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复旦大学，面向全校学生的通

识核心课程“化学与中国文明”已开

设了九个学期。

和大多数通识课一样，教学过程

中也面临巨大挑战。

首先要避免通识课程成为“通俗

课程”，课程设置在有足够深度的同时

也要有足够的辐射面，既不能让那些

没有化学基础的学生感到枯燥乏味，

也不能只有历史和故事。同时，还要

解决教学方式的难题。

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能解决，那通

识课程只能是“人文情怀”下的“狼

狈教学”。

大学为什么要坚持通识课程？为了抑制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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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文

我在课上试图给学生传递这样一

种观念：无论大家对现代化学的看法

如何，化学发展的目的只有一个，那

就是让社会变得更美好，这也是化学

人共同的价值追求。

为什么要做化学？我想给学生传递

的是，做化学是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

有段时间穿越剧《步步惊心》很流行，

我问学生们：如果你们穿越了，会带什

么东西回去。设定场景是古代的一片田

园，没有化工厂，没有污染，一派田园

生活。他们有的说带几本史书就可以

了。那好，满足他们的愿望，继续往

前穿越，如果穿越到茹毛饮血的时

代，我们该带什么？这个时候，他们

开始带的东西就比较奇怪了。

我一个一个打破他们不现实的想

法。比如，有的同学说带一本含有很

多知识的书，我说，没问题，你可以

把复旦的图书馆带过去，请问你当天

晚上吃什么。“哦，老师我不喜欢吃晚

饭。”“第二天早晨呢？”“哦，我早晨

也不吃饭。”“那么请问你穿过去以后

住哪儿？”这时，他不知所措了。我继

续说：“你第二天中午吃什么，还不吃

饭？第二天晚上呢？你要去打猎了，

你拿什么武器？”我跟他们开玩笑说，

在那个茹毛饮血的年代，也许你活不

过当天晚上。我继续说：“你想喝碗热

水该怎么办？”这个学生说：“老师我

带一口锅。”“有锅了怎么把水加热？”

这个时候同学们就会想到火。每当我

提出一个问题，很多同学会很快的

给我一个回复，这时候我就要慢慢

分析，不说合理不合理，只是帮着

分析，分析到最后，就会发现问题

的本质。

在化学史上或者在科学史上有句

话叫“火的发明或火的使用，重要性

甚至超过蒸汽机”。中学历史课本里

说，在周口店的山洞里发现很厚的积

灰层，证明有人类活动，这句话的化

学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这个灰的发现

能够证明人在活动？因为我们发现人

类摆脱茹毛饮血的状态前提是会使用

火，就像那个同学发现想喝一杯热

水，真正需要的是火而不仅仅是锅。

然后一直讲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

金属冶炼对火的掌控，我们的陶瓷文

化等等，学生们就理解得非常清楚，

也愿意去思考。

在海报上曾经看到一句话，说兵

马俑是人类第十大奇迹——“令人惊

奇的是在出土的兵马俑里面，没有发

现任何两个是一模一样的”。不少学生

看到这句话，认为是一句没意义的真

话，作为一个化学老师，我会问学

生：第一，在那个年代有没有流水

线？答案肯定是没有，纯手工打造；

有没有可能搞复制？也没有。第二，

当时学生已经学了窑变，兵马俑是陶

制的，是不是烧出来的？回答是肯定

的；那么，里面的金属离子浓度的一

点点改变，是不是都会导致它的颜色

差异？所以，兵马俑不一样太正常

了。其实，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说，“令

人惊奇的是，在这么多里兵马俑里居

然发现两个一模一样的兵俑”，这才是

奇迹呀。

我在给学生讲陶瓷的时候，问学

生“两个瓷器，一个薄如蝉翼，一个

厚如城墙砖，你们觉得哪个贵？”学生

认为薄如蝉翼的贵。那么，用料上明

明城墙砖那个用料更多，为什么薄的

贵？不断追问，学生就会慢慢思考这

些问题的逻辑。

其实，人无不是在追求更美好的

生活，而那些难做的、具有挑战性的

工作，才能显示人类智慧的结晶，展

示人性之美。“我们在大学的课堂上学

习，难道不是在挑战自己吗？我们为

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接受教育，不

就是希望将来能够做一些挑战自己的

事情吗？”在给学生们讲白瓷时，我

说：“这个瓷你们看怎么样，明明出土

很名贵的瓷，但就是黄色的，这个瓷

白吗？”学生还是会说不白，我就继续

问：“那为什么觉得它很名贵？为什么

白瓷会那么名贵？”学了这门课就会明

白，白瓷很难做，以前烧的砖是红色

的，因为里面有其他金属离子，古人

学会物质分类、分离后，才能烧出这

么白的白瓷。

教学是个良心活儿，尤其是通

识教育，这个讲台需要教师心存敬

畏，拥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热情，才

能够初心不改，践行通识教育真正

的使命。

（作者为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

在不断追问中，让学生学会从质疑到探索真知

这种教学方式给教师提出了非常

大的挑战：需要教师知识全面，能够

融会贯通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

仅以化学学科为例。化学知识和

人类生活、审美以及文化有关联。比

如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用颜色来

区分等级，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阶

层。像正红、正黄，在封建社会很长

的一段时间里普通老百姓是不被允许

使用这些颜色的，所以布衣只能穿蓝

色、灰色，这是为什么？还有欧洲宫

廷最早期的紫色，非常高贵；但后来

紫色又变得不那么高贵，大家觉得带

有一些特殊意味的颜色，这实际上是

一种社会行为，那么它和化学有什么

关系？是什么把一个非常高贵的事物

拉下神坛，变成这个样子？很多传统

的技艺，比如中国的中医药、丹术、

陶瓷、建筑，文化背后的化学逻辑是

什么？

同样，给学生讲青铜器，中国的

青铜器为什么这个样子？中国是什么

时候开始崇尚鼎文化的？什么材料的

改变让它消失？这就好比在问，我们

为什么某一天大家都开始吃螃蟹了

——因为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

们最开始都是用陶瓷烧的鼎，突然用

青铜铸造了，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以肯定的是化学技术发生了变革，

一定是他们能够冶炼青铜了，才会有

这样的事情发生。但为什么最后青铜

又被抛弃，人们开始使用铁器？其中

的 逻 辑 是 什 么 ？ 人 们 又 在 寻 找 什

么？……

如果把这些讲明白，不仅要从中

国的历史入手，还要有跨学科的视

野，看一看在同一时期国外做了什么

事情，他们的化学技术是怎么朝前推

进的，为什么现代化学诞生于西方而

非东方……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在

文化上怎么解释，在逻辑上怎么解

释，这个分析解释的过程非常考验教

师的知识储备和授课功底，同时也考

验师生互动的能力。

还记得曾经班上有一个法语专业

的女生，她非常喜欢《红楼梦》，在上

了化学通识课后，就开始找 《红楼

梦》里面和化学有关的东西。她去大

观园里找蔷薇硝，找各种调料做的胭

脂。最后她发现利用化学知识可以证

明它们存在的合理性，她开玩笑地

说：“以前别人都说曹雪芹是个厨子，

是个医生，现在我发现他还是个化学

家。”实际上她的兴趣已经被激发，当

她回头再看一些史料或者一些事情的

时候就会产生联想。

记得电视剧 《甄嬛传》 特别火

的时候，因为是宫斗剧，不少女孩子

都很喜欢，里面妃嫔们用各种手段互

相伤害，在我们看来这些东西也就是

有毒有害的物质罢了，但学生们就在

那里求证，探究这些药材的功能和性

质。这些行为说明，这些学生已经形

成这样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

融会贯通古今中外，接受挑战的不止是学生还有老师

事实上，通识课的授课逻辑就

是：和学生分享这门学科产生和发展

的过程，以及与人类活动的相关性。

授课的重点也不是具体的知识，而应

该是一种思维方式。

其中，好奇心和想象力是创造性

思维的起点，是激发学生探索的动力。

传统课堂中的填鸭式教学，重在

知识、技术的传授，教师滔滔不绝，

学生却可能觉得枯燥乏味，由于缺乏

思想的碰撞，课堂毫无生气，学生难

以体会到探究知识的快乐。

在通识教育的课堂上，可以在保

持严格推理的前提下，尝试进行归纳

式、启发式、渗透式的教学以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自主学习的能力，激

发学生的创造性和求知欲；培养学生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最终能够阐释

问题或者寻找用化学的手段解决问题

的思维方式。

比如，对于“树叶为什么是绿色

的”这一问题，课本上说，这和叶绿

素有关；而启发式思维不仅告诉我们

这和叶绿素有关，还会让我们不断追

问：树叶为什么秋天会变黄？为什么

有些树的叶子不是绿色的？血液为什

么是红的？为什么有些动物的血液是

蓝的？当我们引导学生不断追问时，

也恰恰是在培养他们用科学的思维方

式，去探索世界的本质。

我曾经在课堂上给学生讲，为什

么中国人的青花瓷是这样的，为什么

青瓷和白瓷被称为“母亲瓷”；讲清其

中逻辑之后，继续追问引发学生思

考：比如中国古代为什么要设置盐

官？盐从何来等等。学生在对这些问

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根据教学要求

组成学习小组，检索史料、查看相关

数据，分工合作撰写论文。这样的学

习模式能使学生获得非常快速的成

长，因为他的科学思维被激发出来

了，他也开始带着问题去探究。

批判性思维的起点是提出问题并

且善于提出问题。当老师有意识地在

课堂上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时，学

生不再满足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的一知半解、不求甚解。打破思维

“禁区”，方能走出思维“误区”，勇于

走入思维“盲区”。

更重要的是，要想别人没有想过

的问题，问别人没有问过的问题，并

且要刨根问底，探究深层次、根本性

的原因。我们期待学生能从通识教育

的课堂上获得的这种批判性思维能

力，是将对一个事物的看法和判断建

立在对其深入了解的基础上。

鼓励学生打破思维“禁区”，要想别人没有想过的问题

当下,社会普遍把前途和未来的

职业发展作为评价一门学科、一个专

业是否有用的标准。如果受教育是一

项投资的话，那么评价标准必然是

“回报”。将市场逻辑的“投资与回

报”用于大学教育，体现了社会对大

学教育的部分认知和态度。这也是

就业好的专业热门，基础学科逐渐

冷门的原因。

爱因斯坦说过，“大学教育的价

值，不在于学习很多事实，而在于训

练大脑会思考”。大学的课堂能够真正

带给学生的也不应该仅仅是知识，更

应该是一种思维和习惯。

知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迭代，但

是可迁移的能力却具有普遍性,它能告

诉我们用怎样的视角看待世界、解决

问题。在最容易被塑造和改变的年

纪，如果过分看重培养自己的职业技

能，而不注重思维的培养和创造的体

验，这种想法是短视的。

基础科学转化为经济效益的过

程缓慢，但却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的基础，是技术革命中最关键、最

重要的部分；不仅如此，个人可以

在跨学科学习中开拓视野，领略人

类思想的深度和力度，接受心智的

训练并感受其中的愉悦，对人生与

社会进行反思，培养自己的独立意

识和批判精神，最终形成健全而有

力的人格。因此，通识教育的目的

正 在 于 此 —— 提 升 学 生 的 基 本 素

质，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使他们

有足够的知识宽度、学习能力、健

全心智去适应未来职业的发展，适

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

在大学中，虽然每位学生、教

师各有专业属性，但大家能够在校

园中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浸润在

“和而不同”的大学文化之中。营造

以基础性学科为主的学术氛围、抑

制急功近利、急于学以致用的价值

倾向，这是全面推行通识教育的意

义所在。

讲究“投资与回报”的市场逻辑，不适用于大学教育

进入21世纪的短短二十年间，人

类的知识及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知识更新与迭代不断加速，尤其是

新知识对于旧知识呈现出的，并非积累

性突破，而是颠覆性刷新，往日的重要

知识甚至被抛弃得无影无踪。这对于传

承知识与培育人才的教育系统更是巨大

的考验。

在大学，通识课程的灵魂就是打破

学科限制，开拓视野，融会贯通，领悟

创见。

为什么要打破学科限制？实际上，

所谓的学科只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时候自

己给自己细分的视角，以利于专业的探

究。久而久之，学科成为一条探索的

途径，却同时带来画地为牢的副作

用。所以，人们一方面在强化学科的

专业性，一方面也希望尽可能消除学

科的盲点。

通识课程就是要让学生从狭隘的学

科中跳出来，从更大的视野去重新认识

世界。也正是因此，通识课程往往把学

科贯通作为基本理念，要求历史系的老

师不讲纯历史，物理系的老师不拘于物

理，这才有了 《东亚文明的历史进

程》《人文物理学》等一批课程的诞生。

改变“言者谆谆，听者昏昏”，
教育需要打破凝固的“框框”

所有的知识都是人类对于自身、以

及从人类的角度对于世界的观察和解

释，同时也是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对于世

界的规定。在人类思考面前，所有的学

科本质上都是相通的，殊途同归。文理

科之分，表明各类人更擅长从何种角度

去观察世界。通识课程在学科限制的意

义上，正如学生所言，“通识通识，通通不

识”，不识的是套在我们头脑中的框框，

见到的是更接近于整体的世界。

框框打破了，奇思异想便迸发出来，

讨论课因而显得十分重要。

上好讨论课的关键在于引导，确定

好的专题，进行无拘无束的思想交流乃

至交锋。在这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助教

的作用。当然，教师不能对助教放任不

管，而应该同助教密切沟通，确定讨论的

主题以及方向，交给助教去主持。没有

手握判分大权的老师在场，气氛变得十

分轻松，知识的探讨变得活跃起来。

讨论必须做好事前的功课，必须对

专题有预习，并且配上大量专题性的阅

读，做足功夫，否则会流为临时起意的漫

谈。尤其是让学生课前作专题性PPT非

常有益，让学生像老师一样去备课，组织

知识，学习层层深入的讲解方法，当一回

老师。知识只有讲得明白的时候才算有

所掌握，所谓听懂了其实不是真懂。一

门通识课，必须打破学科的限制，还要打

破读书与实践，乃至课堂与社会的区隔，

才能层层深入，层层贯通，才是真正意义

上的通识课程。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打破框框，才能迸发奇思异想

调动学生思考，随堂发言，对于教

师是严峻的考验。学生会发现并提出许

多盲点，出乎意料，让教师措手不及。

这时，如果教师转换角色，和学生并肩

去探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须

知，高高在上的“训导者”远不如同行

的向导来得亲切，给人的启发更多。

回想我们的一生，还记得老师曾经

传授的哪些知识？大多忘记了。然而，

让我们眼睛发亮的启发，或许就那么一

句话，我们却因此踏入知识殿堂的大

门，人生从此不同。因为那一句铭刻于

心间的话，那位老师成为我们一生的指

路人。

因启发而登堂入室，那么，要启发

什么呢？领悟知识的能力。

领悟知识的关键在于明了知识的来

龙去脉，无非是“因何而生，如何存

在，向何而去”。首先，一切的知识都

是过去的结论。因此，不要把知识视为

确定的真理而囫囵吞枣，时过境迁，知

识也在变化，一定要弄明白知识形成的

环境与条件。不明白这一点而死记硬背

的人，记得的越多，人越固执，墨守成

规，甚至成为继续前进的障碍。因此，

必须把知识如何产生的背景讲清楚，同

时也就懂得了知识变迁的要窍在哪里，

灵活地、发展地掌握知识，这是需要启

发的。

其次，过去的知识为何如今仍有意

义？那是因为古今所具有的环境与条件

的共性，其变化则是条件使然，由此了

解知识的内在结构，及其适应性，从而

学会如何运用知识，以及进一步拓展知

识的能力。所有的知识都在与时俱进，

推陈出新，切忌故步自封，裹足自诩。

为什么理工科变化迅速而人文学科

变化缓慢呢？那是因为科学研究的条件

在加速变化，因此其知识更新也同步加

速；人文学科所研究的人及其品性变化

甚少，因而呈现相对的稳定性。因此，

变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基于空想的促

变只能是灾难性的失败。弄清楚知识在

今日的存在样态也是对人自身的认识，

至关重要。

再次，今日的知识用于解决未来的

什么问题，并将如何随着时空的变化而

变化，这是对于知识的展望，从而了解

发展的趋势。知识的连续性乃至颠覆性

都有迹可循，因此，其未来的发展也具

备预测的根据。但是，知识只有不断

的深化，而没有绝对的死活。许多知

识的再生得益于打破人类曾经行之有

效的学科限制，因此，跨学科的前景

十分宽阔，需要改变的是我们凝固的

思维框框。

让更多学生因教师的启发而“登堂入室”

学生果真脑子一片空白吗？大概

未必。

我发现老师不在场的时候，学生发

言踊跃；下课以后，问题多多。如何调

动他们敢想敢说，是应试教育之后急需

修复并激发的学习能力和探索精神。

我认为，应该对学生提一个要求：

有问题就在课堂上提出。我也尝试着拒

绝在课后回答同学的问题。实际上，个

别学生的问题很可能是大家共同的问

题，即便是个别的问题，也可能激发起

同学们的思考，引起讨论。只要有同学

提出问题，其他同学的畏惧心就被打破

了，上课提问形成风气。

同学敢提问了，他们有什么不明白

的地方，或者有什么想法，在课堂上随

时举手发言。教师根据课程的内容进行

讲解，觉得讲得很明白了，实际效果如

何呢？我曾经让同学复述讲课的内容，

发现和我讲的意思相差不小。显然，

老师讲了什么不等于同学听到了什

么。因此，让同学随时发言，可以缩

小讲者与听者之间的误差，让知识传

播得更加准确。

更重要的是，教育的着重点在于启

发，因此，教师必须把握学生在想什

么，才能有的放矢。一堂课成功与否，

在于能不能解决学生所思所想，引起他

探索的好奇与热情。教师是问题的提出

者，同时应该是探索问题的协助者，而

不是无所不知的“圣人”。满堂灌无异

于越俎代庖，言者谆谆，听者昏昏。

上课不提问下课提问？是时候打破提问的“畏惧心”了

通识教育让学生的视野打开了，但

是学生的思维和行动却不一定跟得上。

尤其是经过高中强化的学科应试训练

后，学生的头脑被紧紧地“框”住，因

此，通识课程的关键是如何激发和调动

学生去思考和主动探索，而不是被动接

受，亦即启发式教育。

学校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最

主要的是教会学生独立思考的方法，

而不是知识的灌输，因此不应该有框

框和限制。

世界的无限性决定了探索的多样

性，既没有范围，也没有答案，一切皆

有可能，唯须勇于探索，敢于思考，不

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教育的真谛正

在于此。

有范围有答案的知识传授不是教

育，而是训练。用训练取代教育是应试

教育对人造成的最大伤害。习惯了应试

教育后的学生在通识课程的课堂上，放

开想象力的时候他不敢向前迈进，望着

老师的脸，困惑于知识的无涯，渴求唯

一正确的答案。大庭广众，只想说正确

的话，害怕答错扣分，甚至被老师同学

看低。这时候，不说话成为“最聪明”

的选择，满堂鸦雀无声。

■韩昇

课堂鸦雀无声，不说话成了“最聪明”的选择？

图\国뻵훐맺

通识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成为
“真正意义上完善的人”，它更重视
学生在健全人格、人文情怀、科学
精神及社会责任感上的收获与成
长。高校通识教育开展至今，仍然
挑战重重。
对学生来说，在最容易被塑造

和改变的年纪，如果过分看重培养
自己的职业技能，而不注重思维的
培养和创造的体验，无疑是短视
的；对于老师来说，要开展通识教
育，需要他们本身就具备对知识融
会贯通的能力，对通识教育有足够
的认知，否则所谓的通识教育只能
成为“通俗教育”。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