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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素養融入通識課程  
 
 

公民是什麼？他（她）與民主政治有什麼關
係？ 

 公民有兩種意義：一是法律定義的；另一是國家教育
中所培育出來的。 

 公民就是一個國家中依照法律所規定，屆齡的國民，
可以行使參政權。 

 公民也是一個國家中經由教育所訓練，成為具有勇於
表達意見、習慣推理思考、樂於負責任事、無懼批評
權力的成熟國民。 

 這種公民若不是存在於民主政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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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意識涉及國家的政治發展程度 

 公民意識弱的國家，將出
現一批國民，無能表達意
見、不擅推理思考、無視
他人需求、恐懼於政治權
力。 

 這些恐懼、冷漠、無知、
無能將導致一個國家發展
的阻礙，不能成為一個進
步的國家。 

 為什麼？ 

因為公民意識並不是一個自然發展出來
的理念，而是一個哲學思考下所形成的
理想。 
在我們國家現有的教育體制中，這個理
想必須透過大學教育實現。 
但是，我們的大學體制，發生劇烈的轉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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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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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您是否曾
經注意過，在過去
的十多年間，我們
國家的高等教育發
生「革命式的轉
變」！ 

什麼！革命！？ 

 

重視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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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在教育部主導下，國內高等教育逐漸重
視通識教育之發展。 

 這對於國內高等教育長期重視專業教育的精神
而言，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轉變，但在推動這
個轉變的初期，依然有許多人不解，為什麼高
等教育需要這樣的改革，甚至有必要由官方推
動？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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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與公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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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強調通識教育是很抽象的，因為通識
教育的內容包羅萬象，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
得清楚的。 

我們採取具體作法，對於什麼是「現代公民
核心能力」提出一些看法，也藉此確認，透
過通識教育養成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的意義。  

現代公民應具備的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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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現代社會中包含政治民主、社會平
等、經濟自由與文化多元等四特質。 

 任何自詡為現代社會的公民群體，都必須實現
這幾項特質。但是，這四項特質並不是自然而
然即可達成的社會共識，而是西方社會歷經幾
百年所發展出來的普世價值。 

 因此，我國需要以教育的方式，讓所有學生認
知這些價值的「普世性」，以求能夠追求我國
社會的整體進步。這就是通識教育的內涵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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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一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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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不同於一個國民，因為她（他）除了
有年齡上的限制之外，還擔負了各種權利
與義務。 

一個國家公民體所展現的素養，就足以決
定這一個國家的命運了。 

什麼是一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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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一群公民對於國家的政治結構可以行使投票權，決
定什麼樣的人可以取得合法的執政權力。 

 一群公民決定社會共識，讓社會得以在和諧的條件
中發展。 

 具備現代公民意識的公民群體，會欣賞不同族群文
化的意義，而面對國際時，現代公民要具有向鄰國
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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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主學習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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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教育與這些能力有最直接關係的原因，就
是因為通教育不以灌輸知識為主，卻強調學生
自主學習這些普世價值。 

 這需要訓練學生的反思能力，並且逐步將反思
能力形成思維的習慣。 

 為此，我們建議，通識教育應當培育學生如下
四種能力： 

 一、訓練學生發問的能力； 

 二、提倡學生說理的能力； 

 三、獎勵學生具有開發理念的能力； 

 四、要求學生具有實現人生目的的能力。 

公民應具備的能力：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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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教育長期著重於「標準答案式教學」，
導致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只求答案」
的心態。 

這種教學方式所發展出來的後遺症，就是
學生在課程進行中，不管懂還是不懂上課
內容，均不會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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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有無人發問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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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課中，學生頻頻發問的結果，除了能
夠讓師生產生互動之外，也可以為其他聆
聽的學生聚焦於問題所牽涉的範圍。 

然而，沒有人發問的課程就完全不同了。
教師的「單向」教學，不但效果有限，也
會使得這類課程的教授方式與一般專業課
程幾乎無異，都是在「灌輸」教師認為學
生應當知道的知識。 

如何訓練學生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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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更應當利用機會訓練學生發問的
能力。 

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認為有必要在學生
心目中先建立兩種觀念： 

第一種觀念是，「求知的好奇心」； 

第二種觀念則是「從錯誤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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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教師者又要如何訓練學生擁有求知
的好奇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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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心來自於個人對於周遭事物的關懷，而只
有與切身利益相關的事物容易引發當事人的關
懷。 

 因此，必須在授課教材中將令人覺得與切身相
關的部分引入教學的內容中。 

 例如，有關政治、社會、經濟、文學、歷史、
哲學、生物、化學、物理、數學等等。 

 無論如何，培養學生對上課內容充滿好奇心，
是鼓勵學生發問的絕對必要條件。 

從錯誤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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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中許多學生在課堂中即使有問題也不敢提出
的原因是怕丟臉。這是學習歷程中最大的障礙，
因為這個習慣不但會誤導教師「自我感覺良好」
之外，還會導致學習的疏離感。 

 出錯是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出現錯誤的時候，正是令我們注意力集中的
時候。原先我們以為正確的事物，經過他人的糾
正後，發現是錯誤時，這正是學習中印象最深刻
的時機。利用這種觀念的轉變，學習的效果將能
夠大幅度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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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應具備的能力：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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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理並不是鼓勵學生強詞奪理； 

這是告訴學生，問題的答案是自己組織各
方意見後，綜合而出來的。 

這必須訓練兩種求知的能力： 

組織理念的能力； 

脈絡化事件的能力。  

組織與脈絡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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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似是而非的各式理念，必須透過組
織能力才能夠將所有的理念組織成為一個
脈絡化的過程，加以表述。 

脈絡化就是將這個已經頗具組織架構的理
念整體加以敘述，形成具有前因後果的說
理方式。 

一個具有脈絡的答案，不但能夠回答自己
的問題，也將自己認為正確的答案以形成
道理的方式，用來說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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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應具備的能力：開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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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學生具有發問與說理兩種能力之後，
她應當能夠進一步開發自己的理念。 

這種能力的開創，需要的是想像力與創造
力。 

透過思想所想像的世界，其實遠比實際生
活中的世界要大太多了。 

這多出來的部分並不是事實，但想像力可
以讓這個思想的世界透過概念的方式呈現
出來。  

想像中的對比 

20 

 想像出來的社會，讓我們發現，最明確的好壞
善惡的判準，來自於應用於極端的對比。 

 而這種極端的對比，只會出現在想像的世界中。 

 因此，雖然想像的世界並不是事實，但是價值
的判斷往往也不是事實的產物，而是理念的發
展。 

 開發理念需要創造力，因為理念的開發，代表
我們能夠將原先已經具備的理念，再延伸至更
具原創性的境界。所以，我們需要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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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與原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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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說，當我們學習了一些有關現代公民
應當具備的價值，我們不能夠一成不變地
將這些原先屬於西方的價值直接引入我們
的生活中，也不能夠將這些價值置於一旁，
僅當作是參考的對象。 

我們需要開發理念的能力，將新的價值與
在地的環境結合在一起。如此，我們才能
夠達到學以致用的精義，也才能夠展現吸
收現代價值的實質意義。 

公民應具備的能力： 

實現人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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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承認： 

人生目的的實現，並不必然是一個與教育
相關的目標。 

但是，教育在實現人生目的上，可以為學
生做出兩種準備： 

「相信自己」與「因應時代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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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受教育的終極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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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教育的過程中不斷學習的最終目的是，
建立個人對於人生具備一個整全式的觀點。 

 我們必須為這個結果負責，同時我們也必須為
這個結果而感到驕傲。 

 教育不但賦予我各種能力，也讓我們針對各式
情況做出判斷。這些能力促使我們相信自己，
而且這些能力也有助於我們在作判斷時，能夠
針對外在環境的轉變，提出動態式的因應措施。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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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提出三點結論： 

 A. 通識教育的內涵，就是培育現代公民素
養。 

 B. 通識教育應當培育學生如下四種能力： 

 一、訓練學生發問的能力； 

 二、提倡學生說理的能力； 

 三、獎勵學生具有開發理念的能力； 

 四、要求學生具有實現人生目的的能力。 

 C. 我們以為，通識教育的目的，就是為國
家培育具有高素質的公民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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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聆聽！ 

 敬請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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