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目：個人經驗談當代通識教育 

 

三十年前，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華人男孩第一次到了台灣。自小在鄉村長大的他，
第一次感受到了城鄉差距所帶來的衝擊與震撼。男孩在台灣這一待就是八年有餘，
回顧這段日子，他總會說：「台灣打開了我的視野。」 
 
男孩後來成為了我的父親。而我的母親，是一位受台灣教育出身的台北女孩。女
孩碩士畢業後，兩人回到了男孩的故鄉，馬來西亞檳城，開啟人生的下一步，這
也才有了我和妹妹。時間快進到我從高中畢業那會兒，因為自小隨媽媽回台灣探
親，對台灣算是有一定的認識，家人覺得也應該讓我們接觸彼岸不一樣的文化氛
圍，於是我到了北京上大學。2020 年回馬過春節，正好碰上疫情，讓我在馬來西
亞一連過上了三年的農曆新年。眼看再待下去就是一整個大學青春，去年底，便
痛定思痛決定轉換跑道，來到了兒時熟悉的台灣。由此引到本篇所談的通識教育，
因為這些特殊的經歷，我在北京的那幾年體驗過中國大陸的通識教育，可與目前
在台灣接觸到的通識教育做一比較，也由此引到個人對於通識教育的一些體悟。 
 
「大學通識課帶給我的意義與內涵為何？」，這還確實是在經歷過好幾門全然不
同的通識課後，我曾思考過的問題。個人階段性的解答，便是開頭我爸常說的那
句「打開視野」。剛到北京那年，我修了一門《語言溝通與表達》，尤記得課上
老師聽過我的簡單自述後，告訴我：應該把握成長背景帶給我的條件，我是一位
有著台灣血統的馬來西亞華裔，而那時的我身在北京，這讓我能從不一樣的角度
看待同一樣人事物。一門語言溝通表達課，讓我學到的不只是如何修辭，也不僅
是如何透過語言表達自己。這門課教會了我，在表達自己之前，我得先好好認識
「自己」。 
 
認識自己，是一件我上大學後便不斷思考的事情。我曾上過一門名為《創意營造
學》的通識課，咋聽名稱還真不知道這門課究竟要談什麼。原來，授課老師所謂
「創意營造學」，探討的是如何透過集思廣益，進行「活化社區空間」的發想。
於是我召集了幾位同樣來自馬來西亞的同學，針對我們高中社區，一處兼具祭祀
和民生用途的廟宇進行了「如何使社區年輕化、現代化及永續經營」的討論。授
課老師真是神通廣大，從未到過馬來西亞的中國老師居然聯絡到我們高中社區正
好在進行相關工作的團隊，請他們為我們的期末報告進行點評，而在課程結束後
相關團隊的叔叔們也邀請我們實地走訪了他們正在進行的社區建設。當初正臨疫
情最嚴重之時，身在馬來西亞上網課的我們，透過素未謀面的中國大學老師，進
一步認識了我們的高中社區，也對「自己」有了更多實質意義上的思考。 
 
身為留學生，有個奇妙的感悟是我在經歷大學生涯些許時日後才逐漸摸懂的道理。
「人們總是與自己的原生背景緊緊相連，而原生背景能帶給一個人的正面影響，
在於那最精粹的部分。這些精粹，往往在人們遠離自己的原生環境後才能進行有
效的琢磨和淬煉」。離開馬來西亞後，我才開始思考「馬來西亞華人是怎麼樣的
存在」、「我到底要用什麼口音說話」、「何謂華人文化，或者說『文化』究竟



為何」等等一系列或深或淺的問題。曾經上過的一門通識課，在文化這部分引領
了我，進行向前一步的思考。這門課是為《藝術與審美問題》，課上老師的分享
探討了東西方哲學家、美學家對文化的想法，讓我學會以更為系統性的方式去思
考自身的價值。古時候談的「知己知彼」，也許較多的是為了博弈、為了生存，
但身處幸福的 21 世紀，「知己知彼」應是為了生活。 
 
如此一捋，也才恍然大悟，自己的成長還真是隨著一門接一門的通識課，不斷地
蛻變。到了台灣，這學期我修了一門《國際經濟與企業經營》的通識課。顧名思
義課程聚焦於商業相關的主題，但又是再一次引發了我對於三觀的思考。老師介
紹了不少關於國際經濟基本架構的知識，也讓同學們組織討論相關議題。原本不
熟悉的領域經過小組討論和匯報，大家都有了一定的認識。課上觀賞的電影《大
賣空》，更是直擊核心，讓我對自身所處的資本社會有更為本質的思考。透過一
例例的時事議題，課程帶我們看到的不單是眼前的現象，更為重要的是，引導我
們探求事件背後的邏輯。 
 
到北京念書前，我原以為那邊的教育環境會無比的封閉和有局限性，但經過這些
通識課的教育，我的確是拓展了自己的眼界。也是中國大陸的通識課，啟蒙了我
何謂「批判性思維」，還教會了我「批判性思維」的本質是「真實」。縱使歷史
造成現今立場的不同，我想，在「真實」這件事上，大陸和台灣的通識教育本質
上是相通的。在台灣，經過這學期的通識課我也破除了自己的一些迷思，看到老
師和同學們對於問題的思考和眼界並非局限於自身立場。在這些通識課之前，我
潛意識中會覺得這世界充斥著「零和博弈」。通識課讓我知道，表象之上還有本
質邏輯，等待我們去探討、去思考。而正是這些思考，破除了「零和博弈」的侷
限。 
 
回到最開頭所說，我爸感受到的城鄉差距，其本質是人們看待同一件事物的不同，
這種差距比表象上所看到的城市與貧窮鄉鎮的差距更為可怕。也正是通識教育，
讓我們一步步的拉近距離、學習換位思考，個體的眼界開拓了，這個社會也才就
此邁向真正的繁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