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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explain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
ties, and analyzes and interprets the importance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its forward-looking core 
issues. Secondly, the case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Anshan Normal Univer-
sity are carried out to demonstrate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gen-
eral education in a local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with normal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con-
tribute case experience to the exploration and solution of general problems in general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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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阐释了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对通识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前瞻性核心问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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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解读。其次，以鞍山师范学院通识教育为样本进行个案描述与分析，展示一个具有师范特色的地方性

应用型高校在推进实现通识教育过程中的困境与问题，为探索、解决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的一般性问题贡

献个案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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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趋势 

在我国，通识教育在各类大学里已经探索了二十多年了，在关于通识教育的观念、理论以及实现策

略等诸多问题上均有了一定的共识，带有地方性时代性知识特点的通识教育话语体系也在逐步形成之中。

就通识教育的发展趋势而言，目前的研究文献资料非常丰厚与详实，笔者将其简要的概括、归纳如下。 

1.1. 通识教育会受到更为广泛的重视 

就中国大学开设通识课程、开展通识教育的广泛性与质量程度而言，这是一个明显的增量发展过程。

从二十年前的领军学校，比如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知名大学开始，通识教育开展的越

来越具有普及性，在一些地方性应用型高校也开始了通识教育的尝试与“探索”，尽管它们的教育质量

不算太好，有赶时髦的嫌疑。客观地讲，通识教育受到社会如此广泛重视的事实，说明了一点，即人们

对通识教育的价值有了深刻的认识与理解，普遍认为通识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一个本质特点，是大学教育

的题中之义，甚至是最为核心的东西。这种认识或共识，是通过比较、分析与反思获得的，是每个关心

教育事业的主体无法回避的热点与焦点，是中国教育语境下的基本问题，不仅仅是大学校内的“小事”，

而是有着宏阔社会背景的时代大事件。总之，通识教育在整个大学教育中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1]。 

1.2. 通识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完人” 

通识教育的内涵与功能与时代价值是紧密相关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哲学，即人的全面发展

理论在教育实践上的体现与反应。我们不但要培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与接班人，要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

专门人才，更要培养具有独立人格、批判精神、自由思想、灵魂觉醒的全面的“止于至善”的人。只有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才能达到完人的境界。由此，通识教育的独特功能是不可替代的，是一般化的专

业教育所不能完成的。客观地讲，塑造完人是教育事业的终极目的，是一般教育规律、教育的本质所决

定的。 

1.3. 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融合发展 

关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关系的讨论是通识教育发展模式问题的焦点问题。一种观点认为通识教

育与专业教育是一对矛盾，是差异，是冲突。搞好通识教育就是要协调、平息、处理好通识教育与专业

教育的冲突问题。这种思路，实际上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在绝对意义上是

否必然是一种矛盾，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因此，第二种观点认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本身就是相互交

融而不可独立存在的，专业教育本身就是通识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2]。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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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实践中如何实现这种有机的融合，以及实现二者的均衡发展，是个问题。比较可行的路径是，在

专业教育的平台上，尽可能地加大通识教育的内容，在获得基本专业知识能力的基础上努力提升受教育

者的综合能力与素养。目前，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融合发展是一种最具潜质的发展模式。 

1.4. 未来通识教育将继续重视对经典作品的研读与传授 

这是个没有多少争议的老问题，通识课程作为通识教育的载体，必然是那些经过人类文明历史所积

淀下来的经典著作，而不是一些文化快餐或世俗“雅趣”。经典作品是经过时间检验的有生命力的作品，

它在心灵上哺育着世世代代的人们，是人类永恒的知识与记忆，代表着人类不朽的精神成就与创造。通

识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塑造当代完人，没有很好的文化传承以及文化熏陶是做不到的。事实上，只有用

最好的精神食粮才能哺育出文明传承的时代担当者与完美人格。这些高质量的、最优质的经典著作的研

读与传授是通识课程唯一的“宗旨”。 

1.5. 通识教育会对教师产生新的职业压力 

随着通识教育的不断发展，各类主体必然受到一些冲击与压力，教师首当其冲，对其形成新的职业

压力。通识教育不是一般的专业化教育，但特别需要教师具有进行或从事通识教育的专业化精神与素质。

目前我国的通识教育的专业化与职业化程度很低，在教学资源整合以及师资队伍建设上与通识教育的发

展要求不匹配。这不是简单的教师教育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各方面关系的综合性问题。如何适应这种时

代的挑战，是学校、政府、社会以及教师群体必须予以回应的[3]。 

2. 实现大学通识教育的困境：以鞍山师范学院为例 

2.1. 样本解释：鞍山师范学院通识教育发展历程 

鞍山师范学院是一所师范类地方性应用型高校，其通识课的前身是公共选修课，自 2010 年始，统一

改称为通识课。近十年来，通识课几经变化，从无到有，从初步尝试到长足发展。回顾鞍山师范学院通

识教育发展史，其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根据鞍山师范学院 2010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通识教育由通识 1、通识 2、通识 3 三部

分组成。通识 1 为公共必修课，其中思想政治教育部分，要求增加实践课时，并进行考核方式的改革；

公共外语课试行分层教学，高年级设置选修课；公共体育课按学生兴趣特长，试行俱乐部制度；公共计

算机课增加了实践课时的比重，高年级按专业需求设课。同时，增加了就业指导课的学分，开设了应用

写作和艺术欣赏课程。通识 2 为选修课，目的在于拓宽学生专业基础，按文理两大类设课，要求学生按

文科和理科在各自的文理两大类中选修 8 学分课程。通识 3 为公共选修课，要求学生在文科与理科课程

中互选 4 分，目的是加强文理交融，同时培养学生个人的兴趣爱好。 
第二阶段，2013 年我校先后召开了五次通识教育模块研讨会，对通识模块设置、课程设置、课程内

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依据 2013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在通识Ⅰ中新设《创业基础》为必修课程。

对通识Ⅱ进行全面改版，设置了人文与社会、科技与社会、艺术鉴赏、创新创业教育、教师教育、体育

与健康等六个模块，针对不同学科专业做出了“限选”要求。本次人才培养方案就通识课程而言，明显

强化了创新创业教育与公共艺术教育。另外，出台了《鞍山师范学院通识教育课程管理办法》，对通识

选修课程实行动态管理，以保证通识课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 
第三阶段，根据《鞍山师范学院 2017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本次通识课建设与改革的

特点是努力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通识课基本划分为必修与选修两类。通识必修课包括思想政治教

育、大学外语、大学体育、信息技术教育、创业就业等课程。通识选修课设置“双轨”课程。第一类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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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素养类、科学素养类、艺术审美类、创新创业类四个模块，供一部分人选择；第二类设若干个通识

专选模块，供另一部分学生根据个人兴趣、特长和未来职业去向选报，学校遴选，拓宽培养途径，满足

个性化人才培养需要。 

2.2. 鞍师通识教育面临的困境 

对照通识教育的发展趋势以及反观鞍山师范学院的通识教育实践，通识教育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

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导致鞍师通识教育目标某种程度的落空，使通识教育深陷困境之中。 
第一，鞍山师范学院通识课程存在极为明显的质量问题。有些课带有明显的“凑份子”嫌疑，典型

的因人设课。大多是年轻教师开课不足，临时抱佛脚的举动。从名称上看，这些课程五花八门，带有明

显的“水课”色彩。与经典著作研读与传授的要求(宗旨)相距甚远。 
第二，观念、理论认识上的欠缺。就学校而言，目前对通识教育的重要性与必然性认识不足，没有

把通识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上，没有树立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并重的观念。广大的教育工作者没有意识到

通识教育在未来的教育中的凸出地位，存在价值判断上的误区。一般教师认为，通识教育只是专业教育

的辅助，专业教育才是主流。这种观点的产生，究其原因，大概是与鞍山师范学院地方性实用型的办学

定位有关系。这当然是是一种认识上的错误[4]。 
第三，缺少完整的健全的通识教育质量保障体制与机制。为了继续推进通识教育以及不断改进或提

升通识教育质量，建立一套合理的有效的符合学校实际需要的内部质量监控体系非常必要。通识教育以

及通识课程的教学管理要建立在完善的制度基础之上，更要实现一种良性的制度循环(机制)，实现教学管

理上的“闭环”。这是实现通识教育最为关键的顶层设计，也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必要措施。 

3. 探索有效推进通识教育的路径与策略 

3.1. 充分发掘本校资源，对既有资源进行整合 

在通识优质课程稀缺的前提下，如何迅速地改变通识课程“水课”较为普遍的现象，如何实现优质

课程对劣质课程的替代，最为迅捷的路径就是充分挖掘“本土”资源，让那些经验丰富、学识渊博、德

高望重的优秀教师站在通识教育教学的第一线，这既是基于教育目的的考量，也是出于实际效益的考虑。

一个学校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优秀教师，充分发挥他们的教学能力，让他们成为通识教育的主力军才是

“正道”。这是一个深度挖掘、发现与激活本土资源的做法，需要一套激励制度、遴选程序与竞争机制。 

3.2. 加强通识课程建设，全力打造通识金课 

加大对通识课程的投入，学校要花大力气打造金课。虽然对于一项伟大的事业，不能期待收获与结

果同步进行，但总要从源头上进行增量改革。从通识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通识教育必然是一个“费

用无度”的重点工程，但这是值得的。通识课程建设与其他事业是一样的，需要学校花费大量的人力物

力以及时间去完成这项工程。这些投资项目的重点不仅仅是教学硬件的更新与升级，也包括现代信息技

术的运用与引进，更为重要的是教师教学技巧的培训以及教学能力的提升，为此学校要付出大量的培训

经费与教育支出[5]。 

3.3. 整合社会资源，充分发挥协同育人的力量 

在现代教育发展环境下，仅仅靠学校自身能力与资源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广泛吸纳社会力量，整合

各种文化资源，开展协同育人工程是大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具体到通识教育以及通识课程建设上，我们

主张积极利用社会资源，有选择地聘请校外行业专家、文化名家、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政府管理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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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模范进校园，与本校教师合作或独立开设通识课，形成具有一定社会融合度的、开放的、高质

量的通识课程体系。当然，这种引进工作，也是要建立在严格的遴选与考核基础上的，引进的是精品与

上品，而不是滥竽充数的赝品。 

3.4. 加强对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教师继续发展，引进优秀人才 

改变通识教育现状的关键点在于有没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从学校角

度来讲，大量引进优秀人才，改变既有教师的数量与结构，以提升学校教师教学的整体水平。从另一个

角度讲，就是对现有的教师进行继续“教育”与培养，提供教师发展的有效平台，让教师在职业发展以

及个人发展上有足够的拓展空间。但更为重要的措施是建立有效的内部人才竞争机制，对教师的职业发

展与个人发展形成有效的制度性激励。 

3.5. 转变教育观念，提升价值 

作为最近几年来的教育改革热点，通识教育方兴未艾，但传统观念与习惯非常强大，在这一重大的

教育制度改革领域里，我们的管理者、研究者以及广大教师员工的观念没有“与时俱进”，还保持着专

业教育才是大学教育的基础与主体这样的传统认知。通识教育是有着深刻的教育哲学基础以及时代价值

内涵的新型教育理念，学校有必要开展及时的宣传与动员工作，以促进学校管理人员、研究人员以及广

大教师观念上的转变与价值上的提升。 

3.6. 进行必要的顶层设计与规划 

在管理层面而言，学校针对通识教育的顶层设计与规划“缺位”，这意味着通识教育的发展面临着

目标与价值意义上的混乱与失序，以及管理制度上的巨大漏洞，注定“行之不远”。目前，学校急需建

立专门的管理力量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制定符合学校实际条件的，符合学校长远发展规划目标的有效

方案，引领学校的通识教育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3.7. 建立发展通识教育的运作机制 

建构合理有效的激励运作机制，是通识教育的关键。目前，通识教育建设与发展的主体缺位，动机

与动力匮乏，在探索进一步发展通识教育“工程”的有效运作机制的道路上存在诸多难点。结合鞍山师

范学院具体条件，本文建议，建构以二级学院为主体，以教务处、发展规划与质量监督处为管理平台，

以素养与能力培养为目标，以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为手段，实现通识教育发展管理上的“闭环”运作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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