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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院在管理与教学 中 的参与合作 。 首先 ， 管理体制采取 自下而上 、共同

参与的 民主体制 ，其中最重要的机构是委员会 。 委员会 由 学校 、各院系负

责人以及第三方人士共同组成 ， 有权提议订立规章制度 ， 并提交 民主投

票 。 其次 ， 院系设置虽基于学科进行划分 ， 但 同 时会成立学习 中心 ， 负 责

跨学科研究和课程设置 ， 推进跨学科合作 。

第二 ，文理学院模式下本科教育的制度特色 。 美 国 瓦萨学院瑞伯莱

恩 （
ＲｏｂｅｒｔＲｅｂｅ ｌｅ ｉ ｎ

） 副教授同样关注制度 ， 他认为文理学院的灵活性对美

国的博雅教育非常重要 。 文理学院特点是规模小 、师生 比高 、形式灵活 、

特色鲜 明 。 教学 中鼓励学生尝试不 同专业 ， 甚至禁止第一年选定专业 。

由于小班授课 ，
所以教学可 以富有实验性 ， 比如采取服务学习 、课堂实验 、

合作学 习等形式 ， 师生间交流密切 ，
以实现学生的深度学习 。

第三 ，本科教育 中注重加强对学生 的指导 。 英 国剑桥大学在教学安

排中 ， 十几位学生为一组接受导师的学术指导 ， 为每位学生提供定制化 、

专业性的学 习建议 。 美国德鲁大学注重发挥校友对学生指导的作用 。 汤

姆拉诺维奇 （
Ｍ ａｒｃＴｏｍ ｌ

ｊ
ａｎｏｖ ｉｃｈ

） 教授谈到 ， 由 于师生 间互动对学生成长

有巨大价值 ， 所以每位学生都会被指定一位校友导师 。 大学通过邀请校

友返校交流 ， 帮助学生及时 了解学界和雇 主的需求 。 德鲁大学也鼓励他

们
一起开展活动 ， 创造性地运用知识 ，

以增强信心 ， 培养合作精神 。

第 四 ， 创新本科课程 的教与 学模式 。 美 国圣劳伦斯大学 的泽 比代

（
Ｃ
ｙｎ ｔｈ ｉａＢａｎｓａｋＺｅｂｅｄｅｅ

） 教授关注通识教育课程中的体验式学习 。 她介

绍 了 自 己在经济学课程设计 中采取的新方法 ， 比如请学生从儿时喜欢 的

书 中找出经济学概念 ，鼓励大家共同参与有挑战性的研究项 目 ， 以及邀请

监管机构负责人为学生带来关于货币政策的介绍 ，
之后学生们参与互动 ，

模拟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 ， 进行分组竞争并提交报告 。 她希望学生通

过体验学习乐趣 ， 能够享受学习过程 ， 同 时将学 习 和实践结合 ， 把知识转

化为实际经验 。

二 、 美国通识教育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与会嘉宾还关注到东西方世界在通识教育理念与实践 中 的不 同 ，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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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并设置面向新生的团队建设型的
“

明达新人
”

和面 向毕业生 的合作实

践型的
“

圆工达人
”

通识课程 ， 帮助学生走进校园 和走人社会 。 与善衡书

院
“

家
”

的理念具有相 同之处的
，是香港岭南大学 的住宿书院制度 。 香港

岭南大学方健恩副教授在发言中表示 ，岭南大学书院教育注重实用性 ， 是

全港唯一可为学生提供四年全寄宿的学校 。 岭南大学在宿舍管理中投入

大量资源与精力 ，成立了强大的宿舍管理机构 ， 每栋宿舍楼都有教授作为

宿管 ，并配有高级督导和督导员 ， 以带领学生们营造各 自 宿舍 的文化氛

围 ， 资助学生 自发开展各种项 目 。

第二 ， 书院教育应关注区域文化 ， 加强文化交流 。 比较而言 ，
日 本东

京大学和早稻 田大学关注区域文化 ， 希望通过通识教育促进东亚地 区 的

相互理解 。 日 本东京大学东亚艺文书院是东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

合作建设的新项 目 ， 双方希望基于共同的东亚文化传统来合力建设通识

教育 、 思考亚洲和世界性问题 。 东京大学石井刚教授介绍 ， 书 院强调
“

艺

文
”

，是因为在寻求新知时 ， 思想资源往往会来 自 古老的传统与智慧 。 日

本早稻 田大学国际教养学部负责人梅森直之 （
Ｎａｏ

ｙ
ｕｋ ｉＵｍｅｍｏｒｉ

） 教授 以

曰本学界通过研究 中 日 韩年轻人共同参与 以游戏为代表的各种文化交流

的案例说明 ， 东亚文化共同体正在逐渐成型 。 而处于这一历史交界点上 ，

教育者需要设计特别的教育体系去应对 。 美国夏威夷大学程宝燕副教授

关注到在东亚通识教育迅速发展过程 中 ， 很多教育实践希望改变 以教师

为中心的结构 ，鼓励师生间 的问答和互动 ， 崇尚西方苏格拉底 以来的追 问

法 。 西方希望培养敢于挑战主流的批判性思维 ，将其视为理性的表达 ， 而

在中 国传统倡导的礼仪中也存在着理性要素 。 通识教育所追求 的理解世

界多元性的兼容并包思想 ， 同样也是 中 国传统儒家思想所提倡 的 。 她认

为 ， 我们不能忽视这些本土价值 ， 中 国在通识教育实践 中 ， 需要进一步挖

掘传统中蕴含的丰富资源 ， 找到儒家思想和通识教育理念 的契合点 。 与

此同时 ，首尔 国立大学赵俊熙 （ ＪｕｎＨｅｅＣｈｏ
） 副教授也指 出东亚 的通识教

育和英美不同 。 东亚往往不采取独立的小型精英学院模式 ， 而是在研究

型大学中开展建设 。 因此不同于美 国精英学院在建设通识教育课程时的

丰厚师资 ，东亚大学需要借助专业院系的力量来建设通识教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