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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的知識，我個人的理解，既包含了深度，也包含了廣度，要有對

周遭環境自然的探索熱誠、也要有深度的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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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亦能撼動人心

　　淡江大學對很多位同學來說，是人生中成長很精華的一段。我很高

興在這個過程，陪伴同學成長已經有17年。在過去三年的課程中，我共

教授31門課程，有23%為研究所課程，有77％為大學部課程。這些大學

部課程，主要都集中在通識教育的未來學門課程，及少部分的社會分析

學門課程。這些歷程，稱呼我為一個「大學通識教師」，可能也不為過

。淡江大學對很多位同學來說，是人生中成長很精華的一段。我很高興

在這個過程，陪伴同學成長已經有17年。在過去三年的課程中，我共教

授31門課程，有23%為研究所課程，有77％為大學部課程。這些大學部

課程，主要都集中在通識教育的未來學門課程，及少部分的社會分析學

門課程。這些歷程，稱呼我為一個「大學通識教師」，可能也不為過。

　　但在台灣，我們對通識教育的重要性，常有很多元的看法。在我在

自己唸大學的時候，大學通識教育的課程，對我們很多當時同學而言，

常以為它是「營養學分」，所以習慣給高分，接近滿分的往往是最熱門

的老師。通識課程也常被當作是次於系上專業的，非屬自己該投入相當

多時間認真學習的課程，或者是，填補系上必修、選修課時段後，剩餘

時間所上的「其他課程」。這些意象，幾乎填滿我大學時期對大學通識

課程的想像。  

　　這些意象，直到我到海外求學，到歐洲的大學念博士階段時，才完

全顛覆我原來的想法。在德國念書的過程，我才發覺，我獲得很多的專

業知識，有不少是來自學校提供的通識教育課程；可以感動、撼動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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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相長，相互成就

的，很多是通識教育提供的演講，可以把很深奧的哲學、社會科學議題

講得很淺顯明白的，也是在通識教育中。

　　耐心與同理心在教學的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經由不斷的分析與討

論，了解學生學習時的困境、陪伴學生找出解決方案及協助學生精進所

學，是我一貫的教學理念。教學不僅是職業，更是志業。教學是靈活的

、豐富的，如何在教學中找到當老師的樂趣，是一直以來的自我期許。

「教」與「學」不僅是教學，更是教導自己與學習經驗，在教學的過程

中看到學生的蛻變，也看見了自己的轉變，我想這就是所謂的教學相長

吧！

專業課程提升深度，通識課程提升廣度

　　大學畢業之後，我們會問，我們在大學時期學到什麼專業（力）？

我們取得專業力的組成，一方面在於大學時期習得一些比別人更懂的技

術力、更熟練操作能力，一個別人沒有擁有的專業證照，但另一方面也

在於我們學習了可以跟不同知識背景的人更佳的溝通，可以跟不同的學

科的人一起共同合作，也可以運用更多元的觀點去關照我們周遭的人、

其他的社會，以及我們自己。後面提到的這些「溝通」技巧、「合作」

能力、「多元觀點」、「自我與他人」的關照與學習，其實都是我們在

通識教育課程，可以取得的「專業力」。  

　　所以囉，不要再小看「通識教育的重要性」了。你/妳在大學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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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的，是去選擇適合你自己的通識教育課程與授課的教師。知識如果

專業到只有深度，沒有廣度與寬度，那很多時候只能是屬於少數菁英的

專有知識。大學的知識，我個人的理解，既包含了深度，也包含了廣度

，要有對周遭環境自然的探索熱誠、也要有深度的人文關懷。既然來到

大學，我們就應該放大自己心胸，把大學當「大」學唸。在我多次教授

的「社會未來」課程最後，我都衷心期待，經歷18週的洗禮，同學可以

透過多元議題的課程設計，看到不同國族/族群間的關係、不同性別間的

關係、不同階級間的關係，以及不同世代間的關係。這一個世代的你/妳

們，將是一群引領你所屬社會前進的進步公民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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