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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访谈
·

编者按 在这里
,

我们推荐杨鹏远博士时香港中文 大 学的访谈 录
。

香港中文 大学以
“

博文约 礼
” 、

德智并

重通识 才 教育的
“

中大模式
”

著称
。

她以德智兼备为教育方针
,

强调 人文教育与 专业教 育并重
,

兼收并蓄

古今
、

中西文化
,

主张学术 自由发展
,

主张全人教育而非专家培训
。

这些教育理念
,

对我们广 大 师生
,

尤其教

育管理者是一 个很好启迪
,

一 个有益的借鉴
,

他山之石可 以 攻玉
。

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模式访谈

杨鹏远
,

苟耀诚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

上海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走进香港中文大学
,

令人感受最深的是校 园深

厚的人 文底蕴
。

成立于 年
、

占地面积最大的香

港中文大学
,

不仅 以雄厚 的师资
、

科教力量闻名
,

更

以其
“

博文约礼
” 、

德智并重通识教育的
“

中大模式
”

著称
。

通识教育
 ,

有人也称之为通

才教育
,

在香港有人称之为博雅教育
,

作为一种教育

理念
,

起源于古希腊 的自由人教育
。

现代意义上的

通识教育是由 年美国哈佛大学《自由社会中的

通识教育》这一报告提出的
,

报告提 出通识教 育的

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
,

报告认 为通识教育课程应该

包括人文学科
、

社会科学
、

自然科学三大领域 通识

教育并不局限于大学教育
,

而是着眼于整个社会
,

培

养健全完整的公民
。

香港 中文大学历来十分重视通识教育
,

是在香

港高校中开设通识教育最早且又较为成功的典型
,

并形成了
“

中大模式
” 。

中大以 德智并重作为教 育

方针
,

故以
“

博文约礼
”

为校训
。

其办学方向及办学

精神是重视通才培养
,

强调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并

重
,

力图沟通古今及东西文化
,

采取吸收
、

融化
、

溶合

的态度
,

主张学术的 自由发展
,

不断开拓向前
。

不久

前
,

本人有幸走访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部
,

就通识

教育的
“

中大模式
”

进行了访谈
。

大学教育的通识理念

年 月
,

中大校长委任杨纲凯 教授为
“

通

识教育课程检讨委员会
”

主席
,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
,

委员会近期作出检讨报告
,

就大学通识教育提 出了

新的理念和方 向
。

报告指出
, “

通识教育乃本 科课

程重要的一环
,

其 旨在培养学生作为知识分子
,

具备

作者简 介 杨鹏 远
一 ,

男
,

博 士
,

讲 师   

下, 雷

思维能力和志向
,

以理解人类及现代社会所关心的

问题
。

通识教育注重全人教育
,

而非专家培训
。 ”

报

告又指出通识教育的 目标在引导学生
“

拓展广阔的

知识视野
,

认识不同学科的理念和价值 提升对人类

共同关心问题的触觉 建立判断力及价值观 理解不

同学科之间的关系和融会发展 的可能
,

以及发掘终

生学习 的潜力
。 ”

为此
,

杨纲凯教授就三个方面对大

学教育的通识理念进行了淦释
。

通识注重全人教育 杨纲凯教授解释
, “

通识教

育是大学本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

大学教育的理

想要求学生学习专门化的知识
,

朝向学术的深度发

展 另外一方面
,

我们亦培养学生建立作为公民
、

作

为知识分子对人文社会应有的关怀
,

及对现代科技

社会应有的了解
。

在大学课程设计 中
,

前者由主修

课程负责
,

后者则透过通识教育达成
。

故此可以说
,

通识教育是一个完整的大学教育 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
。 ”

从前学生课外阅读较广
,

但是现在的中学教育

偏重于课程内的知识
,

学生亦不太主动去阅读课外

书籍
。

故此学生进人大学后
,

借通识 教育扩展视野

十分重要
。 “

通识教育课程要做到的除了是认识不

同学科的知识外
,

更重要的是理解其他学科关心的

问题及其思考模式
。

例如一个文科学生修读一个科

学的通识科
,

重点不在于他学到多少科学知识
,

而在

于知道什么是科学方法和态度
、

科学家是怎样求真

的
。

如果这个同学在 以后的岁月里会多读一些有关

的书籍
,

培养 了这方 面的兴趣和能力
,

就 已经成功

了
。 ”

作为知识份子应有 的知识和关怀
“

一个大学

生对社会
、

历史
、

文化
、

思想
、

环境和 自然科学等方面

必需有基本的认识
。

世界上不 同文化间的差异
、

中

国和西方思潮的不同发展
,

或重要的历史进程
,

都是

作为知识分子必须认识的范围
。

这些知识
,

无论课

程有没有提供
,

学生也应该 自己去争取学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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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 同学都会顾虑成绩或往后工作出路问题
,

在计划 自己的学习 时对通识教 育未 必会 足够的重

视
。

杨教授指出
,

盲 目追求高分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

“

分数固然反映 了在某一学科 内你学 了多少
,

但要

获取高分却有很多方法
,

例如花几个通宵去应付考

试
。

但这样并不等于吸收 了知识
。

而且
,

在求职方

面
,

从我参与过一些招聘活动的经验来看
,

对雇主来

说
,

只要成绩不错
,

那一级的成绩并不重要
,

还是要

看其他方 面的能力
。

例如语文
、

知识 面
、

谈吐
、

沟通

能力等
。 ”

因此
,

盲 目追求分数 是没有必要的
,

同学

们反而应多考虑更全面的发展 自我
,

学 习 自己没有

接触过的知识
。

杨教授分享 自己在美国加州理工学

院的读书经验
,

他曾经因为必修的基础物理课和渴

望修读的哲学课上课时间冲突而踌躇不已
。

最后希

望去听哲学课
,

时间冲突的物理课则 缺席
。

重视通识是世界潮流 杨纲凯教授指出
,

世界

各地的大学对于通识教育模式其实越来越重视
,

例

如不少大学通过设立求博修读要求
 

,

规定学生必须修读 不同学术范畴的科 目
,

亦

有些大学通过减少必修的主修课程
,

去让 同学有更

多空间修读不同学科
。 “

很多学系开始意识到
,

学

科 内的内容是永远学不完 的
,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

会如何学习
 。

在美国
,

由于能够

进入研究院深造的人数较多
,

专门的训练很大部分

在研究院 内进行
,

大学本科 教育 则更 着重通识 教

育
。 ”

大学通识教育的课程改革

当前香港 中文大学的通识课程改革
,

将所有通

识科 目归纳为 个选修范围 文化传承 自然
、

科技

与环境 社会与文化 自我与人文
, 一 年度

或以后人学的本科生需在每个选修范围内最少选修

一科
。

究竟这 个范围是如何制定的 大学通识教

育部主任张灿辉教授对新课程设计背后的理念和需

要考虑的问题进行了讲解
。

课程设计的广博性 要设计一个课程
,

首先要

弄清该课程的教学理念及其在整体教育中的角色
。

张灿辉教授指出
, “

一个通识科 目的内容不纯粹是

出于一个专科的关怀
,

而是毛 义
,

对一

个学术世界
,

对 整个知识 领域负 责任
。 ”

张教授认

为
,

纵观现实中大的通识教育课程
,

某种程度上已经

做到
“

来 自各方的人一起参与学习
”

的理想 每年开

设 多门题材广泛的通识科 目
,

课程由 个学 院

个学系共同参与
,

供来 自不同学系的学生一起修

读
。

“

现时的大学教育偏重各 门各科 的专业训 练
,

由书院及大学通识课程提供的通识教育
,

能让完整

的大学精神再次体现
。 ”

从这方面看
,

中大的确是较

其他院校做得全面
。

“
四范围

”

的设计理念 除主修的学科 以外
,

中

文大学的毕业生在面对人生
、

面对社会
、

面对世界时

需要怎样的基本识见呢 个范围的设计便是对这

个问题的回应

新课程的第一范围是
“

文化传承
” “

融会中西

文化
,

贯通古今学术是 中大立校的宗 旨
。

大学认 为

学生必须对中国文化有一全面广 阔的认识
,

所以在

新的大学通识 课程 中
,

仍然保 留过去 中国文 明范

围
。 ”

张教授指出
,

通识教育希望反省一个人应如何

理解 自己的存在
,

而这问题的其中一个重要向度是

理解 自己的文化承传
。 “

毕竟一个人对 自己的文化

不论是赞同还是批判
,

首先要 了解身处那个社会的

文化到底是什么
。 ”

“

除了中国文化以 外
,

一个现代人必须要有基

本认识的包括三大范畴的知识 第一
、

自然
、

科技与

环境 一 人与 自然
、

环境与科技的关系是 世纪所有

人皆不能逃避的问题 第二
、

社会与文化 一
大学生

对社会政治的参 与
、

对文化的理解
、

对历史的洞悉
,

是很重要的 第三
、

自我与人文
,

即反省人与 自己 的

关系
。

人文学科对人的自由和自我认识的反省是大

家应该知道的
。

对这些问题有基本的理解
,

才能进

而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有所启发
。 ”

这四个范围并非 以学科分类
,

而是以智性开怀

为原则
,

所以 不论那一个范围
,

不同学系都可能参

与
。

这与从前科 目与学生选课规定皆以学系为准则

有所不同
。

张教授说
,

新课程鼓励学系开办通识课

程时不单纯以本科教学 目的出发
,

而能考虑与这些

知识领域接连上关系
,

强调跨学科的知识追求
。

张教授强调
, “

在这次课程设计上
,

我们一方面

考虑与中文大学的传统接轨
,

另一方面亦要反映大

学的整体使命
。

一所大学的理念
,

往往能从通识教

育中反映出来
,

因此我们亦须致力使我们的通识教

育能反映中文大学的办学理念
。 ”

中大通识教育模式的启示

世纪 年代中期以来
,

我 国高等教育界纷

纷开始 了文化素质教育改革
,

从不同程度体现 出我

国通识教育的哲学观
。

许多大学纷纷开设丰富多样

的选修课程
,

涉及数学与 自然科学类
、

人文科学类
、

社会科学类
、

思 想政 治类
、

计算机类
、

语 言类
、

艺术

类
、

体育卫生类
、

基本技能等
,

其中还有跨学科课程

通识教育的形式也是多样化
,

例如第二军医大学在

选修课 以外还开设讲座
、

课外阅读引导
、

知识竞赛
、



   龟   !

社会实践等
。

但当前我国的通识教育体制也存在一

些问题
,

如存在文化素质教育选修课的种类分布存

在不合理的现象
,

通识教育课程的内容过于偏向应

用型和专业化
,

课程领域的划分普遍缺乏 明确的标

准等
。

中文大学展开的通识教育是相 当成功的
,

这

已成为教育界的共识
。

据专业教育网络一项大学排

名榜的调查显示
,

香港 所大专院校中
,

中文大学一

直被评为最佳学生品格大学
。

中文大学成功系统的

通识教育设计理念
,

给我们带来对通识教育新的启

示
。

高校教育不仅要做好课程的建设工作
,

还要营

造一个 良好的通识教育氛围
,

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

素质
,

使他们获得全面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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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不 良反应 个案报告

静脉输注氨乙异硫腮致呕吐 例

章玉珍 浙江省新昌县人民医院
,

浙江 新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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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乙异硫脉
,

商品名为 乙胺硫脉
,

主要适用

于创伤性或血管性 昏迷及神经性功能缺乏综合症
、

肺性脑病
。

该药物使用说明书中无呕吐腹泻等不良

反应
,

但在临床使用中
,

出现了呕吐等不 良反应
,

现

报道如下
。

病例介绍

例
,

女
,

岁
。

诊断为高血压病
、

冠心病
、

心功

能 级
。

无 胃病史及药物过敏史
,

食欲及进食正常
。

第 天输注本品 氨乙异硫脉 加入 葡萄糖

注射液 中静滴
,

一 日一次 即将完毕时开始

呕吐
,

共呕吐 次
,

呕吐物为胃酸样物 因时间在下

午 时许
,

生命体征无明显变化
。

首先考虑为 胃

肠道淤血引起
,

未作处理呕吐止
。

第 天继续输注
,

又在输注即将完毕时
,

出现同样的呕吐症状
,

故考虑

为药物不良反应
。

第 天停用该药物
,

未 出现呕吐

症状
,

住院 后好转出院
。

例
,

男
,

岁
。

诊断为脑梗死
、

左面神经炎
、

型糖尿病
、

冠心病
、

心房颤动
、

心功能 级
。

无胃病

史及药物过敏史
,

食欲正常
,

进食定时定量
。

第 天

输注本品 氨乙异硫脉 鲍 加人 氯化钠注射

液 中静滴
,

一 日一次 约 后 出现频繁

呕吐伴腹泻 次
,

无腹痛
,

血压升高
,

遵医嘱予快速

静脉滴注 甘露醇注射液
,

并肌肉注射甲

氧氯普胺注射液
,

当时效果不理想
,

立即予以

头颅核磁共振检查
,

报告为老年性改变
,

约 后呕

吐腹泻止
,

未考虑药物不 良反应
。

第 天输注该药

约 巧 后又出现呕吐腹泻
,

并伴有穿刺部位痉痒
,

主管医生
、

护士均怀疑为药物不 良反应
,

立即停用该

药物
,

未作其他处理
,

后来上述症状缓解
。

第 天 上

级医师查房时
,

经再次查看药物使用说明书无此不

良反应
,

故不认为是药物不 良反应
,

继续输注该药

物
,

约 后又 出现穿刺部位及行走静脉痰痒
,

立

即停用该药后无呕吐腹泻
。

后改用脑组织液静滴未

出现呕吐腹泻
,

住院 好转出院
。

讨论

氨乙异硫脉曾用名为克脑迷
、

抗利痛
。

本药为

促进中枢神经细胞代谢药
,

其作用机制是在体内能

释放具有活性 的琉基
,

参与脑细胞的氧化还原过程
,

从而促进和恢复脑细胞的代谢
,

迅速恢复代谢功能
。

此外还具有对抗中枢抑制药的作用
。

该药在本院常用于脑血管系统疾病
。

在药物使

用说明书上
,

不 良反应有静脉炎或腥红热样皮疹
,

兼

有发热 当输注速度快时
,

可见面部及身体上半部发

红或有腹痛
。

未记载呕吐等不 良反应
。

上述两例提示 在病人输注氨乙异硫脉过程中
,

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呕吐腹泻
,

应考虑该药物的不

良反应
,

立即停用该药
,

并多巡视病房
,

及时发现病

情变化
,

以免加重病情
,

延误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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