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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上万事万物都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发展变化的。
大约始于20世纪末，中国高等教育界掀起了一个“通识教育”的高潮。
“通识教育”成为时髦，不仅在一般高校，就连职业学校也在跃跃欲试。
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理念，“通识教育”和1952年“院系调整”前后被严厉批判的“通才教育”并没有
什么本质的区别，甚至可说是一回事。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道就是如此变迁！
不过，曲折也在所难免。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当年对“通才教育”的批判，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从英语“general”翻译过来的“通才”这个名词。
因为“通才”从字面上容易被认为是“一切都通”的人才；而人“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在短短几
年大学生活中要成为“一切都通”的“通才”自然不可能。
当然，批判的更深层原因还在于：“通才教育”理念与高等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当时大规模计划
经济建设是其中心任务）服务的要求存在差距。
因为前者着眼于“使人成为人”（康德语），后者则追求把人教育成为易于驾驭的“工具”；“做一
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是当时一句响亮的口号。
于是，狭隘的专业教育模式长期统治了中国高等教育。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中国融人世界，狭隘的专业教育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
进步，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当时国家教委的倡导下，一场“文化素质教育”的热潮顺应形势，在中
国大学中开展起来。
“文化素质教育”在中国高教界推动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后来不少大学接受
“通识教育”的先导。
但是，正像教育部《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教高[1998]2号文件）所说：“加强
文化素质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思想和观念的体现，不是一种教育模式或分类”；“必须将文化素质
教育贯穿于大学教育的全过程”。
因此，尽管“文件”提出了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可采取的几种途径与方式，却并未规定制度化的
运作模式。
在初期，这样做有利于各校根据自己的理解探索各种文化素质教育的具体途径与方式，但在深入和推
广过程中却难免各行其是，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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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识教育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大学开展了文化素质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通识教育的实践探索。
然而，通识教育理念听起来非常诱人，但具体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
通识教育的实践困境与希望便是本书探索的主题。
    本书首先对通识教育的内涵进行了梳理，提出应从三个层面理解通识教育，即通识教育既是一种教
育理念，又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也常常指通识教育内容，其核心是强调通过统整的知识培养健全的
人格，使受教育者成为健全的人。
根据这样的理解，本书分析了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发展演变的历史，深入剖析了实践中面l临的理念困境
、内容困境以及在人才培养模式转变过程中的制度困境。
同时，为了便于指导实践，本书专门总结了美国和中国一些高校的通识教育实践经验或范例供大家借
鉴。
最后，作者提出了通识教育的希望与出路。
    该书内容紧密结合我国高校通识教育实际，有大量翔实的资料与丰富的调查数据，是对通识教育解
疑释惑的好帮手。
不仅适合教育研究人员参考，也非常适宜教育管理者以及对通识教育感兴趣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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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从通识教育视角看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历史演变（以T大学为例）　　第五节　当
前T大学通识教育的实践模式　　这里所说的模式是指由通识教育的目标、通识教育内容（以课程为
主）、有关制度等构成的通识教育的实践规范和基本样式。
　　一、通识教育目标　　如本章前面所述，T大学从文化素质教育开始了通识教育的实践探索，并
于2003年首次将通识教育概念引入本科教学计划。
因而，T大学的通识教育目标也分别体现在文化素质教育规划和本科教学计划中。
　　1996年，T大学提出了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基本目标：具有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知识，理
解、把握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和价值观念。
注重从历史角度关注当今世界的发展方向；养成系统性的思考能力，掌握正确进行社会分析和道德判
断的标准；接触数学、物理、生物、行为科学的基本原理，学会科学的对人、对世界的观察方法；学
习人类文化相互交往和影响的知识。
了解中外基本的重要的文学和艺术成就，培养一种鉴赏和批判能力；提高文学和艺术素养。
有较好的中国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扩大眼界，扩充文化经验，吸收外国文化。
　　T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目标着眼于培养大学生学会做事，学会做人，文理贯通，人格健全，虽然
并没有明确提出通识教育的概念，但却体现出了通识教育的哲学观。
当然，在文化素质教育的具体目标中，针对大学生“有知识，没文化”的现象，更突出强调了“文化
”教育，包括加强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提高艺术修养和语言表达能力等。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通识教育困境与希望>>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