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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1-08-02  信息来源： 中文系

2011年7月31日，由中国文化论坛、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合办的第五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在北京大学第二

教学楼105室举行。本次讲习班共录取来自全国各高校的230余位学员，北京大学副校长王恩哥，教务部部长方新

贵、副部长强世功，中国文化论坛理事长董秀玉，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甘阳，北京大学批评理论中心主任张旭

东，北京大学教务长办公室主任李祎，北京大学历史系阎步克教授，北京大学批评理论中心副主任、中文系党委书

记蒋朗朗等嘉宾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张旭东主持。 

 

第五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开幕式现场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恩哥代表北京大学为此次讲习班致开幕辞。王恩哥提纲挈领地陈述了他对通识教育的认识，

认为通识教育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推广良好的道德价值取向的途径。他表示，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么多踊跃

报名的学员非常高兴，北京大学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通识教育讲习班的工作。其后，著名学者甘阳教授致辞，他简短

地回顾了通识教育讲习班的历史，表示这项纯公益、非功利的讲习班在各高校和民间组织的支持下走到今天殊为不

易。甘阳总结了今年招生中体现出来的讲习班的新特色，如今年有许多高校的通识教育的推行者参与，可以进行校

际间的经验交流和总结，探讨如何在通识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引导学生参与小班讨论、认真阅读经典文本等在中国大

学生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张旭东教授在回应王恩哥和甘阳的讲话中提到，北大在推行通识教育的过程中有其他学校

无可比拟的优势，即优秀的师资和最好的学生，但是同时，在以元培计划为代表的通识教育实践过程中，依然需要

有制度性的改变和安排，才能解决目前通识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致辞结束后，全体嘉宾和学员在图书馆前合影

留念。 

合影后，开幕式继续进行，由来自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阎步克教授、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吴滔教授和清华大学法学



院的赵晓力教授分别作报告，展示他们自己在实际教学中如何推广通识教育的经验。阎步克教授在报告中展示了他

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在自身历史系的专业课程中，引导学生掌握历史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和认识问题、分析

历史事件，以改变学生的思考方式和思维模式。吴滔教授则以“传承与创新：双重编码课程的设置及其实践”为

题，将他在中山大学开设的历史地理课程作为双重编码课程，给历史系和非历史专业的同学开课的经验进行了陈

述，并且详细分析了不同专业同学在双重编码课程中的表现，从而展开了一系列目前通识教育在大学的实际推广中

遇到的问题，如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紧张关系、通识教育和大类招生的关系等。他认为应该走出“通识教育即是

对兴趣的补充”这样的观念误区，应当将院系的主干基础课设为通识课，一方面既保证了课程的质量，另一方面具

有操作的可能性和便利性。赵晓力教授则以“通识课中的听说读写四个能力的培养”为题进行报告，以他在清华大

学开设“桑德尔《正义》导修课”的经验为例，认为目前通识教育在大学中存在着选课、助教、师资、定位以及自

然学科的缺乏等问题，而学生真正需要的，则是通识课中真正经历从阅读文本、听课、小班讨论到提交作业的完整

过程，从而达到听说读写能力的全面提高。几位老师的经验之谈生动翔实而深刻，现场学员在互动环节的反馈也非

常踊跃，学员中的学生、老师、教务人员等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发问，无论是学生自己的期望和经验，还是教学中的

困惑、教务操作中的困境等，都提出了通识教育目前在推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可能途径。 

本届讲习班邀请甘阳、张旭东、陈来、吴飞、吴增定五位教授分别讲解中外经典，与授课配套的每晚的小班讨

论，是讲习班独有的教学模式。为期五天的讲习班共吸纳来自全国各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通识课教师

及教学管理者约两百多人参加，是一次推进与提升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的重要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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