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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特色化道路的探索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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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院校实施通识教育，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自由发展。本研究从高职教育的特征入手，论述了通

识教育与高职教育的高度契合，提出了高职院校要走通识教育发展的特色化道路，并从理念、途径和主要借鉴对象上

展现了高职院校实施通识教育的独特之处。此外，还简述了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在高职通识教育特色化道路上的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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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Reflection on Distinctive General Education Practi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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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 accept ideas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to promote students' overall

and free development. The thesis disserts hightly harmony between general education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perly, beginning

with feature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proposes tha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develop general education in a distinctive

way. Moreover, it indicates the uniqueness of general education practi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ideas, approaches and main

references. Besides, the thesis reviews the exploration on general education practice by Zhejiang Industry &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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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我国许多学者都在开展通识教育的相

关研究，越来越多的高校实施了通识教育。许多大

学在通识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829 年，美国博德学院教授帕卡德 （A.S.
Packard） 首先提出了“通识教育 （general educa⁃
tion）”的说法：“学院应该给青年一种 general edu⁃
cation，一种古典的、文学的和科学的，一种尽可

能综合的教学。”[1]对于通识教育的概念，学界虽然

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规范表述，但也不妨碍我们

从语言的角度去探究。这其中，education或是“教

育”的涵义是明确的，简要来说是指“按一定要求

培养人的工作，主要指学校培养人的工作。”[2]①由

于“通识”是由“general”转译而来，因此，熟悉

并理解“general”的英文诠释是把握“通识教育”

概念的关键。“general”和“通识教育”相关的主要

有两个解释：一为“影响所有或大多数的人、地点

或事物”，对应的汉语解释为“普遍的、总体的”；

二为“包含事物最重要的方面，但并不精确和详

细”，对应的汉语解释为“大体的、概括性的”。[3]②

从这两个解释出发，就高等教育而言，通识教育应

该面向所有大学生，并与传统“精确、详细”的专

业教育有所不同。复旦大学教授熊庆年进一步认

为：对于高校来说，通识教育不仅在知识掌握的广

博性方面要求学生，更要关注学生个人在人格、态

度、价值观等诸多方面的全面、自由发展。[4]

据此我们认为，所有的高校学生都应该接受通

识教育，而不管其所在的院校、专业如何，这里所

说的“高校”自然包括了高职院校。高职高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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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目标是“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

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5]，侧重于对职业技术技

能的学习、训练及实践，与普通文理院校或综合性

大学存在巨大差异。这要求高职院校在开展通识教

育的研究和实践中必须紧紧围绕“高职”二字，表

现出自身的独特风格，坚持走特色化道路。

一、高职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契合

高职教育简言之就是培养高等职业人才的教

育。它作为一种教育类型，以专科层次为主，是我

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高等教育来说，

通识教育则关注大学生在学识、能力甚至品格等方

面的全面协调发展。高职教育的属性、特征使得其

与通识教育存在高度的契合。

高职教育中的“高”、“职”二字很好地说明了

其各具特点又紧密结合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教

育层次上来说，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与

普高、职高、技校等相比，处于更高的等级和层

次。这要求学生拥有宽阔的视野，了解并掌握与个

人素养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

独立思考、提升探究和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发展

全面的人格素养。与其它类型的高等教育一样，高

职教育培养的学生首先必须也是高素质的、具有社

会责任感的公民，也就是优秀的“社会人”。显

然，这与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负责任

的人和公民”[6]40的终极目标不谋而合。

另一方面，从教育类型上来说，高职教育又属

于职业教育，在办学定位、培养目标以及专业设置

等诸多方面与传统的普通高等教育存在较大的差

异，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职业性”明显。这使

得学生更为关注自己将来所从事的职业。他们学习

与未来职业有关的专门知识并进行技术技能的实践

训练，以便将这些用于生产实践，成为优秀的“职

业人”。这样的“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学科

门类划分，侧重理论和基础的“专业教育”存在着

明显差别。

由上所述，高职教育兼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的双重属性。其培养的人才，既能在学识、能力和

品格等方面都要有全面地发展，还需要有较强地解

决实际问题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这就需要我们

在高职教育中并行发展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

当前，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众多高职院校

普遍存在职业教育功利化的倾向且有愈演愈烈之

势。不少师生单纯以经济眼光看待教育、看待人的

发展，处处强调实用主义，被知识、技能所异化，

从而成为“做事”的奴仆。通识教育则能有效地抑

制这种倾向，回归到注重培养学生学会“做人”之

上，使学生更为关注职业的内在价值，进而明确自

身职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我们认为，职业教育并非单纯的职业培训或训

练，高职院校也不是职业培训机构。因此，高职院

校应将通识教育置于重要的地位加以推动。通识教

育应该与职业教育互相配合。职业教育的灵魂需要

通识教育观来点亮。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职业教育

变成单纯功利化的职业培训，高职院校才是具有人

文传统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二、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特色体现

高职院校进行通识教育的改革实践必须要有自

己的特色。这集中体现在两点之上：一是“高职

化”，高职院校的通识教育实践必须要适应高等职

业教育的需求和发展，不能简单套用普通文理学院

和综合性大学的做法；二是“校本化”，高职院校

进行通识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必须基于学校各自差

异化的办学理念，紧密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因地制

宜、因校制宜。我们认为，要实现这两点，必须要

以极大的勇气大胆打破藩篱、进行全面革新才有

可能。

对于通识教育改革，高职院校应有一个整体的

规划和布局，通过特定的路径去实施，以期达到预

定的目标与效果。从学生的需要出发，与职业教育

相结合是一条总的思路。学界早以阐明，通识教育

与专业教育能够相容相合：通识教育可以补充和拓

宽专业教育，专业教育则通过价值导引达成通识教

育的目的。[4]我们认为，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

系也大体类似。因此，职业素质养成、职业生涯规

划、就业指导等项成为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研究和实

践的应有之义。其中，职业素质养成包含的职业知

识结构大致包括了人文、科技的基础知识和素养以

及与职业直接相关的知识和素养等三项。高职院校

在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和开发时，宜先从这三方面入

手，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化。另外，适合高职院校

的通识教育课程还必须贴近生活，教学内容学生喜

闻乐见，教学方式多样，以激发起学生的兴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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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推进通识教育的高等院校来说，“主要的问题不

是去发现适于这些聪明的年轻人的正确的通识教

育，而是提供适合于那些不太有天分的学生的正确

的通识教育”。[6]74从这一点上来说，高职院校推行

通识教育的难度甚至比普通高等院校还要大。在这

样的情况下，“通识课程必须避免两个极端，既不

能居高临下地面对学生，又不能太抽象深奥，它必

须充满热情地、不断地用感性的素材（例如电影、

演唱、戏剧）直接吸引学生，感染他们的思想。当

然，绝不能忽略阅读和讨论。”[6]75

现今，通识教育改革在我国普通文理学院和综

合性大学中方兴未艾，取得了很多成绩。许多重点

大学都已经或接近完成了对通识教育的“中国

化”、“校本化”改造。但对于众多的高职院校来

说，它却还是起步不久。许多高职院校所谓的“通

识教育改革”，仅仅是套用某个或某几个国内重点

大学的做法而已，连学习外国高校都谈不上。借鉴

他人的先进经验无可厚非，但借鉴并非盲目照搬。

如何在借鉴的基础上实现通识教育的“高职化”、

“校本化”，是一个亟待我国高职院校解决的现实

问题。

“通识教育”之说发端于美国。二战之后，《哈

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发表，美国大学中的通识教育

改革渐成风潮，并在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影响到中

国。许多重点大学率先接触，在学习、借鉴美国一

些著名高校的基础上开展通识教育的研究和实践。

浙江大学通识教育改革中形成的“核心课程＋自由

选修”模式就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的影

子，中山大学推行的“经典研读”方式则能在美国

芝加哥大学、圣约翰学院找到源头，复旦大学引以

为傲的通识教育“住宿式书院”与美国圣克鲁兹加

州大学的做法也是大同小异。虽说如此，这些学校

都结合中国实际和本校特色，各取所需，各自找到

了发展通识教育的特色化道路。

无疑，高职院校推行通识教育改革也需借鉴他

人的成功经验。现阶段，这样的经验主要来自三个

方面：一是美国一些著名高校的理念和做法，二是

我国一些重点大学对于通识教育的“中国化”、“校

本化”改造，三是美国社区学院（早期称初级学

院）和我国台湾地区技职院校的措施。

其中，高职院校应该重点研究和借鉴第三项。

由于在办学理念、培养目标、师资构成、学生水平

等方面存在差异，高职院校的通识教育改革很难采

用普通文理学院或综合性大学的某些具体做法，比

如经典研读。另外，高职院校的通识教育也并非是

那些著名高校通识课程的初级化和简单化，单靠降

低难度和减少课时就能成功。高职院校的通识教育

也必须经过全新设计和构建，才能适应高职教育的

需要。因此，与高职院校存在许多相同点的美国社

区学院和台湾地区的技职院校的理念和措施理应成

为推行通识教育改革的关注重点。在充分借鉴的基

础上，高职院校再结合自身实际寻求一定的创新，

力争开创通识教育的特色化道路。

三、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特色化道路的

探索

前文已述，对于高职院校来说，通识教育和职

业教育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通识教育注重提升高

职学生在人文、科学等方面的综合素养，从而促进

学生的全面、自由发展。

近年来，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学

校）开展了通识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在探索过程中，学校注重前期研究与教学实

践相结合，遵循“研究—尝试—再研究—再尝试”

的做法，力图找到一条贴近学生、适合本校的高职

通识教育发展之路。

学校组建了“高职通识教育研究院”（以下简

称研究院），统筹规划本校的通识课程，协调全校

的通识教育改革实践，同时承担一定的通识教育课

程评价和教师培训的功能。在研究院架构之下，设

立“人与人文”、“科学与技术”和“职业与素质”

三个教研中心，由专人负责进行大学科下的模块化

研究和教学实践。这样做是为了推动通识教育的整

体发展，在通识教育的诸课程和模块之间形成“结

构的整体性”。

各教研中心努力构建适合高职实际、独立且结

构均衡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并交于研究院进行深

入讨论。本着“少而精、重实效”的原则，学校先

开设了“人与人文”、“科学与技术”和“职业与素

质”三门核心课程，选定个别专业进行试点，待时

机成熟，各教研中心组织开展选修课程的研发和教

学实践。这样做避免了一哄而起，课程总数迅速增

加，重数量轻质量，通识教育课程“杂、散、乱”

的弊端。例如，“人与人文”教研中心在大学科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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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建立了“文学与经典”、“历史与文化”、“哲学与

社会”以及“艺术与鉴赏”四个类别，规定了各类

别在核心课程中的比重。学校地处沿海，大多数学

生也来源于沿海地区，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教研

中心在“历史与文化”门类设置了“海洋文化与海

上丝绸之路”，在“艺术与鉴赏”门类设置了“瓯

绣与瓯塑”等学生颇感兴趣的模块。鉴于高职教育

学制较短，学生技能学习和训练任务重的现实，学

校先尝试这三门核心课程作为公选课，并明确了修

习这些课程所获得的学分。到了一定阶段，这些核

心课程将转为必修课，同时开设适量的通识选修课

供学生自主选择。

高职院校受制于以往过分注重专业技能学习和

训练造成的后果，从事通识教育的师资力量相对匮

乏。许多教师知识结构单一、学术视野偏窄，并不

具备跨领域、跨文化的教学科研能力。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学校采取了外部引进，内部挖潜等许多办

法。除去引进从事通识教育教学研究的专职人员以

外，学校还在内部挖掘潜力，建立通识教育改革的

激励机制，聘请了校内外一些在该领域有所建树的

专家、学者担任兼职研究员，承担学校通识教育的

部分研究和教学工作。这些只是一些初步的尝试，

学校的目标是通过一系列举措，最终建立起具备一

定素质的，并且对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有着良好

理解与热情的教学与研究队伍。

通识教育对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作用不言

而喻。由于高职院校以往过于注重职业教育、轻视

甚至忽视通识教育的做法，对其来说，大力发展通

识教育，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显得极为迫

切。高职院校只要转变思维、大胆探索，就必定能

够找到适合本校的高职通识教育特色化道路。

注释：

① 英文解释与中文类似：“一个教、练、学的过程，尤指在中小学或大学，用来提高学识、发展能力。”详见霍恩比等.牛津

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 [K].商务印书馆，2004:544。
② 现今通行的其它英英词典的解释与《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类似，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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