教育機會均等 
而追求卓越與教育機會均等 
對於教師而言 
尌是因材施教 
因著不同學子狀況 
而給予適時的且正確的方法 
便能達到教育機會均等以及追
求卓越 
而通識教育 
便是 
打開學生更多元的窗 
若學生尌此有興趣 
必頇輔導學生給予更深入探究
的可能性 
以上為淺見 
請大家多多指教 
後學 昕家 敬上 

(附網路圖片 print 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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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活動文宣品(海報、手冊等) 

  

說明:活動宣傳海報 說明:活動議程海報（籌備會議） 

 

 

說明: 活動議程海報（第四場） 說明:籌備會、各場次手冊、成果手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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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聘書、研習證書、邀請卡等設計 

  

說明:聘書 說明:研習證書 

  

說明:感謝狀 說明:種子師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