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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是当代社会，愈需要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并不能直接回应如今大学生就业

难的问题，但它也许可以帮助走出校园的人，在
这个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
条路。

上海交通大学通识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人
文学院特聘教授关增建观察、探索和实践通识教
育已有 20多年。作为研究科学史的学者，他介入
通识教育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对科学史学科教
育功能的思考。科学史本身兼具文理学科特质，
是跨越当今时代高等教育因文理分科而导致的
思维鸿沟的最佳桥梁，而通识教育正是科学史学
充分发挥它的社会功能的领域。

最近，关增建的新书《哈佛的启迪：通识教育
的理念与实践》面世。

美国哈佛大学（以下简称哈佛）是通识教育
的标杆，它在 1945年发布的《自由社会中的通
识教育》“红皮书”，直接促进了美国通识教育改
革浪潮的兴起。

通识教育的提出，是为了培养学生成为一个
负责任的人，这是毋庸置疑的。可如何才能实现，
却要走过一条充满荆棘和曲折的路。

关增建带着对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思
考，也带着对国内高校通识教育实践的审视完成
了这一著作。他认为，多年来，我们
在通识课程体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
境并没有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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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腊八蒜、糖蒜到烤蒜、蒜泥，
如今蒜已是全人类共享的美食“伴
侣”。不过，在古代，不同阶层和群
体吃蒜的方式可大不一样。

蒜为辛辣刺激之物，是下饭
拌菜的最佳副食之一，故而被
下层民众广泛食用。比如，汉代
隐士闵仲叔生活困苦，朋友看
到他只是吃豆类和饮清水，于
是送给他一些生蒜。中国古典
小说名著《拍案惊奇》中写北边
的穷军杨化，吃饭的酒店中“无
非是两碟大蒜，几个馍馍”。

为什么蒜自古就颇为老百姓
喜爱？元代农学家王祯做过很好
的解释，意思大约是，蒜的耐储
存、便携带、掩异味、佐餐食、解毒
等特点完全是同下层民众的生活
特性相匹配的，由此可见其对于
下层民众的重要性，以至于有“薤
之力半于蒜，农家赖之”的说法。

上层社会食用蒜的情况是怎
样的？相关史料记载，蒜多为菜肴
的调味剂，蒜的种类也非常丰富。

中国南北朝到唐朝时，上层
社会食脍风尚盛行，而蒜是食
脍的重要拌料，如南朝时期出
身世族的文学家、书法家张融
十分嗜蒜。

时至唐代，蒜的供给还体现
了等级差异，据《唐六典》记载：
“凡亲王以下……葱、韭、豉、蒜、
姜、椒之类各有差。”而且，这一时
期兴元府的“夏蒜”还是当地的贡

品。至南宋时期，正式宴会上也有
蒜的身影———在朝野百官参加的
“皇太后圣节”宴会上，看盘有
“猪、羊、鸡、鹅连骨熟肉，再置葱、
韭、蒜、醋各一碟”。元代时期，有
相当的政府官员食用蒜酪。

不同地区食蒜的方式大不相
同。岭南地区蘸食醋蒜的习俗自
唐代便有记载；南宋官员范成大
记录下“巴蜀人好食生蒜”；《大明
一统志》记载云南地区人们“猪、
牛、鸡、鱼皆生醢之，和以蒜食”，
每当过“火节”时，当地便“生肉切
为脍，调以醯蒜不加烹饪”。

古代蒜分为多个品种，有中
国本土的“山蒜”“泽蒜”“石蒜”等
野生蒜、栽培种小蒜。蒜虽非中国
本土农作物，但在中国有悠久的
栽培历史，其种植技术体系在南
北朝时期已初步形成，此后朝着
精细化方向发展，至明代完全定
型，并延续到现在。

另外，除了食用、一般药用功
能之外，民众还借大蒜防治害虫、
治疗家畜。 （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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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再呼吁：将地理课升级为地球科学课
姻本报记者胡珉琦

地球科学是科学吗？在一些公开活
动中，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孙
卫东常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令他感到
无奈的是，很多人把地球科学当成文科
专业，并形成更大的误解，即学不好理科
的人才选地球科学。

近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地球科学
大中衔接创新人才培养论坛”上，多位与
会专家都表达了同样的感受。这一现象
背后的重要原因是，当前中学地理课和
大学地球科学是两套知识体系，教育断
层比较突出。

中小学是科学启蒙的重要阶段，而地
球科学在这一阶段的普及和传播不足，将
直接影响该学科早期人才的培养。这正是
专家们所担忧的。

中学地理课被当作文科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建议，将中学
地理课程升级为地球科学课程，这一提
案引发了热议。

地球科学是认识地球形成和演化的
科学，包括大气科学、地理、地质、地球物
理和空间物理、地球化学、海洋科学等，
以及在此基础上集成发展的地球系统科
学。早在 1979年，我国高中曾经设有“地
球科学”和“经济地理”课程，1982年后合
并为“地理”，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
“目前，我国中学地理课程以传统地

理知识为主，内容浅，课时少，无法体现地
球科学的丰富内涵，甚至被视为文科课
程。”周忠和认为，这和大学对地球科学人
才培养的目标有不小差距。

现在，我国初中阶段仅在初一、初二
开设地理课，总计 108 课时，而在初、高
中的地理课程中，除地理外的地球科学
内容分别为 39课时和 36课时。相较而
言，澳大利亚地球科学相关内容为 220
课时，日本为 210课时，俄罗斯为 204课
时，美国纽约州为 168课时。在周忠和看
来，国内地理课程调整的步伐比较缓慢。

今年 8月，中国大陆首次承办了国际
地球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全球总决赛。周忠
和表示，这一竞赛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全
球地球科学教育水平，此次走进大陆地区，
有助于提升公众对地球科学的关注度。

当然，这类竞赛内容的广度和难度
远高于国内中学地理课程内容，要想辅
导学生参赛，对多数从师范类院校毕业
并未接受地球科学学科培训的中学地理
老师而言，是很大的挑战。

论坛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校
长赵志丹呼吁对中学地理课程进行系统
性改革，除此之外还要提升相应的师资
力量，吸纳高校地球科学专业的毕业生
就业，让更多人才加入地球科学教育。

地球科学成为高考志愿盲区

中学阶段地球科学素养的欠缺所带
来的一大影响，是学生高考志愿选择时，
相关专业受“冷落”。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院长杜震洪
谈到，由于高中阶段地球科学知识的普
及和传播不足，会使这一专业成为一些
大学生的志愿盲区。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院院
长吴元保也有同感。他表示，与一些热门

专业相比，地球科学很难成为学生的优
选专业。“可在很多学生小时候，都对地
上的恐龙、头顶的星空非常好奇，是我们
的教育没能让这些好奇心转化为对地球
科学学科的兴趣。”

很多人不了解地球科学是一门十分
重要的基础科学，它具有双重属性：一方
面它是自然科学体系的一员，能帮助人
们认识地球；另一方面它始终围绕人类
的基本需求，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问题。
这意味着地球科学专业“很有用”。

今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徐义刚不止
一次作了有关“地球科学与人类文明”的
主题报告。

如何评判一门学科对人类文明发展
的贡献？徐义刚给出的依据是：相关研究
是否颠覆了人类的认知；是否提高了生
产力，又创造了财富，改善了人的生存质
量，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是否和谐了人
际关系，促进了全球治理。而这些，地球
科学都做到了。

论坛上，徐义刚通过没有地质学就
没有进化论及工业革命、改变世界的地
图和板块构造理论等观点，再次向公众
传递了地球科学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
的重要作用。

对此，杜震洪表示，在促进地球科学
贯通式人才培养方面，除了要改革中学地
理课程外，还需要更多地球科学领域的大
科学家走进中小学校进行科普传播。

他还建议，高校的一些地球科学科
研成果可以面向中学生开放，增进他们
对学科前沿的了解。高校还可以和中学
合作，为学生们提供一些基础科研平台，

或者共建实验室，这有利于人才的早期
培养。

地球科学素质培养
需要更多“素材”

为了培养青少年地球系统观，帮助
学生建立较为完整的地球科学知识体
系，助推地球科学人才培养，北京大学地
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牵头策划了“中学生
地球科学素质培养丛书”。论坛上，首本
书《宇宙起源与太阳系形成》正式发布。

这套丛书组织了来自全国 30 多个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百位专家学者组成
丛书编委会，对丛书进行科学指导。全套
丛书共有 14册，包括《宇宙起源与太阳
系形成》《地月系统起源与地球圈层分
异》《地球物质基础》《大气圈》《水圈》《生
物圈》《地球表面过程》《生物地球化学循
环》《地球气候与全球变化》《资源与碳中
和》《自然灾害与环境污染》《行星科学》
《行星宜居性演化》《地球与行星探测技
术》，从宇宙起源、地球起源、圈层分离到
圈层的相互作用，再到备受关注的环境
问题，如全球变暖、碳达峰碳中和、自然
灾害等。

地球科学涵盖范围极广，但与会专
家指出，当下的地球科学教育中，各个学
科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交叉，这一现象
会阻碍地球科学的拓展和人才培养。而
该丛书重点关注地球科学领域的科学逻
辑和知识体系连贯，内容清晰明了，能够
引导青少年理解地球科学中的关键科学
问题，特别是建立地球科学和其他基础
学科的有效连接。

论文题目：中国蒜的分类、栽培
与利用史略

作者：王申奥、杜新豪
出处：《中国科技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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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多年的观察、探索和实践，关增
建发现，国内高校通识课程体系的一些
关键问题仍然存在，并没有显著的改变。

首先是课程设计和遴选不理想。
关增建注意到，学校的课程体系设计，
虽然建立了相应模块，提出了对应模
块学分要求，但这些模块所包含的课
程并未得到很好的设计。比如有的教
师在申报课程时，对自己所报的这门
课在通识教育中的作用不甚了了。而
临时组织专家形成的评委会评委眼光
不一，对评审标准的把握松紧不一，导
致有些进入建设立项的课程在其课程
属性上未必符合通识教育的要求。

有些课程虽然从属性而言能够满
足通识教育的要求，但课程本身在内
容和教学上难以体现通识教育的特色
和要求。比如，部分人文通识课程是相

关专业课的整体平移，概论型、知识性
课程偏多，而较少考虑对非本专业学
生进行通识教育的特殊要求，忽略了
对学生综合素养和能力的培养。

他以科技史课程为例谈到，要培
养学生，一方面教他们科学史的知识，
另一方面要培养他们的历史意识，培
养其科学精神和科学的思想方法。通
过对历史上的人、历史事件前因后果
的分析，可以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这
对通识教育是必要的。同时这门课讲
授的是历史上的科学，内容设计要涉
及科学的思想方法，才能够培养学生
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的思想方法。总之，
这门课既需要完成知识传授的任务，
同时又需在育人方面发挥作用。

其次，很多教师的教学方式难以满
足通识教育的要求。关增建总结国外的

教育实践经验，指出经典阅读、专题分
析、互动研讨形式的课程，能给教师更
大的发挥余地，给学生更多的思考空
间，在通识教育中显现更突出的效果。

最后，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缺
乏好的师资队伍。关增建说，以哈佛的
经验为例，其通识教育能够成功有一
个重要前提，就是有大师级的学者上
通识教育课。“国内很多学校的通识教
育不成功，原因是很多一流学者没有
时间和精力给本科生上课。”

其实哈佛也有这样的担忧，因此
他们会反复强调，本科教育是哈佛教
育的核心，是育人的核心。

关增建表示：“我们只有认同本科
教育和育人的重要性，愿意为此投入
更多的资源，调整对教师的评价制度，
才能给通识教育带来真正的改变。”

当年，哈佛的通识教育改革在世
界高等教育界掀起了很大的波澜。但
在关增建看来，大多数学者的关注焦
点都是对其新的指导思想和课程体系
规定进行分析解读，他却对报告的制
定过程更感兴趣。“如果我们不清楚其
中的来龙去脉，就会忽视一些本不应
被忽视的重要信息。”

关增建认为，哈佛的这次课程体
系改革给我们的最大启发是，课程体
系改革是系统工程，不能草率行事，更
不能一蹴而就。
“纵观哈佛的历次本科生课程体

系改革，都是校长亲自发动，是真正的
一把手工程。改革的实际执行部门是

文理学院，而文理学院在推进改革的
过程中，则是由院长牵头，发动广大教
授参与，组成若干委员会，进行深入的
调查，分门别类进行研究，在研究的基
础上加以汇总，形成改革方案，再将方
案交全体教师评头论足，经多次反复，
才最终定稿。”关增建直言，民意是教
改的基础。

此外，他还谈到，本科生课程体系
改革，绝不仅仅是改革教学计划、教学
方案，它涉及方方面面，诸如人员调
配、资源划拨、学院架构、管理体制、学
生事务、教室建造、后勤支持，等等。
“这也提醒我们，通识课程的设置，

不能只听取几位权威的意见，就闭门造

车推出一套新的课程方案。但国内很少
经历这样严格的顶层设计和程序，投入
如此大量的人力物力，经过很长时间的
讨论、翻来覆去的切磋，最后在相关学
院的教授间达成共识。”

这个复杂的过程之所以重要，关
增建提到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原因，
那就是这种在全校范围内的广泛研
究，其实能够起到宣传教育理念、普及
教育知识、唤起教育热情、动员教育支
持的作用。在这中间，教授们是课程体
系改革的中坚力量，发挥了主体作用。
关增建始终认为，国内的通识教育首
先需要“教育”大学教师，他们需要充
分了解、理解什么是通识教育。

哈佛最近的一次通识课程改革是从
2002年 10月开始的，直到 2007年 5月
结束。这是该校此前 30年中动作最大的
一次本科教育改革。

这场改革不仅持续时间长，耗时近 5
年，其间还经历了校长“不信任投票”，校
长、文理学院院长辞职等一系列事件。关增
建形容，这是一段“喧闹”的历史。

这段历史最初与 2001 年 7 月 1 日
上任的哈佛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有关。他
曾是该校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还
出任过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部长。
“哈佛有个悠久的传统，就是非常重

视本科生教育。负责本科生教育的是哈
佛文理学院，可以说是哈佛最受尊敬的
一个学院。”关增建说，萨默斯上任后的
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推动哈佛新一轮的本
科教育课程改革，通识课程改革是其中
重要的一部分。在他的支持下，文理学院
院长、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柯伟林负
责此事。

关增建谈及：“哈佛的课程改革有一
套成熟的程序，主要有告知、听取各方面
的意见、提交报告、辩论、投票决议等环
节。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反复，要经过多次
讨论和修改。”

柯伟林受命负责通识课程改革后，
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师生积极参与，
出谋划策。接着，组织系列座谈会，邀请
老师、研究生、本科生座谈，让大家说出
对现有课程的想法，对改革提建议。

2002年学期末，柯伟林搭好了工作
班子，班子由一个执行委员会和 4个工
作小组组成。工作团队于 2004年 4月形
成了一份《课程改革报告》，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新的课程计划。关增建注意到，就
在这个过程中，萨默斯和一些文理学院
的教师之间的矛盾爆发了。
“萨默斯是哈佛历史上一位很有争

议的校长。”关增建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是一位计量经济学家，作风果断，还有
些傲慢。萨默斯重视数学，他有句名言：
“能计数，才算数！”正是这种“重理轻文”
的态度，引起了一些教师的不满。

要知道，人文课程是通识课程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人文社科领域的
教师对该报告提出了质疑，有的学者认
为它忽略了对伦理道德的重视，对科技
类课程让步过多。

2005年，在文理学院的一次全体会议
上，教师们以 218票对 185票的结果，通过
了对萨默斯作为校长的不信任案。关增建

表示，这在哈佛历史上从未发生过。
2005 年 11 月初，柯伟林领导的课

程改革委员会对报告提出了修改，采
纳了一些批评意见，比如把“伦理”一
词引入报告。但由于文理学院教授与
校长之间的矛盾，即便是修改后的报
告仍被搁置。

柯伟林因为这场持续的矛盾冲突被
迫提出辞职。2006年，萨默斯也宣布辞
去校长职务。

后来，德高望重的前任校长德里克·
博克临危受命，接任代理校长一职，而他一
上台就邀请柯伟林复出，继续课程改革。

直到 2007年 5月 15日，文理学院
教师以“立法表决”的方式，通过了该报
告，哈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课程体
系改革终于落下了帷幕。

一段“喧闹”的教改历史1

不该被忽视的重要信息2

“我们对通识教育还存在一个误
解，经常给通识教育赋予过多的目标，
赋予它承担不了的任务。”关增建提
到，“通识教育担不了那么多责任，设
定的目标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有限，所
以才能实现。”

哈佛通识教育工作组报告中形成
了 4个主要目标：其一，学生要有社会
责任感。其二，文化意识。要让学生知
道，他们既是传统的产物，同时又参与
了塑造传统、改造传统。其三，批判性
地、建设性地回应社会挑战。其四，要
有伦理意识。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它们被分解
成了八个维度，也代表了八个学科领
域，分别是审美与阐释的理解、伦理推
理、经验与数学推理、生命学科系统、
物理宇宙科学、世界诸社会，以及文化

与自信、世界中的美国。
具体到课程设置，在哈佛的课程

体系中，专业课占二分之一，剩下四分
之一是通识课程，还有四分之一是选
修课。“这样一来，通识教育的课程和
学分是有限的，不会无限膨胀，去挤压
专业教育。”关增建强调，通识教育的
目标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课程也是经
过遴选的，虽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
教育存在的所有问题，但至少能比较
好地实现教书育人的目标。

目前，国内绝大部分高校借鉴哈
佛通识教育的课程理念，根据自己学
校情况，建立相应的通识核心课程体
系，将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几个模块，规
定学生在专业课程之外，必须在相应
的模块选修指定的学分。但在关增建
看来，“我们最大的差距是，高校有通

识教育模块和课程，但对整个课程体
系的设计是不足的”。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现在有的
高校存在一个倾向，就是其他学校已
经开出了多少门通识教育的核心课
程，我们不能比人家少，这就是盲目追
求通识教育的课程数量。
“事实上，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学校

通识教育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比如，在
基本的价值观方面、科学思想方法及
人文关怀方面，在历史意志、审美兴趣
方面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然后根据
清晰的目标分析划分模块，进而在模
块中设计课程。”

通识课程绝不是越多越好。关增建
解释，究竟哪门课可以作为通识教育课
程，是要经过设计和论证的，“不能把通
识教育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

通识教育不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3

是什么阻碍了通识教育的发展4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