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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才型菁英的養成教育 

──中央大學通識教育的發展和展望 

 

康珮 

中央大學中文系學士(1997)、碩士(2001)、博士(2008) 

時任中央大學中文系專案助理教授。 

 

學生的興趣發展逐漸多元化，中大的通識教育也提供各類型的知識泉

源，進行通才型的教育方式，為社會培養更健全的優秀人才。在多元的學習

之下，中大學生也將具備獨立思考、成為深具公民素養的現代人。 

 

｜一、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沿革 ｜ 

大學學科愈趨專精化，知識領域在不斷分門別類的過程中逐漸被割裂，導

致理工學生缺乏人文素養，文科學生缺乏科學常識。有鑑於此，從 1984 年開

始，教育部通令各大學實施通識教育，教育理念或可上溯至中國傳統的儒家六

藝教育，以及西方古希臘的博雅教育，可說不分古今中外，都是希望培養出人

格完整健全的優秀人才，透過通才教育以及全人教育來修正學科間愈來愈嚴重

的各自為政、相互歧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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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歷任校長余傳韜、劉兆漢、劉全生、李羅權、蔣偉寧，以及現任周景

揚校長等諸位先生都非常重視通識教育的發展。中央大學最初以「共同學科」

執行通識教育，1993年在劉兆漢校長全力支持下，開始了通識教育改進計畫，

並在 1996年將其正式更名為「通識教育中心」，由教務長召集，各學院院長、

各教學中心主任以及各院教師代表共同組成了「通識教育規劃委員會」，擬定

教學方針、審議計畫、協調各學院的教學資源，並將課程規劃為人文科學、社

會科學與科技等三大類，用以豐富學生本科專業之外的知識領域，不僅為現今

中大的通識教育奠定了良好的發展基礎，也為社會培養更健全的優秀人才，足

見學校對通識教育的堅持與用心。 

 

2007年，配合教育部「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劃」與「公民

素養陶塑計畫」，中大通識教育中心再次檢討當時的通識課程實行狀況，不斷

研議調整，持續改革課程，獲得師生一致好評，並且得到教育部肯定，榮獲 2008

年全國頂尖大學通識教育評鑑第三名佳績，2010 年更獲頒「全國通識教育領

航學校」之美譽，可見中央大學之通識教育課程，在全國大專院校當中，實屬

頂尖令人讚嘆。 

  

 

 

 

  

中大學生四大基礎素養。 

通識教育的素養需具備 

八大核心能力的表現。 



 

｜二、中央大學通識教育的特色 ｜ 

自 1996年至今，通識教育歷經了 20年的發展改革，從最初為了輔助各學

門平衡發展的功能，進化為能兼顧通才與專業能力的全新面貌。秉持中央大學

的「誠樸」校風，強調「博雅專精」的教學特色，課程逐步精緻化、特色化。

現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王燦槐博士認為，中央大學的通識教育具有以下五項特

色： 

 

（一） 實施核心通識課程 

中央大學在通識教育發展初期，將課程規劃為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及科技

三大類，希望學生多接觸自身專業課程以外的其他領域。基於中央大學是一所

理工為主的大學，在通識課程的規劃上便多偏重人文領域，希望實現全人格的

通才目標。 

2006 年 2 月，李羅權校長積極推動課程國際化，全面檢視各系所課程的

質、量表現，因此自 96 學年度開始，對入學新生全面實施核心通識課程，包

括「核心必修」和「通識選修」二部分。「核心必修」課程代表或反映一個知

識領域的核心價值，具基礎性和核心性，為當代各類學術入門的基石，「通識

選修」則屬於各學科更深入的進階課程，讓學生在修習「核心必修」之後，能

針對自己更有興趣的領域持續精進，讓通識教育能達到循序漸進的最佳成效。

在「核心必修」和「通識選修」底下各自包含文學院規劃的「人文與思想」；

理學院與地科學院規劃的「自然科學」；工學院與資電學院規劃的「應用科學」；

管理學院、客家學院與通識教育中心共同規劃的「社會思潮與現象」等四大領

域以及國防通識教育課程。「核心必修」部分規劃的用意是希望增加全校教師

對開設通識課程的參與感及責任感，再搭配通識教育中心以科技與社會、性別

教育、創意啟發等面向，精心規畫設計的「通識選修」課程，讓課程更全面、

多元及豐富。期許中央大學學生都能從「通識選修」與「核心必修」課程獲得

該門學科的專業知能，並在離開學校後面對社會時能有尊重差異的態度，包容

多元價值的理念，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 發展跨領域學分學程 

在通識中心用心安排之下，將通識課程規劃為「核心必修」與「通識選修」

兩大部分。學生固然可以依照自己興趣選擇課程，但也可能造成學生不願意嘗

試修習跨領域的通識課程，又或者學生跨領域修習通識課程之後，卻無法取得

證明學習成果的相關證書。為了加強鼓勵同學積極跨領域修課的意願，以期真

正落實培育核心能力之目標，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更進一步規劃「跨領域學

分學程」，來強化培育教育核心能力之功效。 



 

「跨領域學分學程」是指在現有通識課程架構下，只要修習完「跨領域學

分學程」所指定的相關課程之後，就能夠獲得「跨領域學分學程」的證書來證

明自己在該領域的努力。如此一來，可以刺激同學多修不同領域的通識課程，

完成後出社會也能夠有所證明。為此，通識教育中心逐步設立三大跨領域學分

學程，分別是 2004 年設置的「創意學程」，2009 年設置的「性別教育學程」

以及「科技與社會學程」。創意學程希望加強學生「創意思考」的核心能力，

性別教育學程旨在培養「公民道德素養」之核心能力，以及科技與社會學程為

了增進「國際視野」之核心能力。 

跨領域學分學程的設立，讓選修通識課程有了更集中明確的目標，不再是

零散選修課程，而能把相關課程模組化，由點、線、面的學習進程，建構對某

一專業領域更深入的認識和理解。這些安排不但讓通識課程真正開拓學生視野，

更透過具體學程的取得來佐證學生的用心，這些都成為學生出社會工作之後的

軟實力優勢。 

 

（三） 落實跨領域優先選課 

通識教育中心為了讓學生能夠勇於嘗試跨領域修通識課程，除了上述安排

設計「跨領域學分學程」之外，更進一步落實跨領域優先選課。凡是人文社會

科系類學生想修理工科系的通識課程，或者理工科系的學生想修人文社會科系

的通識課程之時，在學校的選課系統當中的選課順序會優先於本科系類的通識

課程，也就是說通識選課的制度會優先選到跨領域的通識課程。如此也能大大

提高跨領域修課的比例。 

但此制度要真正落實，除了電算中心在電腦程式上的相關安排之外，通識

中心的排課也必須考量通識課程開設的數量與學生數的比例，務使人文與理工

學生選課平衡。這點正是通識教育中心努力的目標，以目前的數據來看，本校

人文社會類學生人數約占全校 34%，而理工科系類學生人數約占全校學生數

66%，以 2009 年到 2013 年通識教育中心總課程數來看，人文社會通識課程佔

64%，理工類通識課程佔 36%，由此可見通識課程領域與學生專業互補的狀況，

正適合學生的跨領域學習。 

 

（四） 豐富多元的優質通識講座與活動 

通識教育期許學生視野不要侷限於自己的專業，而是能成為具備社會關懷

的知識份子，通識課程若僅透過校內教師授課，學生所接受到的觀點，也難以

跳脫學術圈的眼光。因此如何廣邀社會上不同專長、不同理念、不同背景的各

方人才到校演講，也是讓學生開拓眼界的重要管道。通識教中心每年都提供 30

場通識講座的名額，支援經費與人力，讓開設通識課程的教師自由申請。透過



 

如此安排，中大學生能夠接受不同來源的知識面向，也能有更多思想上的衝擊。

中央通識講座完成之後，還會在通識教育中心網頁上留下詳實的記錄，供學生

課後持續學習。從 96學年度開始，至今 9個學年度、共 18個學期的通識教育

講座都有紀錄可考。除了基本介紹之外，如獲演講者同意，還能提供演講影音

檔案或者演講者簡報(PPT)下載，讓學習能夠不限於一時一地，透過網路觀看，

達到通識教育應是永續發展、不斷精進的目標。 

 
通識課程「亞洲政經概論」102學年度課程演講。(通識教育中心提供) 

 

（五） 擴大遠距教學的成效 

自從哈佛大學開始研發網路課程，提供全世界各國人士學習開始，遠距教

學線上學習已經成為未來教育的趨勢，「翻轉教室」的理念也開始改變教學的

生態。為了跟上全球化的腳步，中央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陽明大學等

四校進一步的合作，從 2011 年起透過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執行「遠距通識課

程整合計畫」，開始推動四校之間的遠距通識教學，期望藉由本計畫，達成四

校多元優質通識課程師資與資源共享的理想。 

100～101年度「遠距通識課程整合」在教育部經費挹注，台灣聯合大學系

統四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共同推動下，達成以下目標效益：一、透過招募種子

教師 30 位，舉辦培訓工作坊 11 場，遠距通識開課數由每學期 4 門增加至 10

門，共計開設 29 門遠距通識課程，使主、收播數呈現穩定成長之趨勢；二、

藉由開授非同步遠距通識課程，期望解決傳統遠距通識課程之時空與設備問題；

三、透過舉辦「台灣聯大通識教育與遠距教學─理論與實務研討會」，探討通

識教育遠距教學之現況及發展，對課程改革實有助益；四、藉由舉辦「台灣聯

大四校通識中心香港─新加坡通識遠距參訪」，建立與國際一流大學通識教育

遠距教學之交流橋樑，引進國外Ｅ化通識課程新概念，為遠距通識課程帶來新



 

視野。經由四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共同推動「遠距通識課程整合」，有效利用

遠距技術，降低面授制約、突破時空限制，達成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優質通識課

程資源共享。 

 
通識課程「族群與多元文化」課程的演講。 

 

｜三、中央大學通識教育的展望 ｜ 

通識教育從最初的共同科，走向現在的成熟面貌，已經跳脫過去將其視為

不必要、不實用的刻板印象，轉向讓學生在求學的同時，必須正視、反省自己

身為「社會人」的角色和價值。因此，未來通識教育的發展，必定會朝向更實

用性、社會性發展，直接面對社會，成為畢業後踏入社會的重要銜接橋梁。 

 
 

 

 

 

 

 

 

 

通識課程「性別與大眾」

演講，演講老師與同學互

動熱絡。 

 



 

通識課「文化人類學與日常生活」，同學上台報告使用樂器發揮創意。 

 

（一） 落實跨領域學習的教學理想 

通識教育希望培養學生多接觸不同領域的知識，建立自身更全面的關懷和

視域，中央大學理工科系（理、工、資電、地科學院）學生和人文社會科系（文、

管、客家學院）學生的比例約為 66%和 34%，而現今通識中心開設的總課程中，

人文社會類占 64%，理工類型課程占 36%，符合了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的教學

總體目標，可見在通識教育理念上的具體成效。 

目前的三個跨領域學程，性別教育、創意學程以及科技與社會，都是和社

會議題直接相關的課程，受到學生熱烈歡迎，未來將持續深化學生的社會關懷，

在此基礎上繼續推動這樣的教學理念。 

 

（二） 走出校園，和社會公民經驗相互結合 

中央大學對社會有責任感、使命感，希望從中央大學畢業的學生，都能具

備公民素養，回饋社會。學生應該建立倫理、民主、科學、媒體以及美學方面

的素養，在社會上成為獨立思考、正確批判、欣賞分享、清晰表達、勇於承擔

的公民，以學校教育為基石，終身學習。為了回應教育部推動的公民素養陶塑

計畫，王燦槐主任認為若要進一步深化，必須要推動「社會參與式課程」。首

先，增加課程的講座數量，把社會參與的典範「帶入」校園，讓學生學「活的

知識」；其次，把學生「帶出」校園，走進社區，透過實際的社區／群服務，

體會社會需求，發掘社會議題，啟發學生提出改革創新建議，使學習不會只是

空談理論，而能化理論為實踐，和生活層面真正結合。 

 



 

 

 
 

 

 

 

 

 

 

 

 

 

 

 

通識課程「當代消費

文化與社會」，同學

組成小組上台報告。 

 

（三） 舉辦工作坊和成果展，達到教／學並進的成效 

1996年成立「通識教育中心」以後，通識教育在中央大學有近二十年的歷

史，在歷任校長、教務長與全校各學院致力之下，教學愈趨活潑多元，內容也

更豐富充實，至今，已經頗具規模、特色。不論老師的教學，或是學生的課堂

表現，都有亮眼出眾的好成績。為了讓這樣的成果達到最大值，也讓社會更清

楚中央大學在通識教育的堅持和努力，王燦槐主任未來將舉辦教師社會參與式

課程的工作坊，提供一個教學經驗分享交流的平台，讓通識課程的老師分享如

何將課程主題與社會參與相互結合，以利未來學生能夠在每門課中，都能實際

關心社會，體察社會。另外，通識課程鼓勵教師的評分方式多元化，多以報告

取代考試，讓學生腦力激盪、展現創意。未來希望透過舉辦成果展，將這樣豐

碩的教學成果呈現在社會之前，同時，希望藉由校內外競賽，激發學生有更出

色的課堂表現，達到教／學並進的成效。 

王燦槐主任說：「最大的期待是通識課程應該是真正有用的，不是紙上談

兵，每個人的專業領域或許可以自己鑽研深究，但進到通識課程裡，應該去體

會作為一個公民，作為一個人，如何看到自己的價值、自己的力量，去反省自

己的角色是什麼？不論哪一門學科，都應該學以致用，那就必須和社會議題結

合。希望在學校就能提供、培養這樣的經驗，將來到社會上，在工作之餘才能

參與社會。這也會是未來通識發展規劃的重要目標。」 



 

中央大學通識教育已有具體的成效，學生畢業後也能獲得各企業主的一致

好評，足見除了專業領域的優良表現，學生能夠更成熟、包容的融入團體，真

正展現中央大學「誠樸」的優良傳統。 

 
中央大學第四屆創意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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