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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了实现具有开阔视野，兼具高水平专业知识、理解力、洞察力、行动力、想象
力，且拥有国际性和开拓者精神的各领域的指导性人格的教育目标，东京大学始终坚守着 “教

养学部”，坚持向全部学生实施教养教育，也成功塑造了许多各行业的领军人物。本文从日本教

养教育历史、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历史沿革、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学科设置、东京大学教养学部

的机遇和挑战等四方面系统地介绍日本和东京大学教养教育的开展情况，期待为我国正在试水

的通识教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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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新明解国语辞典》载，日语中的 “教养”

一词有两层意思： （１）通过学问、知识、精神修
养等获得的创造性的活力、心灵的充实和对事物

的理解能力及作为其手段的学问、艺术、宗教等

精神活动；（２）在经营社会生活方面必要的与文

化相关的渊博的知识［１］。日语中的 “教养教育”

译自英语的 “Ｌｉｂｅ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在我国通常翻译
为 “通识教育”。二战后，日本的教养教育随着时

代的变迁，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还是精神上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现在更呈现出百花齐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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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态。这期间，只有东京大学以学术性、国际性、

先进性为目标，一边坚守着教养学部和教养教育，

一边顺应时代需求不断改革、创新。鉴于东京大

学在为日本，乃至亚洲培养高等教育人才方面所

作出的贡献，本文将着重介绍东京大学教养教育

的开展情况，期待为我国正在试水的通识教育提

供借鉴。

一、日本教养教育概况

１９４６年，日本建立了大学设立基准设定协议
会，次年更名为大学基准协会，正式开始了大学

教育改革。１９５１年，该部门历时５年研究发表了
《大学的一般教育》一文，否定了西欧传统的具有

“贵族气味”的精英阶层的教养教育，建议为建成

民主国家而必须着力于能够成为自由民主社会推

动力的市民、庶民教育。昭和 ３８年 （１９６３年），
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了题名为 《关于大学教育的

改善》一文，明确了全国大学教养部的设立。至

昭和４３年 （１９６８年），日本已有３２所大学设立了
教养部。

教养部的课程大多集中在大学前两年，以培

养学生丰富的人间性的涵养和为迈入专业领域学

习而积累的厚实的基础知识为目标。教养教育的

具体内容有：（１）人文科学：包括哲学、伦理学、
宗教学、文学、音乐、美术； （２）社会学：包括
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教育；

（３）自然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
地理、生物学。教育部门规定学生必须在以上三

个模块修满３６学分，再加上外语 （２科目８学分）
和体育 （理论、实践共４学分），总共４８学分方
可进入之后的专业学习［２］。

旨在培养中产阶级一般教养的教养教育，在

大学升学率不足１０％的年月里，为社会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但是，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培养
出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并且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

气后，教养教育的重要性再一次被推上公审台，

接受大家的质疑。因此，１９９１年设置基准大纲化
诞生，废除了一般教育 （教养教育）科目、外语

科目和专业科目的划分方式，允许各校根据自身

情况灵活设置课程，但必须包含提高学生素质、

综合判断能力、丰富的人性感受等相关课程。新

设置基准实施后，各校因地制宜，将原来的一般

教育·教养教育科目更名为全学共通科目、全学

教育科目、基础教育科目等，实际上降低了教养

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

但是，十几年后，全球经济一体化倾向进一

步加剧，复合型人才更加受到瞩目，轻综合教养

教育，重专业教育的教育模式再一次受到质疑。

在文部科学省的带领下，各大学又开始重新审视

教养教育，掀起了又一轮的改革浪潮。比如：２００４
年，早稻田大学将国际部 （留学生别科）改组，

上智大学将比较文化学部改组，分别组建了国际

教养学部，掀开了教养教育新的一页。如今，教

养教育不仅更加受到重视，而且还朝着国际化的

方向发展着。

二、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历史沿革

东京大学在 《大学宪章》上明确了其教育理

念，即追寻超越国籍、民族、语言等所有界限的

人类普遍真理及真实，通过教育和研究为全世界

和平与人类幸福、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安全环境

的创造、各地域均衡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和技术

的进步，以及文化的批判性继承与创作做贡献［３］。

其中，不断改良的教养教育体系正是撑起东京大

学教育理念最有力的支柱。

在日本历史上，只有两所大学将实施教养教

育的机构命名为 “教养学部”①。一所是日本国际

基督教大学，完全模仿美国传统式的高等教育机

构ＬｉｂｅｒａｌＡｒｔｓＣｏｌｌｅｇｅ，不设置任何专业，只从事
通识教育，另一所就是东京大学。１９４９年５月３１
日，以旧制第一高中和旧制东京高中为基础，东

京大学教养学部诞生了。东京大学第一任学部长

矢内原忠雄认为，“教养学部的地位的重量不能从

占据学生一半大学时光的时间方面衡量，这里不

是东京大学的预备门，而是东京大学的一部分，

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掌握了一部分专业知识

的基础，即一般教养教育，人就不会偏离知识的

本源。（中略）除此以外，还必须植入探求真理的

精神，这种精神才是教养学部的生命力”［４］。由

此，以矢内原忠雄为首的东京大学领导者揭开了

崭新的高等教育理念，奠定了以学部为责任母体

的教养教育课程的基础。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日本的大学开始废除教养
部，只有以东京大学为首的几所大学坚持下来，

对新入学的全体学生分成六类，开设旨在培养学

生在国际视野下，超越既存的学问体系，探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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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精神的前期教育课程。２年后，学生统一进
入为进一步发展前期课程的精神，开展以学术性、

国际性、先进性为特征的专业教育，即后期课程。

前期课程的科类和后期课程的学部呈对应关系，

如表 １所示，教养学部将所有学生分为文科一、
二、三类和理科一、二、三类，学生完成２年的前
期课程后，自动转入所对应的学部。为满足学生

转专业的要求，鼓励学生重视前期课程的积极性，

２００６年教养学部开始实施新的升级制度，即根据
前期课程的综合成绩排名，成绩优异者可以自主

选择后期学部。

表１　前后期课程对应关系［５］

前期课程类

（１－２年级）
主要后期课程学部

（３－４年级）

文科一类 法学部、教养学部

文科二类 经济学部、教养学部

文科三类 文学部、教育学部、教养学部

理科一类
工学部、理学部、药学部、农学

部、医学部、教养学部

理科二类
农学部、药学部、理学部、工学

部、医学部、教养学部

理科三类 医学部

　　２０１１年，教养学部的后期课程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上，进一步顺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时代的变

化，进行大胆地改组，将原来的６学科２２分科再

编成文系、文理综合系、理系三个学科。由此，

后期课程分科变得更加粗放，有利于学生跨文化、

跨领域交流，更加符合社会潮流。２０１１年秋，作
为教养教育的先导设施２１ＫＯＭＣＥＥ（２１Ｋｏｍａｂａ②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竣工。该建筑于
同年冬季投入使用，尝试讨论形式的演习、Ａ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主动性学习）等新的授课方式，是一个
运用节能、环保等理念建成的高科技含量的先进

的社会性实验场所。２０１２年１０月，用英语授课的
ＰＥＡＫ（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ｔＫｏｍａｂａ）正式开始，
第一期学员是来自包括日本在内的１１个国家的２７
名学员。虽然目前还处于试验阶段，但是可以期

待若干年后Ｋｏｍａｂａ能够成为多国语言通用的国际
化校园。

三、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学科设置

如表２所示，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前期课程将
学生分成六个类。这期间，学生一边要接受各自

类别的特色课程，一边广泛地学习社会、文化、

人间、宇宙、物质、生命世界等课题、问题意识，

以及思考方式和方法论。通过两年的学习，学生

将掌握为迈向后期课程而准备的有益的基础性、

学问性的力量［６］。而且，这种广泛地学习将为三

年级时升入哪个学部、学科提供有效的参考，使

学生在选专业时不再彷徨无依。

表２　前期课程各科类的特征［７］

文科一类 文科二类 文科三类

以法学和政治为中心，学习基础社会

科学，加深对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

等诸领域的理解，培养对于人类和社

会的广阔视野。

以经济学为中心，学习基础社会科

学，加深对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

诸领域的理解，培养对于人类与组织

的广阔视野。

以语言、思想、历史为中心，加深对于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诸领域的理解，

培养对于人间、文化性·社会性事业的

广阔视野。

理科一类 理科二类 理科三类

以数学、物理学、化学为中心，学习

数理科学·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基

础，培养对于自然基本法则的探求

心，加深关于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

关系的理解。

以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为中心，学

习生命科学·物质科学·数理科学基

础，培养对于自然基本法则的探求

心，加深关于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

关系的理解。

以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为中心，学习

生命科学·物质科学·数理科学基础，

培养对于人类的探求心，加深关于生命

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

　　前期课程有两大支柱，即Ｌ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
Ｅａｒｌｙ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Ｌ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是指为培养不偏
颇于特定的专业领域的广阔视野和综合的判断能

力而较晚进行专业教育的宽幅度教育。Ｅａｒｌｙ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是指为进升到专业课程而较早开展的必要
的知识、知性的技能，以及专业的思考方式的教

育。如表３所示，前期课程分为基础科目、综合科
目和主题科目三个层次。基础科目是必修课，而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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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科目和主题科目的成绩是前期课程结束后升 级选专业的重要依据。

表３　各科目的课程设置［８］

科目 课程设置

基础科目

外语、信息、身体运动·健康运动实习、基础研习 （仅限文科）、社会科学 （仅限文科）、人文

科学 （仅限文科）、方法基础 （仅限文科三类）、数理科学 （仅限理科）、物质科学 （仅限理科）、

生命科学 （仅限理科）、基础实验 （仅限理科）

综合科目 思想·艺术、国际·地域、社会·制度、人间·环境、物质·生命、数理·信息

主题科目 主题讲座、全学自由研究研讨会、全学体验研讨会

　　基础科目是为专业学习打基础的科目，分为
１１类，即： （１）外语。从英语、德语、法语、汉
语、俄语、西班牙语、韩国朝鲜语、意大利语、

日语 （仅限留学生）中任选两门语言，还可以从

综合科目中选择第三外语。 （２）信息。从信息学
的层面学习关于信息的科目。 （３）身体运动·健
康运动实习。体育实技，包括运动科学的讲解和

实践。（４）基础演习。旨在培养文科生文献查找、
讨论、发表等必要能力的少人数的小组讨论。（５）
社会科学。讲授法律、政治、经济、社会、数学

等五个领域的课程。 （６）人文科学。讲授哲学、
伦理、历史、词汇和语法、心理等五个领域的课

程。（７）方法基础。遍及哲学演习、史料论、文
本分析、数据分析等四个领域的小组讨论。 （８）
数理科学。包括微分积分学、线性代数学以及各

自的演习。 （９）物质科学。由力学、电磁气学、
热力学 （理科一类）或化学热力学 （理科二、三

类）、构造化学、物性化学组成。（１０）生命科学。
（１１）基础实验。理科一类的基础物理实验和基础
化学实验为必修。理科二、三类的基础物理学、

化学实验和基础生命科学为必修。综合科目即所

谓的一般教养是选修课，分为６个系列，每学期开
设数百门课程。部分课程由教养学部以外的各专

业教师担任。主题科目包括３类，即： （１）主题
讲座。关于某一主题，多位教师共同承担的短片

式讲座。（２）全学自由研究研讨会。对于教师设
定的主题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展开。 （３）全学体验
研讨会。利用东京大学位于全国的数量众多的研

究设施，通过亲身体验来学习。

２０１１年，改组后的教养学部后期课程分为文科
系的教养学科、理科系的统合自然科学科和新设立

的文理综合系的学际科学科，同时为了尽量减少学

科之间、分科之间的隔阂，在开设主专业的必修课

程之余，亦开设丰富多彩的辅修课程。文系教养学

科的教育理念为：（１）高度的教养教育；（２）学术
性的专业教育；（３）教育与学生共存。因此，在授
课方式上倾向于小班教学，小组研讨，充分调动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课程设置方面，如表４
所示，该学科由超域文化科学分科、地域文化研究

分科和综合社会科学分科的共１８种特色课程组成。

表４　文系教养学科［９］

学科 课　程

超域文化科学分科
文化人类学、表象文化论、比较文学·比较艺术、现代思想、学际日本文化论、学际语

言科学、语言态·文本文化论

地域文化研究分科
英国研究、法国研究、德国研究、俄罗斯·东欧研究、意大利·地中海研究、北美研

究、拉美研究、亚洲·日本研究、韩国·朝鲜研究

综合社会科学分科 相关社会科学、国际关系论

　　理科系的统合自然科学科由数理自然科学、
物质基础科学、统合生命科学和认知行动科学等４
种课程及辅助课程———运动科学组成，旨在培养

能够穿梭于各种学问领域之间，统合自然科学知

识，能够开辟新领域的高层次自然科学人才。因

此该学科配备了活跃在数理、物理、化学、生物、

认知、身体运动等领域第一线的知名学者作为指

导教师，只接受前期课程成绩优异的学生，被誉

为东京大学第二个理学部。

文理综合系的学际科学科由科学技术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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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空间、综合信息学、地球系统·能源等四大

课程体系组成。每种课程各有特色，且设有学科

共通的科目，加强学生跨领域的问题意识。该学

科旨在培养面对复杂的自然问题、社会问题时，

同时拥有文科思维和理科思维的跨界人才。

东京大学的发展目标是培育引导世界学术研

究水平，并能为实现社会公正、科学技术的进步

和文化创造做贡献，具有世界视野的市民精英。

为实现大学宪章的精神，东京大学始终不忘初心，

坚守着教养学部，不断在学科设置上推陈出新，

与时俱进，一步一步地朝着国际化、科学化和专

业化的方向迈进。

　　四、东京大学教养教育面临的机

遇和挑战

　　一直以来，围绕着教养教育，日本学界讨论
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第一，教养教育是

否必要；第二，教养教育该如何进行。１９５１年，
教养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的一环被定着下来，

为日本高速发展的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输送了大量
较高综合素质的社会精英。可以说，没有教养教

育就没有日本二战后的腾飞。但是，伴随着全球

化的推进，国际经济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产业构

造、企业活动，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等

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与此同时，伴随着大

学教育的大众化以及学问、研究的专门化、高度

化，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欲望、学习兴趣等话

题越来越受瞩目。因此，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围绕着
提高大学教育质量，重新审视一般教育、教养教

育的改革活动越发活跃。１９９１年，设置基准大纲化
以后，教育部门放松了对教养教育的管制，各大

学纷纷解散教养部 （学部），探索新的一般教养教

育模式。但是随后的大学审议会 《关于全球化时

代所需要的高等教育的存在方式》 （２０００年）、中
央教育审议会 《关于新时代的教养教育的存在方

式》（２００２年）、中央教育审议会大学分科会 《我

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形象》（２００５年）上反复又提到
了教养教育的重要性，并且宣称１９９１年的改革并
未到到当初预计的效果［１０］。如今，各大学在教养

教育的重要性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正着手研究

如何开展教养教育。与其他大学，乃至文部科学

省摇摆不定的态度不同，东京大学在教养教育方

面不但没有犹豫过、怀疑过，而且还一直致力于

教养教育的全方位改革，力求培养出更具厚度与

宽度的高素质综合性人才。

另一方面，中央教育审议会发出重视教养教

育的警告后，为实现全人教育，各大学主要从课

程设置，学部 （学科）的设立、改组，以及运营

组织的设立、教育系统的扩充等三个领域进行改

革，完善教养教育。相比之下，东京大学的教养

学部的组织结构一脉相承，未发生较大调整，主

要将改革的重心放在资源与学科的整合上，在时

间的长河里，显得越发厚重。进入２１世纪，气候
变暖，环境污染，能源危机，地域间差别进一步

扩大等全球范围内的自然问题、社会问题越发严

重，作为日本最优秀的大学的代表，如何培养出

符合国民期望、利于社会发展的综合型人才将成

为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最大的课题。

五、总结

为了实现具有开阔视野，兼具高水平专业知

识、理解力、洞察力、行动力、想象力，且拥有

国际性和开拓者精神的各领域的指导性人格的教

育目标，东京大学始终坚守教养教育。可以说，

教养教育的成败关系着东京大学教育目标能否实

现。无论是二战后初期的满目疮痍，还是 ２０世
纪６０、７０年代的高速发展，甚至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的经济危机中，东京大学凭借着高水平的科学

研究和高素质的校友，始终位于亚洲优质大学前

列，其中教养教育居功至伟。东京大学教养学部

所贯彻的全人教育理念和国际化的视野，以及科

学化的运营体系值得我国教育工作者好好学习。

注释：

①　“学部”相当于我国大学机构中的“学院”，而“部”相当
于“系”。

②　Ｋｏｍａｂａ是“驹场”的音译，是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所在的
校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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