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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一詞的英文education，其原義就是

「啟發」。所謂的「啟發」，是出於對生

命的尊重與呵護：不僅是對於他人的生命，對於

自己的生命更是如此。

理念及架構

通識教育的理念，為「基於大學之建立與發

展，應以培育當代世界公民的素養為核心理念，

故作為全校性、跨學門基礎與核心教育的大學

通識教育課程，應在實踐校訓精神與學校辦學

目標下，作為此理念之實踐途徑」（黃雅

淳、劉金源，2014）。與此途徑一致，中

華大學基於培育社會中堅人才之使命，訂

定「勤樸、誠正、關懷、創新」的核心價

值，循此，通識教育目標訂定為「培養學

生成為具有社會關懷、創新創意、暨身心

健康之現代公民」。其中並已將核心價值

融入通識教育目標。

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

黃坤錦教授將通識教育分為外顯課程與

潛在課程，外顯課程又分為正式課程與非

正式課程（黃坤錦，1999）。

如圖一所示，正式課程方面，中華大

學通識教育課程分為：自我探索、生醫衛

保、人文涵養、社會習察、藝術感知以及科學探

究等六個向度，以提升學生兼具人文素養及科學

知能的博雅教育，期能兼籌並顧，於造就學生專

業能力的同時，輔以六向度的學習統合於人事物

的應對，成就內外兼備的修為。

在非正式課程方面，包括：

1.學務處推動陽光青年，培養中華大學學生

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

2.研發處創新與創意中心推動創新創意普及教

育，提升校園創意創新之氛圍及學校競爭力。

▌文／梁美惠．中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如何發展大學通識教育特色——
以中華大學為例

圖一  以「勤樸、誠正、關懷、創新」

        為核心價值的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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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藝文中心推動藝文展演活動與藝術教育，提

升學生藝術審美涵養。

4.中華書院通過跨科系的共宿生活所營造的學

習社群，提升學生品格涵養及社會適應基礎力。

潛在課程方面，藉由校園景觀的多元運用，

提供學生融入校園生活的薰陶，如中草藥概論等

多門可善用校園景觀上課的課程。

因此，從通識教育中心到各單位、從課程到

活動，都以學校核心價值為依據作為規劃與落

實，自然發展出中華大學的通識教育。

六向度課程的制度與規劃

中華大學通識教育課程規劃係以中華大學通

識教育目標為依據，而此教育目標係依據校核心

價值及全人教育理念而定。因此，「自我探索」

及「生醫衛保」二向度課程係為促進身心健康而

設置；「人文涵養」及「社會習察」二向度課程

係為提升社會關懷而設置；「藝術感知」及「科

學探究」二向度課程係為陶鑄創新創意素養而設

置。除此之外，還須基於通識教育課程設計的多

元理念，檢視每一向度的整體規劃。而此六向度

課程規劃更兼具有縱向深度及橫向廣度：

●  縱向深度

六向度課程各有核心課程與多元選修。每向

度中各規劃3至4門核心課程，以學門基礎知識

為主，旨在強調基礎性與核心性，各必修2學

分。多元課程以博雅精神為主，並納入當代之重

大議題，於六向度中自由選修10學分。

●  橫向廣度

秉承通識教育博雅理念，六向度包含生命最

內在的自我探索，遞推至宇宙自然的科學探究。

普及於全校的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 

通識教育期能深入全校、遍及各處，因此非

正式課程及潛在課程的推動，多賴相關單位共同

承擔大通教育，而推動理念卻不離「勤樸、誠

正、關懷、創新」的核心價值。在目標方向明確

的引領下，我們始能從各面向給予學生悉心培

育。茲將中華大學非正式課程概況略述如下：

●  陽光青年

以五大指標活動：「熱心服務」、「藝術品

味」、「愛智求知」、「人格健全」、「強健

體魄」，培養德（品德教育課程與研習 、尊

師感恩愛校活動）、智（學術演講、研習閱讀

及寫作）、體（運動與體能測驗、游泳能力訓

練）、群（志工基礎與進階訓練、社團加入服務

行列）、美（藝術展覽、表演活動、創意設計競

賽）五育均衡發展。

●  社會關懷

含志工基礎訓練、志工特殊訓練；系所參與

「一系一德鄰」社會關懷服務活動。

●  藝文中心

每學年規劃有藝術展覽、表演活動、專題演

講、桃竹苗12校校園聯展、學生創意競賽、藝

術研習、藝術論壇等活動，總計一年約舉辦30

場。藝文中心之活動可分為藝術展覽、表演藝

術、藝術影展等三類。

●  中華書院

於「共宿」的基礎上，營造一個「共學」與

「共遊」的教育環境，並揀選適任人選擔任家族

導師，通過家族導師與輔導學長姐的機制，讓院

生養成時時學習、事事用心的態度。由導師領導

住宿學生「學習、生活、社交」的小社會，學生

是學習的主體，書院導師則負責引導、輔助。 

通識教育的特色作法

「全人教育」的推動，是各校通識教育一致

的理念，惟其意涵及內容在執行上略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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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多的大學是以多元、通識與專業平衡和五

育均衡此三種來指稱全人教育內涵。以『自身了

解和發展，以及與他人、社會、自然之和諧關

係』作為全人教育內涵的大學則比較少。」（陳

杏枝、游家政，2014）。而中華大學正是少數

的後者。

中華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堅持以學生為主

體，在「全人」為目標的前提下，促進學生智性

的全面發展及實踐能力。因此，如何把「成己、

立人、愛物」的全人理念融入課程，並在最大程

度上讓學生認識自我和充實自我，培養他們成為

具有社會關懷、創新創意暨身心健康的現代公

民，這便是我們對通識教育的用心及尊重。

所謂「成己」，在建構身心健康的優質人

生。成就自己，才能成全別人。所以中華大學

通識教育強調「自我探索」及「生醫衛保」二大

向度課程，透過中西哲學深入了解自我，並講授

健康促進的概念。其次是「立人」，君子成就自

己，也推展愛心及於他人，不僅著眼於他人與自

身的關係、推己及人與文化傳承，也讓學生明瞭

愛人如己及對生活美好的體會與追尋的重要，因

此特別規劃「人文涵養」及「社會習察」二向度

課程，以社會關懷基本素養的核心價值，投入社

會，貢獻一己之力。 

再者是「愛物」。世間萬物，都有它們存在

的理據與價值，也都值得探討與研究。萬物靜觀

皆自得，四時景緻與人同，我們驚訝於它們的結

構，同時也欣賞他們的善與美。「愛物」才懂得

惜福，與物同情共感。所謂「愛物」，在喚醒及

感受那原本潛藏在內心的審美能力，也提升科學

探究與民胞物與的關懷。為此，中華大學通識教

育規劃了「藝術感知」及「科學探究」二向度課

程。

值得一提的是，中華大學的通識教育目標包

含身心健康，但未提及「靈」，是考量在現今靈

修林立的環境中，「靈」的教育品質難有客觀的

學術標準，又容易觸及深層生命的啟發，且受教

者容易受到施教者的潛移默化影響，品質標準難

以把關。基於尊重學術的態度，仍以學術認同的

原則規劃正式課程，惟非正式課程或活動，則採

多元發展，給予學生多面向的自由參與，因此提

供了「靜心慢活」系列活動，如靜心茶飲、靜心

舞蹈、靜心瑜珈等，讓有興趣的同學也有接觸的

機會。「我們相信全人教育若作為大學的教育理

念來實施，可在學生的整體學習中提升涵養」

（陳杏枝、游家政，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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