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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學

General Education 一詞發源於美國，後被華人學者高明士翻譯為 

「通識教育」，得到普遍認同。近十多年來，中國大學（指中國大陸

的大學，後同）掀起了「通識教育」熱。然而，由於中國的政治體

制、經濟模式、文化傳統等與美國不同，中國大學發展的歷史、環

境、現狀和條件與美國也有很大差異，所以，探討在中國特有背景下

形成的通識教育模式十分必要。本文以北京理工大學的通識教育實踐

為個案，分析通識教育在中國的本土化概念。

北京理工大學的前身是創建於1940年的延安自然科學院。1949年

前，該校提倡專才教育和通才教育相結合、博和專相結合的人才培養

模式，但經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院系調整和文化大革命破壞，走上

了專才教育佔主導地位的教育模式。改革開放以來，北京理工大學結

合自身學科特點，致力於改革專才教育的種種弊端，建立通識教育人

才培養模式，與拓寬專業、強化基礎、加強人文教育和科學教育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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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改革人才培養模式、進行素質教育等政策同步，目前形成了如下

通識教育模式。

通識教育目標

1995年，北京理工大學成為教育部批准的首批52所「加強大學生

文化素質教育試點院校」之一，1996年，學校制定了《加強大學生文

化素質教育的試點工作計劃》，從知識、能力和修養三個層面對大學

生的文化素質分別提出如下要求：

知識層面：1. 了解人文社會科學（文、史、哲、藝、經、法）和

自然科學的基本知識；2. 對中華民族的歷史和優秀文化有較為系統的

了解，包括對重大歷史事件、人物及其思想、學說有基本認識和正確

評價，了解世界優秀文化遺產；3. 關注當今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

重大事件，關心社會發展趨勢；4. 了解當代科技發展趨勢，關注計算

機、環境科學、生物科學等與社會發展密切相關的學科。

能力層面：1. 有較強的語言表達能力，能夠熟練地運用母語及英

語進行書面和口頭表達；2. 有一定的社會交往能力，能夠與人合作；

3. 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和較高的理性思維水平，能夠對事物進行分析、

比較和判斷並提出自己的觀點；4. 具有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善於探

索未知領域，推動社會進步；5. 具有組織管理能力，具有合作精神。

修養層面：1.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2.有良好的道德風貌和行為舉

止；3.樹立起積極健康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4.具有健全的人 

格和良好的意志品質；5. 具有一定的藝術修養；6. 具有誠信品質。

可以看出，文化素質教育目標著眼於培養大學生學會做事、學會

做人、文理貫通、全面發展，體現了通識教育的哲學觀，從這個角度

看，可以說北京理工大學1995年開始的文化素質教育就是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在中國的本土化 121

倡導文化素質教育之初，其目標主要通過講座、課外活動、校園

文化等非課程形式進行，好像只是團委1、學生工作部、各種學生社團

等學生事務部門的工作職責，並未成為全校的人才培養目標。一直到

了1999年，全國第三次教育工作會議召開，中共中央、國務院做出了

《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在這一決定的推動

下，文化素質教育才引起了大學教務部門的重視和參與。

1999年8月，北京理工大學開始全面修訂教學計劃，其修訂的主要

原則之一就是：按照打好基礎、加強實踐、提高素質、培養能力的要

求，繼續加強自然科學理論基礎教育，加強德育和文化素質教育，特

別注意培養學生的創造能力和能夠用整體眼光解決科學技術問題的能

力。同時，提出了本科生培養目標：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科技和

人文交融、素質全面、適應性強、有創新能力的高級科學技術專門人

才。可以看出，此目標已經擺脫了專才教育的模式，而與通達、博聞

的通識教育一致。

通識教育的組織形式

目前，北京理工大學並沒有設立專門的負責通識教育的機構，但

是有如下幾個專門組織都與此相關：

教務處：負責全校通識教育基礎課（必修課）以及通識選修課程

建設，課程由全校各院系教師，以及聘請校外人士講授。

文化素質教育委員會：非常設機構，由校團委、教務處、學生工

作部等有關部門的人員組成，負責學校文化素質教育的規劃、協調等

工作，日常工作主要由團委負責。

1	 「團委」的全稱是共青團北京理工大學委員會，各個大學的校一級以及學院一級均
設有此類機構，主要職責是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教育，開展校園文化活動，指導大學
生社團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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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中心：2003年1月成立，主要職責是通過開設藝術類通識

選修課和校園文化藝術活動，對大學生進行美育，加強大學生的藝術

修養。

通識教育的模式：實施途徑和內容

1999年的教學計劃修訂後，北京理工大學就加強了全校任意選修

課程，旨在加強文化素質教育、實現新的人才培養目標。2003年，明

確提出了通識教育的概念，並再次全面修訂教學計劃，縮減了總學分 

（200分減為180分），加大了通識選修課學分的比重（由以前的10%增

加到30%），同時，將「全校任意選修課」更名為「通識教育選修課」。

通識選修課和共同必修課（見表一）構成了全部通識教育課程。

為了更好地理解表一所示內容，這裏將北京理工大學的本科教學

培養計劃簡要介紹一下。大學本科四年需要完成總學分180學分，其中

一般基礎課和專業課的理論教學1學分為16課時，體育課、政治理論課

1學分為32課時。所有課按照縱向層次劃分為：公共基礎課（相當於

通識教育課程）、學科基礎課、專業課、實踐教學、畢業設計（畢業

論文）。表一中所列通識課程就是公共基礎課，總共有70－75學分，

它是全校各專業大學生都要學習的課程，大部分課程要求在第一至三

學期完成。公共基礎課還劃分為共同必修課和通識選修課，學分大致

比例為7：3，其中通識選修課是1995年加強文化素質教育後才開始開 

設的。

通識教育的另一個途徑是非課程因素，或稱之為隱性課程。如前

所述，中國的通識教育是由文化素質教育發展而來，而中國大學有著

強大的學生思想政治工作隊伍，文化素質教育是他們的主要職責之

一。所以，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的講座、文化活動、社會實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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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等文化素質教育形式，於2004年發展成為「素質拓展計劃」。該計

劃是使素質教育從課堂教育延伸到課堂外教育，目的在於引導和鼓勵

大學生在課外參加提高綜合素質的各種活動和工作項目，完善智能結

構，全面發展。北京理工大學學生在校期間所參加的六個方面（見表

一）活動，將會經過校團委系統認證，記錄在一本素質拓展證書上，

畢業時發給學生，作為素質拓展的憑證和記錄，也可以作為就業市場

了解大學生能力和綜合素質的憑證。

目前，學校基本形成了通識課程和隱性課程（素質拓展計劃）兩

個途徑共同進行通識教育的格局。如下表一：

表一    北京理工大學通識教育模式

（學分以理工類專業統計）

                        

                                         

         通識課程

隱性課程
（大學生素質

拓展計劃）

共同必修課

 57.5學分

通識選修課

  20學分

思想政治與道德規範（包括理論培訓、黨團校學習、支部
生活）
社會實踐與志願服務
科學技術與創新創業（論文、學術論壇、科技製作或學術
課題）
文化藝術、體育活動與身心發展
社團活動與社會工作               

技能培訓及其它            

‧

‧
‧

‧
‧

‧

兩課9學分（具體包含：思想道德修養、法
律基礎、哲學、毛澤東思想概論、鄧小平理
論、政治經濟學）
外語12學分
自然科學（數學17學分、物理11學分、計算
機6學分）
軍訓2.5學分

     
選修專項外語4學分、專項數學4學分、體育
4學分
在下屬七類課程（歷史與社會、經濟與法
律、文學藝術、語言、自然科學、工程技
術、實驗類）要求修滿6－8學分，其中文學

藝術類課程不少於2學分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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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的其他支持措施

目前，北京理工大學逐漸由僅具備單一的理工學科，發展成為一

個學科門類比較齊全、學科特色明顯（以工為主、理工結合）的大

學，截至2003年，共有本科專業51個，其中工學32個、理學6個、管

理與經濟學7個、人文、藝術與法學6個，這樣的學科結構（學科分佈

如下圖一）為實現通識教育文理融合創造了平台。

圖一 本科專業數量的學科分佈（2003年）

2003年北京理工大學又發表了《關於深化學分制、彈性學制改革

的原則意見》的文件，提出要由學年學分制向完全學分制過渡，實行

彈性學制，建立導師制，鼓勵按學科大類招生，按通識教育要求制定

計劃等。這些制度和措施直接關係到通識教育的實施。

當然，目前的通識教育模式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從制度建

設到內容安排、實施效果，都需要改進和探討。

 

專業按學科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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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
理學
管理與經濟學
人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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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一定程度上而言，通識教育的概念是一個舶來品，通識教育在中

國的實踐，必然與中國特定的現實和歷史文化背景相關，從而進行適

合於中國特點的修正和轉變。因此，通識教育在中國必然要經歷本土

化過程。

筆者認為，中國的通識教育是在改造原有專才教育模式，適應中

國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受國際教育發展的影響等基礎上產生的。因

此，拓寬專業面，加強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融合，尤其要加強大學

生的文化素質教育是中國通識教育的特色。此外，通識教育的實踐主

要通過顯性的通識課程和隱性課程兩個體系完成。就北京理工大學的

實踐經驗而言，兩種課程各有特色，均發揮了特定作用，因此二者在

通識教育中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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