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需要怎样的通识教育

——复旦的探索与实践

任军锋

（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一、四十年来中国大学与社会（1980-）

 1980年代：“启蒙人文主义”（宪政/民主/自由/权利）

 1990年代：“市场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

 2000年代：“新传统主义”（儒学复兴/文明自觉）

 2010年代：“文明、国家与大学”（大学文教/通识教育）



二、新世纪中国大学文教面临的四大危机

新世纪中
国大学文
教面临的
危机

教学与科研出现结构性
断裂

教师与学生成为两条永
不相交的平行线

学术与行政之间精神性
紧张

本科教育沦为大学教
育神经的最末梢



三、通识教育的两大目标

狐狸（know less about more）vs. 
刺猬（know more about less）

道德的（moral）vs. 
智力的（intellectual）



四、“有根、有魂、有效”

 有根：从“移植”到“继承”

 有魂：文明意识、历史视野、科学精神、中国问题

 有效：从宏观架构到微观细节



五、五大书院功能定位

通识教育第二课堂（主题拓展/文化月/大师剧/服务学习）

文化育人生活园区（沙龙/论坛/餐叙/游艺/读书会）

学生自管教育平台（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自我教育）

师生共享公共空间（专职导师/兼职导师/校外导师）



六、七大模块核心课程（180门）

文史经典与文

化传承

文明对话与世

界视野

社会研究与当代

中国

哲学智慧与批判

性思维

科学探索与技术

创新

生态环境与生命

关怀

艺术创作与审

美体验



七、组建基本课程单元

文史经典
与

文化传承

诸子经典
经学传统
史学名著
古典诗文
传统白话文学
现代文史名著
现当代文学

哲学智慧
与

批判性思
维

形而上学与知识论问题

科学哲学与认知问题

政治哲学与社会问题

道德哲学与人生问题

艺术哲学与审美问题

宗教哲学与信仰问题

批判性思维与论证问题

文明对话
与

世界视野

古希腊罗马研究
犹太-基督教文明
现代西方文明
东亚文明
印度文明
西亚与伊斯兰文明
文明比较与对话
外国文学与文明

社会研究
与

当代中国

社会科学经典导读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政治与社会
经济与社会
法律与社会
传播与社会
文化与社会



大

纲

示

例

八、“以学为中心”：规范教学大纲



九、『复旦通识』在线课堂
序号 课程名称 院系 教师 职称

1 《春秋》导读 哲学学院郭晓东 教授

2 《论语》导读 哲学学院张汝伦 教授

3 《三国志》导读 中文系 戴燕 教授

4 《资治通鉴》导读 历史系 姜鹏 副教授

5 古典诗词导读 中文系 骆玉明 教授

6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选讲 中文系 段怀清 教授

7 中国当代小说选读 中文系 金理 副教授

8 《理想国》导读 哲学学院丁耘 教授

9 艺术哲学与审美问题 哲学学院王德峰 教授

10 西学经典･战争志 国务学院任军锋 教授

11 《共产党宣言》导读 哲学学院张双利 教授

12 人工智能，语言与心灵 哲学学院徐英瑾 教授

13 用经济学智慧解读中国 经济学院石磊 教授

14 人文的物理学 物理系 金晓峰 教授

15 身边的基因科学 生科院 卢大儒 教授等

16 中国戏曲･昆曲
江苏昆剧

院
张弘 一级编剧

全国661所高校97万人次修读

“用经济学智慧解读中国”课程近

18万人次修读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复旦通识』丛书：“读本系列”、“论丛系列”、“译介系列”

十、『复旦通识』丛书

《通识教育评论》复旦通识丛书



十一、“复旦通识-中国故事”游学课程

甘肃敦煌 山东曲阜

湖南岳麓书院

陕西西安



1、通识教育：新世纪中国大学乃至中华文教品质提升的关键环节

2、通识教育：不是大学教育的起步，而是大学教育的归宿

3、通识核心课程：专业课程的升级版而非通俗版

小结：通识教育三大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