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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謂「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各行各

業都需要專業人才發揮所長，大學教育亦

是如此，希望透過師者的「傳道、授業、解惑」

培育具專長的大學畢業生；但隨著世代演進與教

育文化改變，如今的大學不單只重視學生專業能

力的培養，更希望透過教學培養年輕學子的跨領

域學習能力，讓專業教育也能走向多元發展。正

因如此，各大學這幾年來通識教育課程「遍地開

花」，多樣化的種類與課程亦為臺灣高等教育激

盪出多采多姿的教育風景。

教育部亦鼓勵各大專校院發展通識教育，除

持續推動「通識教育補助計畫」外，更希望透過

良好的通識課程教學，提升學生人文素養，體現

全人教育精神。不過，儘管教育當局樂見各大學

推動通識課程，但推行成果卻不見得符合預期成

效，以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從101年辦理通識教育

評鑑迄今為例，就發現大學通識教育評鑑的平均

通過率似乎低於其他專業領域評鑑結果，大約只

有三成六的大學通識教育能通過評鑑。

重專業輕通識  導致評鑑通過率偏低

為何通識教育通過率普遍偏低、原因出在哪

裡？擔任通識教育評鑑委員的弘光科技大學食品

科技系教授陳昭雄談到，過去無論是公立抑或私

立大學，對於通識教育都不像科系專業領域那般

重視，導致教學成效與通識課程核心能力的培養

目標無法相呼應，以至於部分大學通過率偏低。

不過，隨著近來推動課程改革，已看見愈來

愈多大學願意投入資源與心力來進行通識課程變

革，對通識教育而言可說是好的開始。他建議通

識老師可善用校園資源營造良好學習情境，像是

許多大學都設有藝術中心，藝術類的通識課程就

可帶領學生走出教室觀賞藝術展覽，讓教學不再

紙上談兵，而是眼見為憑，將藝術之美內化於學

生心中。 

課程目標須明確與連貫

對此，現任德明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及臺北市

立大學博士生指導教授的陳光憲，亦分享自身在

進行通識評鑑的經驗，並一一點出目前通識教育

所遇到的問題環節。他表示，通識教育的課程應

該經過系統性規劃，首要之務是先擬定具體的課

程理念目標與教學特色，一方面也藉此融入大學

本身的辦學願景；但他實際參與評鑑時，卻發現

有些學校的通識老師連這門通識教育的課程理念

與特色為何都不甚清楚，參與課程的學生更是一

問三不知，令評鑑委員忍不住搖頭嘆氣。

也有些學校把通識教育目標與特色理念訂得

太過複雜，項目甚至可達到九項之多，但彼此之

間既無法相互連貫，也無法呼應通識中心想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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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主旨，讓評鑑委員看得一頭霧水，自然通

識評鑑成績也不會受到高度肯定。

課程內容影響學生學習成效

除此之外，評鑑通過率偏低的另一個問題，

則是有些學校開課名稱與實際授課內容名實不相

符，像是有些大學以「大師講座」作為通識教育

的課程名稱，但校方請來的卻是地方政府人員在

課堂上對學生進行政令宣導，使得內容名不符

實、空有其名。也有些課程學術內涵不足，無法

發揮該有的預期成效，像是有一門課，名稱訂為

「飛魚、蕃刀、小米酒」，但實際授課內容缺乏

學術的承載度，可能導致學生學習成效因此打折

扣。

另外，評鑑過程也發現部分學校缺乏對學生

學習成效的具體評估，有些學生上課心得甚至連

十個字都不到，讓評鑑委員根本看不出學生學習

的成效到底如何，更看不出學生究竟從這門通識

課中學到了什麼！但也有學校用心投入通識教

育，像是元智大學的「經典五十」就做得很不

錯，要求學生從入學至畢業期間閱讀國內外經典

書籍，並由教師進行認證，四年內累積一定數量

即可得到該學分，此方法不僅融入東方與西方的

經典思想於課堂之中，更啟迪學生主動閱讀與思

考的能力。

投注足夠資源  勿淪為自說自話

「部分學校的通識教育特色與理念都是為了

評鑑而自說自話，對通識課程的投入心力與資源

不夠，理想性不足。」東海大學共同學科暨通識

教育中心教授王崇名認為，有些學校是在應付評

鑑，沒有好好辦通識教育，甚至是為了評鑑而評

鑑，加上許多評鑑委員都十分重視通識教育的學

習成效，總結下來就易導致通過率不如預期。

但他也談到，大學通識教育評鑑通過率僅約

三分之一的問題，並不代表臺灣通識教育辦得不

好，而是通識教育本來就是一條荊棘之路、艱辛

難走，教學成效需耐心等待、無法馬上立竿見

影，且必須一直投入心力、持續去做，才能逐漸

水到渠成。慶幸的是，有些學校已慢慢展現教學

成效，以他所參與評鑑的學校來看，通識教育的

制度面大致都沒有問題，相信只要繼續努力，總

有開花結果的一天。

避免匠氣  發揮創新

「理想的通識教育應具有潛移默化的成

效。」陳光憲表示，通識教育是打造全人教育的

環節，理想願景是希望激發學生向上與向善的情

操、具備終身學習的能力，並擁有人文關懷的心

靈。這樣的願景看似宏大，卻是大學教育不應背

離的目標。他強調，通識教育要思考如何培養學

生的人文美感與文明素養、啟發獨立思考能力，

才不會讓授課內容變得「匠氣十足」。

此外，陳光憲亦談到通識教育可以用多元有

變化的方式來發揮創新之效，像是把古代經典應

用於當代，例如可將唐代的《貞觀政要》擷取精

華，融會貫通，蛻變成「現代管理學」；若以美

感經驗培養為例，授課老師則可透過一幅畫、一

首歌來呈現，不是只依著課本照本宣科。

扣連課程地圖  

創新教學不能只是譁眾取寵

但他強調，所謂的創新也不代表就能譁眾取

寵、欠缺課程實質內容，如此將導致通識教育淪

為大學生的營養學分，陷入「老師混鐘點費、學

生混成績」的窘況；他建議學校可以設計通識教

育的「課程地圖」，引領學生適性學習。

對此，陳昭雄也有同感，他表示，要避免名



 評鑑   35

稱花俏的通識課程淪為譁眾取寵、討好學生，必

須在開課時思考課程設立宗旨與目的。學生的心

態往往取決於老師的上課態度，當老師重視課程

實質內容且具備良好授課態度時，自然有助於學

習成效。

而面對各大學近年吹起的創新教學風潮，也

有學者擔心一味追求創新可能會帶來反效果。王

崇名即直言，大學最好不要再談創新，因為創新

已成為「愴心」了，大學如果要談創新，要先找

回大學的理想主義精神，而不是一味跟著企業利

益跑，忘記了大學應有的價值，如此一來很可能

讓創新變成災難。

他指出，大學入學的多元化與高錄取率，讓

過去原本不可能讀大學的學生都進了大學就讀，

但在他看來不見得是壞事，因為這能讓大學教授

意識到自己是老師而非研究工作者，不能因學生

素質不若以往，就輕易「放生」學生。大學教育

應摒棄過去的菁英主義或教育偏見，承認學生的

多元化與差異性，進而發展多元的教學方法與評

量方法，通識教育亦是如此。

課名花俏非重點  

內容營養更勝分數營養  

「通識教育不是要讓分數營養，而是讓內容

變得有營養！」站在教學第一線、現任華梵大學

人文中心主任蔡傳暉表示，通識教育名稱之所以

會花俏，是因為課程目標不明確，過去許多通識

教育目標都訂得太好高鶩遠、過於抽象不具體，

以致於變成什麼課程都可以拿來作為通識教育，

課程名稱也愈來愈花俏、偏離大學教育基本精

神，相當可惜，因為這樣的課程根本不需要來大

學上課，民間機構就能自己開班授課。

以許多大學通識課程都有開設的「電影賞

析」為例，他建議老師除了引領學生透過電影作

品來賞析其內容外，還可以進一步請學生分組架

設小眾電影推廣網站，幫助學生在「做中學」的

過程中，思考何謂小眾電影的定義，甚至有興趣

去深入探索目前的電影產業與行銷市場，進而啟

發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連結專業教育  引導學生跨領域學習  

蔡傳暉認為，理想的通識教育要能引導學生

進行「跨領域學習」，而且與學生的專業教育相

互連結與應用，融為一體。他有感而發表示，現

在通識教育的最大問題是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無

法相互連結，導致學習被切割，學生不覺得兩者

間有何關聯性，使得通識課程在學生心中變得可

有可無。

大學如何提升通識教育品質？蔡傳暉認為，

首要之務是具備跨領域能力與教學熱情的老師，

授課老師最好在自己專業之餘，也能對其他領域

有所了解。他解釋，所謂的跨領域能力就是幫助

學生理解別的領域在說什麼，例如工學院學生應

具有人文美感素養，他不見得要是繪畫高手，但

要具備懂得欣賞一幅美麗畫作的感知能力。對文

學院學生而言亦然，除自身語文專業外，也必須

能了解不同產業的脈動與文化內涵，藉此相輔相

成。

此外，通識教育培養的學生還應具備與不同

領域對話的能力。蔡傳暉以汽車製造為例，過程

涵蓋設計與製造部門，兩個部門必須攜手合作，

讓設計人才與製造人才可以相互對話，才不會設

計出外觀很具美感卻機能不足，或是功能強大卻

外型不討喜的汽車。在他看來，這正是通識教育

要賦予學生的能力之一，讓學習觸角不是只侷限

於自身專業，而是能延伸至專業以外的世界，進

行跨領域探索與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