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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又称通才教育�是高等教育阶段的一种素质教育或普通
教育�即对全体学生普遍进行的基础性的语言、文化、历史、科学知识的传授�个性品质的
训练�公民意识的陶冶以及不直接服务于专业教育的人所共需的一些实际能力的培养。
通识教育是美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美国一流学府�哈佛大学战后至今在
通识教育方面做了诸多努力。

一

二战期间和战后美国经济的暂时繁荣�带来了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发展�需要补充大
量掌握新知识、新技术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同时�知识的扩展要求改变课程组织�更新教
材内容�注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态度、公民意识和思维能力。在这种新形势下�教
育应该如何改革？对此�美国著名教育家、科学家和政治家�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科南特
（J∙B∙Connant�1893—1978）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科南特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太务实了�应该从理论探索方面花些功夫。在二战行将
结束之际�他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通识教育的目标。1945年�该委员会发表了关
于通识教育的报告书�即“1945年哈佛报告书”。该报告书提出�通识教育的目标是：（1）
有效的思考（to think effectively）。通识教育要教会学生思考�使其具有逻辑的、联系的和
想象的能力。（2）思想的沟通（to communicate thought）。即帮助学生具备说、听、读、写的
能力�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以易于他人理解。（3）恰当的判断（to make relevant judge-
ment）。这种能力要靠示范、练习来发展和养成。因此�教材内容应尽可能与学生生活联
系起来。（4）分辩各种价值（discrimination among values）。价值有多种�如品德的价值、知
识的价值和美学的价值等。通识教育要教会学生分辨种种价值�这是让他们了解各个不
同社会历史阶段的生活状况所需要的。根据1945年报告书的精神�哈佛大学学生必须修
6种通识教育学科�其中人文学科至少1门�自然学科至少1门�社会学科至少1门。大
学前两年须修完这些课程�以便获得广博的学识。到了三四年级�学生除了研习专门学科
之外�仍须选修普通学科。哈佛报告书建议�人文学科应开文学名著、外国文学、哲学、美
术、音乐；社会学科应设西方思想与制度、美国民主政治、人际关系；科学课程应有科学概
论、数学、物理原理、生物原理等。英语作文是共同必修课�每周2学时�着重写作技巧的
训练�要求上下学期各修一次。

战后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致力于培养“全人”（the whole man）。“全人”不是抽象的�
而是指善良的人（good man）、善良的公民（good citizen）和有用的人（useful man）。以人的
全面发展为其逻辑起点和理想目标的通识教育�要求建立一种新的人才观和教育价值观。
主张从单一的、片面的培养目标转向完整的、全面的培养目标；从相互脱节和对立的教育
体制�转向完整的、统一的教育体制 ；从割裂的、残缺的知识�转向广泛的、全面的教育内
容。哈佛大学认为�广泛的、全面的知识�只有在一种科学的结构中才能成为有序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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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的而非散乱的、庞杂的、零碎的知识�从而取得教育上的合理性。每一门类的知
识�按其深入程度均可分为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按其抽象程度可分为理论知识和应用知
识。和通常只涉及特殊技术的直接应用的专门知识相比�理论性的基础知识更具有普遍
性。作为知识和文化体系的一般基础�相对地讲�乃更为稳定不变。教育的重点�应转到
接受基本原理、基础的公理和带普遍性的主题上来。学生学到的概念越是普遍而深刻�对
新知识和新问题的适应性就越强�通识的能力主要来源于深厚扎实的基础理论根基。

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改革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背景中进行的�尤其是1957年前
苏联首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使美国大为震惊�成为其教育改革的直接刺激力量。
科南特等一批科学家、教育家认为�加强高等教育中的基础性教育是通识教育的重要方
面。语言、文学、哲学、历史以及数学、生物学、化学、天文学等理论科学的文理科基础知
识�作为人类科学和文化的一般基础�向人们提供了认识主观和客观世界的基本的方法论
和共同的价值观。以此实施教学�颇有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和人格养成�并有助于发展推
理、判断等能力以及适应性、应变性和自主性等素质。因此�文理科基础教育是通识教育
稳固的核心。在政府号召及科南特等人的倡导下�许多高等学校加强了通识教育计划�增
加了基础科目教学的比重。1965年11月�“哈佛大学教育政策委员会”在文理学院院长
福特（F∙Ford）的领导下�对实施多年的通识教育方案�加以评估、改革�主张每个学生至少
要修习3门通识教育科目�即由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自然科学中各选修1门学科。这项
举措�增加了学生对通识科目的兴趣。

二

进入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变动很大�教育改革迅速推进�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面临着
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哈佛大学校长博克（D∙Bok）在考察西方道德教育发展轨迹的基础
上�提出了自己对道德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看法和改进大学道德教育的一系列措施和
建议。他认为�一个社会要想达到真正的繁荣与稳定�一要增强经济实力�发展科技�改善
管理；二要使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学校、社区�都充满生机和活力。1973年夏�博克任命罗
索斯基（H∙Rosovsky）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负责更新规划并确定哈佛大学的教育
目的。1974年春�罗索斯基组织七人工作组�对包括核心课程在内的大学教育的各主要
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1976年�七人工作组组长威尔逊（J∙Q∙Wilson）提出《威尔
逊报告》�建议实施非专精（non—concentration）科目。1977年�此报告经教授评议会讨论
通过�并易名为《核心课程报告书》�1978年正式实施。这就是“1978年哈佛报告书”。

该报告明确了哈佛大学的教育理想或目的是培养20世纪有教养的人。这样的人必
须具备下列条件：（1） 清晰、有效的思考及写作能力；（2） 在某些领域中�具备广博的
知识与基础； （3） 对于所获得及应用的知识�具有正确批判和理解的能力�并了解宇
宙、社会及人类自身；（4） 勤于思考道德与伦理问题�具有明智的判断力�能作出恰当
的道德选择；（5） 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对于世界各种文化�深感兴趣�努力探讨。

为了造就符合上述标准的有教养的人�每个哈佛学生必须修习下列五个领域的课程：
（1）文学与艺术。熟悉人类重要的文学与艺术成就�进而发展艺术创造与表达。（2）历史
研究。以历史的眼光�了解现代社会的主要趋向�以及在过去历史中和特殊情况下人类事
物的复杂性。（3）社会分析及推理。了解一些社会及道德方面的基本概念�以发展系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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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现代社会及个人问题的能力。（4）科学。熟悉物理学、生物学及行为科学的基本原则�
并以科学的眼光正视人类及世界。（5）外国文化。扩大文化经验�并对自身的文化传统达
到新的理解。可见�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的课程非常广阔�适应现代多元文化和社会。

三

1991年�文学博士 N∙L∙鲁登斯坦担任哈佛大学的校长。他上任之后�致力于把哈
佛大学11所相互独立的学院变成较为统一的大学�以推动通识教育的实施。他认为�现
在哈佛面临的许多具体情况多有变化�为了适应新形势�必须调整策略�把哈佛的学院变
成较为统一的大学。

90年代中期以来�哈佛大学修正了战后提出的培养“全人”的目标�倡导为下个世纪
培养“新人”。为此�哈佛大学认为各个阶段的教育都应包含通识教育；通识教育不仅仅是
一种课程�还是一种态度�一种学习方式�一种终生的追求。通识学科的教学�更加符合通
识教育的目的�更加积极主动、富有生机�不仅要满足闲暇、发展人性�更要顾及现代社会
的需要�让更多的人受到有益的教育。标志通识教育涵义的传统科目如哲学、历史等�其
价值更受人瞩目。在通识教育目标中�更加重视学生主动性、创造性、想象力的培养。

哈佛大学及美国通识教育的发展不是偶然的�其主要促进因素包括：（1）科学技术的
飞速发展。哈佛认为�谁也不能确切地预测新的科技将会怎样地影响未来的劳动力所必需
的技能和知识�因此对未来的最好准备�不是为某个具体职业而进行训练�而是提供给学
生以能适应不断变化世界的一种教育。进而言之�新科技革命�促进边缘和交叉学科大量
涌现�许多学科之间已失去原有的严格界限�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要求当代人和
未来人既专精于某一学科�又有宽厚扎实的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2）社会的
变动要求完满的人生。现代社会高度紧张的职业生活、激烈的生存竞争、文化和价值观的
多元化、人口的老龄化等问题�要求培养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有效地生存、发展的新
人。哈佛大学希望通识教育能够为改变这种状况助一臂之力。（3）提高人类自身见识的需
要。由于急功近利的浅见�对人类能力的迷信和对科学技术的滥用�造成了生活状况的恶
化�出现了一系列影响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而解决这些
问题�是对人类智慧、良知和尊严的真正考验。因此�哈佛认为必须大幅度地提高人的素质
特别是见识。与此同时�在当今社会�国际间交流日益频繁�人们对相互沟通和彼此理解充
满了渴望�这就要求通识教育培养学生具有远见卓识和国际意向�应付上述挑战。

与美国其他院校的通识教育实践一样�哈佛大学在这一方面常遇到许多困难�不能尽
如人意�以后的发展也不会一帆风顺。究其原因�主要是：（1）美国社会受实用主义影响太
深。美国是一个竞争激烈、极其务实的国家�人们为寻找所期望的职位�争先恐后地修习
一些在现阶段直接用得着的热门专业或课程�而把通识教育课程视为长线课程�难以收到
立竿见影的效果。（2）美国大学重术轻学。哈佛大学作为美国资深大学�虽则力戒过分专
业化�但为了迎合劳动市场的需要和寻求企业当事者的垂青�近年来面向服务社会有余�
追求高深文化和探索学术理论不足。在教学中�重术轻学、重应用轻理论的情况在一定程
度上存在�使得通识教育的开展往往困难重重。（3）通识教育在实施中存在着不足：一是
指导不力；二是评估主观。对于这些缺陷�哈佛大学有远见的教育家正在设法吸取历史经
验加以弥补�以期通识教育的效能获得充分的保证。 （作者单位：国家教育委员会）

— 8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