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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与文明复兴

姚中秋李强丛日云干春松钱永祥高全喜渠敬东

吴增定周濂 吴飞赵晓力 朱振宇 陈壁生翟志勇等

编者按2013年4月2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北航高研院”)召开了

以“通识教育与文明复兴”为主题的第二届通识教育年会。此次年会集中讨论了在中华文明复兴背景下的通

识教育问题。与会的专家学者就“通识教育与现代文明”、“通识教育与德性养成”、“通识教育模式比较”、

“通识教育教学探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与会学者一致认同中国大学教育必须修正工科思维和单纯

技术观点，从文明传承与复兴的角度探索适合当代条件的通识教育模式，应为今后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

在会议的最后部分，北航高研院的教学副院长翟志勇老师介绍了北航通识教育的推进情况以及所遇到的问

题，与会学者对通识教育的“北航模式”表示肯定，同时也提出了若干意见和建议。期待北航模式能够稳健成

熟，为探索中国通识教育的正道提供一个可检验、可推广的样本。

本刊现辑录其研讨内容，为推动中国教育之进一步改革尽一份绵薄之力。以下内容已经发言者校阅，本

刊略有删节。

通识教育与现代文明

姚中秋(北航高研院)：文明视野下通识教育体系之

构建

本次会议主题是“通识教育与文明复兴”，当然是指

中国文明的复兴。我想讨论的问题是，“文明视野下通识

教育体系之构建”。我想回应这样一个主题：在中国文明

复兴的历史框架中，大学通识教育教育体系应该是什么

样的?这里涉及对中国大趋势的判断，那就是文明复兴。

我们在当下讨论所有的问题，尤其是教育问题，都需要置

于这样一个框架中思考。

为什么会有复兴?一定是因为有过败落、有过中衰，

这一段历史，大家也很熟悉，不用我去讲。在这样一个中

衰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教育体系也发生了一次重大的

歧出，中国固有的教育传统中断了。中国古典教育传统

120

至少是从尧舜时代就已建立，经过孔子发扬光大，到汉代

基本形成了一个全覆盖的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的目

标就是养成君子。应该说，儒家所建立的这样一套教育

体系在19世纪之前是全世界最好的教育体系。它不仅是

一套文化设施，也是一套政治制度。政治是“政教”，以教

为政，以政为教。而这样一套政治的治理依赖高效的君

子养成机制。

20世纪初，这样一套教育机制出了大问题，君子教育

传统中断了。在当时的很多精英看来，要学习西方，就必

须结束中国自身的传统，去学习西方的技术的知识，因为

所谓坚船利炮给大家的印象最深刻。由此，现代中国形

成了一个与以前的君子养成教育体系完全不同的教育体

系，我们北航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主要是传授技术性

知识。此外，大概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教育

体系中还形成了另外一个架构，那就是意识形态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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