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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高职通识教育的现状，以选修课程为突破点，从三个层面递进展开调查：现行选修课程和公共基础

课占总课程的比重；现行选修课程的学情；开设选修课教师典型访谈。结论是：现行选修课程和基础课程比重明显偏

小，学生对现有公选课学习满意，九成教师赞同在高职开展通识教育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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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this investigation has been executed

with selective course as its breading point on three aspects: the current selective course and the proportion of public basic course in to-

tal course, the knowledge of students for current selective course, and making interviews of selective course teachers. In conclusion,

the proportion of selective course and basic course are obviously small; students are satisfied with public selective course; over 90% of

teachers agree with executing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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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通识教育

作为高等教育不可缺或的组成部分，与专业教育一

起共同承担着培养高素质现代公民的重要责任 [1]。

就其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

是所有大学生都应该接受的非专业教育；就目的而

言，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有社

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

就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

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 [2]。

其主旨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能力和习

惯。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越

来越多的学校正在或拟将进行通识教育。浙江工贸

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工贸学院）牵头于 2014

年春成立了温州市通识教育研究院，正式启动通识

教育实践研究。

一、通识教育外延的理解

早在 1978 年，哈佛大学公布的公共基础课方

案，规定大学生在一年级学习文学和艺术、历史、社

会和哲学分析、外语和文化、数学和科学五个学术领

域的课程；二年级用来学习其它领域的选修课[3]。现

在，哈佛用全面课程教育（Approach）来代替通识

教育（General Education），哈佛的全面教育共分 8
个方面，包括美学与诠释、文化和信仰、经验的推

理、伦理、生命系统科学、物理世界科学、世界各

社会、世界中的美国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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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台湾成立“大学共同科目规划研究专

案小组”，提出《关于大学通识教育及共同科目之

综合建议》，发布大学通识教育选修科目实施要

点，要求所有高校在文学与艺术、历史与文化、社

会与哲学、数学与逻辑、物理科学、生命科学、应

用科学与技术等 7 大学术范畴内开设各种选修科

目，共计4 至6 学分的通识教育课程[5]。时至今日，

台湾近160所高等教育学府（包括技职院校），都开

设了通识教育课程，学生普遍被要求修习 30 学分

左右的通识课程（各校规定不一） [6]。

按照国际上目前对通识教育外延的阐述，比如

上面提及的台湾和哈佛为例，通识教育课程往往是

指选修科目。为此，可以以选修课程为突破点，开

展对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

本综合调查分三部分，层层递进：第一，以工

贸学院为例，目前通识类课程（公共基础课+选修

课程）占全部课程学时、学分的比重怎样？第二，

已开设的选修课的学情调查，包含学生分布、选课

原因和学习效果等怎样？第三，对学生评价优秀的

选修课老师进行典型访谈，包含教师对开设该门课

程的初衷及教学效果的自评怎样？该门课与通识教

育的关系如何？

通过调查，以期综合掌握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

现状，发现问题与不足，提出新设想与建议，为下

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必要坚实之基础。

二、通识教育调查统计分析

（一）选修课程占全部课程的比重调查

针对工贸学院9个分院(系)采用典型调查 ,结果

显示:
公共基础课+公共选修课的平均课时为 547 学

时，学分为 27 分。平均占总学时和总学分的

19.4%、24.2%，接近1/5和1/4。
从整体来看，公共基础课+公共选修课的课时

数均方差为 45.4，表明各数字之间分散程度较大，

有明显的区别；学分的均方差为2.7，差别较小。

公共基础课+公共选修课的课时最多的是 626
学时，其所占总学时的比重也最大，为 22.6%；公

共基础课+公共选修课的课时最少的是 498 学时，

所占比重也最小，为18.2%。

公共基础课+公共选修课的学分最多的是 37
分，占总学分的比重为 26.8%；学分比重最大的是

28%；学分最少的是27 分。

（二）已开设选修课的学情调查

针对 2014 年春季上公选课班级和学生,采用分

层 (每班随机抽取同样多样本)调查。共发放问卷

500 份，收回 500 份，有效 499 份，有效率 99.8%。

除去基本信息外，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1.多选题。关于学生选课原因的调查，如当问

及“你选择这门课程的原因是？”（多选）。有258人

选“喜欢这课”，占比51.7%；有182人选“听说有

意思”，占比 36.5%；有 57 人选“觉得与专业有

关”，占比 11.4%；只有 12人认为“觉得能提高做

人的素质”，占比2.4%；有79位学生选“随身边同

学一起报名”，占比 15.8%。“听说好弄学分”和

“喜欢该任课老师”无人问津，具体参见图1。

2.单选题。主要调查上课后学生的反馈意见。

分别从：对选择该门课意义大小；兴趣变化强弱；

对人的思想品德形成的相关程度；影响思维方式改

变的程度；对学会做人的帮助度；对专业知识学习

的促进度；对做事的选择能力培养力度；对事物的

判断能力提高程度；对身体健康的促进度；后期感

觉好坏程度；对上课老师的整体感觉；接下来向学

弟学妹推荐该门课的力度。

单选的 12 个问题，采用五级里克特 （Likert）
量表法，从最好至最差分五个等级，相应级别用字

母A，B，C，D，E表示。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3.学情统计分析。

（1） 学生选择选修课的主要原因是喜欢

（57.1%），其次是听说有意义（36.5%）。

（2） 目前开设的选修课对学生而言是有意义

的。因为 60.5%的人感觉有用或非常有用；71.2%
的人兴趣更浓或兴趣加强了。

图1 选课原因统计柱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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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问题3～9结果分析，选修课能增进学

生的学习兴趣、对专业课学习有促进作用、影响人

的思想品德、能改变人的思维方式、能帮助学会做

人、能提高选择能力和判断能力、能促进身体

健康。

（4）通过问题10～12结果分析，学生对选修课

是认同的、对课任老师是满意的。由于学生自己选

课，所以学生对上课反映较差或很差的比例都非常

小（最大不过3%）。

（三）教师典型访谈

利用近一个月的时间对学生评价优秀的选修课

教师或管理人员进行了专题访问。现把教师对已开

设选修课程和拟开展的通识教育两方面的认识意

见，整理如下：

1.对部分开设选修课的认识

（1） 开设 《书法》，对高职生而言为时并不

晚。第一，学习不是阶段性的，而是连续的。第

二，书法是国粹，是中国公民基本素质之一。第

三，练习书法，能让浮躁的心理得以宁静。

（2） 开设《影视艺术欣赏》可以开阔学生视

野，让学生了解世界风土人情；学会待人处事、学

会礼仪。

（3）学会美仑美奂《瓯绣》手艺，能传承这一

非物质遗传，意义重大。懂这一技术的人越来越

少，工贸学院开设这一研究，对社会的贡献是功不

可没的。同时，学生选修这门课，对培养其耐心细

致的工作习惯，坚忍不拔的意力，提升其艺术修养

和审美情趣都将有明显的意义。

（4）《瓯塑》是温州鹿城区特有文化遗产。开

设这门选修课，能培养学生耐心、细致的优良品

质，锲而不舍的毅力，提升空间感和立体美学鉴赏

能力，艺术再创造能力，培养责任心和社会服务

意识。

（5）开设《军事理论教育》，不仅仅是个人爱

好，而是总参和教育部联合之规定。对军校毕业的

“我”，深感大学生开展军训的重要性。对新生要进

行体能训练外，还应有一定军事理论学习（教材已

指定），含国防、军事策略、军事科技、现代战争

等。开设这门课，能培养学生的国防意识、危机意

识；团队协作意识；耐挫心理能力；可以强身健

体，强化纪律性，对学风校风建设都有很大益处。

（6）商场如战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就业竞

争环境下，让大学生在校学点《孙子兵法》和军事

策略，对学生就业有帮助。同时，作为国学内容之

一，学习是承继的前提，是国人的义务；很多外国

人都在学《孙子兵法》，何况我们是创始者的后

人。把《孙子兵法》开成通识课程，能培养学生的

竞争意识，优化思想，成本等理念。

（7）开展国学教育，通过几年的摸索，轻工系

已经形成较完整理论体系。学习国学的形式有：同

学读书会，周末人文影坛，公选课《礼仪修养》

等。“理论+实践”模式，理论就是上课；实践有：

“文明使者”志愿队行动，践行礼貌用语，垂成礼

仪规范。奖励措施：期末评“礼仪班级”、“礼仪标

兵”。

（8）推崇国学也是电子系特色文化。师生边学

边做：开展“相约论语 100”、拔河、摄影等活动，

让学生感受礼乐带来的快乐和思想熏陶。把学习效

果与智育挂钩。

2.对通识教育的初步认识

（1）高职开设通识教育必要性认识。通识教育

对任何阶段的学生都有必要。小学、中学、大学，

都有必要开设通识教育课程，也可以叫素质教育。

高职生也不离外，就目前状况，高职生更应开设通

识教育课。比如有企业的领导说，现在的大学生专

业技术基本没有问题，但某些素质的确不敢恭维。

毕业的大学生，有的纪律性太差，上班经常迟到；

请假条写得不像样子；不善于与别人沟通。这些都

是素质缺乏表现。所以，高职生在学好技能的同

时，还要学好通识教育课程。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A
30.5
29.5
30.3
32.7
29.9
33.5
33.3
35.5
42.5

245.3
84.0
64.3

B
30.1
41.7
52.1
48.3
45.7
46.3
37.7
41.5
38.7
32.7
16.0
35.7

C
37.7
27.1
15.6
16.4
22.2
18.4
26.1
21.4
16.4
20.2

0
0

D
1.8
1.8
2

2.6
2.2
1.8
3

1.6
2.4
1.8
0
0

E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00

表1 问题4～15五级量表统计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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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通识教育内容和课型认识。第一，要进

行传统文化教育，可以补充《弟子规》。宗教文化

有别于迷信，有条件时可以请大师来讲 《儒释

道》。第二，可以学习《外国文学》，观看经典外国

电影，培养绅士风度。第三，建议图书馆大量购置

图书（含电子书），加强网络开放与管理，通过网

络，向学生进行通识课程教学。比如，针对国学，

让学生通过网络或上图书馆自学后，写出论文或调

查报告，以检测其学习效果。

（3）对通识教育目的的认识。无论开设什么课

程，主要是培养大学生的“家国意识，人情世

故”。具体说就是要有对家庭负责、热爱祖国的意

识，在社会上要善于待人处事，注重人与人之间的

情感交流和社交礼仪。情商很重要，在注重智商培

养的同时，不能忽略情商的培养。

（4）开设通识教育及时性认识。对通识教育，

做比不做强，早做比迟做强；强烈建议开设通识教

育课程，并踊跃支持，积极参与。

三、调查综合结论

第一，通识教育课程比重偏低。若把“公共基

础课+公共选修课”当作通识教育课程，以2013 年

为例，工贸学院通识教育课程比重为 18.2%～

22.6%。多方比较不难发现：

与美国相比，美国通识教育课程占 40%～

50%，工贸学院通识教育课程比重，显然偏低。

与台湾相比，通识教育课程占 22%～37%，工

贸学院通识课程比重最大值才接近台湾的最小值。

与国内本科院校相比，本科通识教育课程一般

占 38%～49%，显然工贸学院的通识教育课程比重

偏低。

与温州通识教育研究院要求相比，要求达到

25%～33%，显然还存在一定差距。

第二，课程结构不尽合理。目前的公共基础课

程主要涵盖10 门课，9 个专业中有8 个专业都开设

了这 10 门课。课程主要是政治思想、创业就业、

计算机、英语能力和体育技能类，而对学生人文素

质、科学素养的培养比较弱化。

第三，学生对自主选择的2 门选修课程和任课

教师很满意。成功开设公选课对通识教育课程建设

有良好的启示：通识内容要选择学生感兴趣的；通

识教育成功的关键在于师资队伍建设；而由上课教

师亲手编写教材（讲义）是通识教育的核心工作。

第四，近九成的教师认为通识教育很有必要，

过半数教师表示积极支持并乐意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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