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通識教育的由來與發展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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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通識教育的前身，可從民國47年教育部設「共同必修科」開始，實施26年之後，教育部於民國73年4月公布

「大學通識教育選修科目實施要點」，要求學生在以下七大範疇內必修4-6學分：1.文學與藝術2.歷史與文化3.社會

與哲學4.數學與邏輯5.物理科學6.生命科學7.應用科學與技術，是為通識教育之始。民國78年「共同必修科」發展

成突破「學科」型態的「課程領域」，而將「通識」納入「共同必修」中，計8學分。民國84年12月教育部決議：國

文、外文、歷史、憲法8學分必修，加上通識，不得少於28學分。85學年度廢除「部訂大學共同必修科」，提倡通識

教育。

按.不得少於28學分是以128畢業學分計，也就是依照教育部當年的比例來看，通識教育課程的修習，應佔畢業

總學分的22.2％；在美國，各大學通識教育學分至少佔總畢業學分數的1/4，依此標準來看，在台灣換算成學分數應

當是32學分，而不是28學分。後來大學自主之後，各校自行應需要而彈性調整，但皆以遵守最低標準為原則。甚至

有些學校為得到教育部的肯定，而增加通識學分到40、50，並作出特色來，如弘光科大和輔英科大，並因此從技術

學院改制成功，就是最好的例子。

    此後教育部全力贊助通識教育改革，並於81-82學年度協助台大、清大、陽明、元智，82-83學年度協助藝術學

院、成大、師大、東海、輔仁、中央，舉辦「大學通識教育研討會」，民國83年6月委託清大辦「第一屆大學通識教

育國際研討會」，民國84年2月24日舉辦「第一屆通識教育教師研習營」，民國84年4月15日舉辦「全國大學通識教

育學術研討會」，民國84年5月24日舉辦「第二屆大學通識教育國際研討會」等，並持續舉辦至今已將近十三年之

久。

    李遠哲先生於「第14次全國科技顧問會議」(民國82年9月)建議：大學應加強通識教育，其方法為：1.減少共同

必修科2.發展跨院系科目﹙尤其科技與人文交流﹚3.輔導成立通識專責單位4.鼓勵校長、院長教一、二年級通識，

以改善校園文化。接著於「第7次全國教育會議」(民國83年6月)，再次鼓勵大學推動通識教育，目的在1.促進人

文、社會、科技均衡發展2.落實課程革新，共同教育與通識課程應整體規畫；其建議如下：（1）促進人文、社會、

科技、文化的溝通。（2）發展全方位人格教育，培養健全的人。（3）加強歷史文化。（4）採核心課程–不同層次

課程，構成系列教學；不是零散科學知識的呈現。（5）類別及修習方式宜有彈性，尊重各院系的需求。（6）潛在

課程，包括：校園文化、治校理念、校園環境、教學與研究、行政文化、師生互動等。（7）一、二年級不分系，實

施通才教育。

民國84年2月教育部發表「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在＜邁向21世紀教育遠景－高等教育改革策略＞中指出：1.

減少部訂必修科，課程核心化，依據本身特色發展，加強不同領域選讀機會，促成科技整合。2.加強外語及國際

觀。3.部份類科一、二年級不分系，「提供學生更適性教育機會」。4.強化通識教育功能，設專責單位，以（1）統

觀知識的建構。（2）使人才具專業知﹙知識﹚、能﹙技能、能力﹚及寬廣的人生觀。5.規劃核心通識與彈性通識，

打破學系僵化區隔。

    由以上可知，教育部對通識教育的期許如下：1.統觀知識的建構，發展全方位人格教育，培養健全的人及寬廣

的人生觀。2.打破學系僵化區隔，實施通才教育，提供學生更適性教育之機會。促進人文、社會、科技、文化的溝

通與整合。3.規劃核心通識與彈性通識－核心課程指不同層次課程，構成系列教學。依據本身特色發展，加強不同

領域選讀機會。4.著重潛在課程－包括校園文化、治校理念、校園環境、教學與研究、行政文化、師生互動等。5.

使人才具專業知﹙知識﹚、能﹙技能、能力﹚、外語及國際觀。  

回顧一下通識教育的發展歷史，可知：從民國74年，教育部通令各大學開設通識選修課程；到民國84年，中華

民國通識教育學會成立，為國內推行通識教育的第一個十年。由民國84年到民國94年為國內推行通識教育的第二個

十年（也是「中華民國通識教育學會」推動通識教育的第一個十年），卻已經有「大學若沒有設置通識教育中心，

就不成其為大學」的局面；就國內故有的教育生態、教育環境與教育觀念來說，能做到這一步，是非常不容易的。

在進入推行通識教育第三個十年（94年-104年）的同時，通識教育學會爲因應全球化及網路時代的來臨，希望

連結全球華人地區關心通識的朋友，有一個彼此互通聲息的平台，進一步深化通識、紮根通識、推廣通識，而有

＜＜通識在線＞＞的創刊。這個思考與走向是正確的、具有理想性質的；若非具有知識份子的使命感、對社會及時

代的關懷，是不可能有如此的前瞻與遠見的。

但是，通識教育的推展是辛苦的：在專業化取向時代，它被認為是沒有用處的；通識教育的共識是難獲得的：

在專業需求當道、人文素質低落的時代，取得共識本身就不容易，何況是對於通識的共識；學生對通識教育的疏離

是存在的：因為我們的教育，仍重工具性質與就業取向，難以激發學生潛在的求知熱忱。然而，通識教育的推動是

必要的：因為它除了是一種彌補當代大學知識目的偏離軌道的「機制」外，還涉及一個「以人為主體」的教育內

容；這「空間」，「足以挽救時代的弊病」！期望在第三個十年裏，能夠通過通識教育，在恢復「人的主體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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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靈的自由度與健全度」上，跨出一大步。

　

按.本文取材於本人於民國90年及94年分發表的＜技職通識的基礎理念＞與＜通識在線創刊的時代意義＞二文，可以

統觀通識教育在國內推動的原因、過程、期許與發展階段，以及通識教育在時代不同階段的發展而有不同的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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