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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講座教授劉金源 翻轉通識教育獲終身成就榮譽獎

卓爾不群

【記者林毅樺專訪】在電機系講座教授、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劉金源的辦公

室裡，擺放�由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頒發的「終身成就榮譽獎」，係由中華民國通

識教育學會新設立的一個獎章制度，針對在通識教育領域上貢獻良多、表現卓著的學

者給予榮譽。為臺灣通識教育貢獻了20餘載光陰，同為臺灣通識教育策略聯盟暨品質

策進會理事長的劉金源表示，很榮幸獲得學會認可自己在過去生涯中推動通識教育的

貢獻，未來會繼續為通識教育的發展而努力。劉金源說：「走出去了就不會限制發展

，做了就變成一種能力」他跨出了第一步去推動通識教育，就相當於跨領域的學習

，至今收穫斐然。 

「無心插柳柳成蔭」這是劉金源對於其推行通識教育的心路歷程。從民國85年起，適

逢大法官釋憲，大學共同必修的改革浪潮掀起，兼任國立中山大學教務處出版組組長

的劉金源，當時該校校長劉維琪委派其重大任務「改革中山大學的通識教育」，自此

之後，劉金源便與通識教育結下不解之緣。「通常推行通識教育的老師是擅長人文、

社會領域的教授，我卻是專長水下技術、水中聲學的領域。」劉金源笑言這是一個跨

領域的挑戰，當時抱�挑戰的心態，認為不懂的只要用心學必有所得，便接下這個任

重而道遠的任務。從參加多場通識研討會、走訪學校的過程中，劉金源積極收集�各

界對通識教育的見解，後組織學校成立校級共同教育委員會，開啟了中山大學的通識

教育改革之路。 

民國93年，中山大學的通識教育中心成立，由於長期的投入，劉金源擔任第一任主任

，同年獲得了教育部大學通識教育評鑑第一，奠定了中山大學在通識教育的地位，備

受矚目。「沒有專業的通識是空洞的，沒有通識的專業是盲目的。」談及通識教育在

大學裡重要性時，劉金源表示，「通識教育是大學課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環，屬於基礎

教育，涵括人文與科學不同面向的學問，大學生應先學習基礎與核心教育，對不同領

域均有所涉獵，彌補學生在高中時期因考試分科分流而限制學習的不足，藉此建立學

生人文與科技跨域合作之能力，同時培養人文與科學素養，進而建構專長，成為一個

跨領域的人才，否則只能是浮沙築塔，難以應對社會未來的競爭環境。」 

劉金源引述了屏東商業技術學院校長杜炯峰的一句話「沒有專業沒有前途，只有專業

前途有限。」他認為教育不只專業，也有文化面向的教育，現今臺灣需要的不是一個

偏頗的學習，而是需要全人教育，一個全面向的教育，學生的學習態度、品格、素養

同樣重要。 



對於現行通識教育課程的劃分準則，劉金源說明通識教育為形塑各校學生之特質，故

應注重理念與目標，以本校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為例，秉持校訓「樸實剛毅」的精神

，並融入三化政策與八大素養，透過理念與目標規劃課程與科目，形成一個PDCA循環

。在現時臺灣的通識教育師資發展、教學品質如何控管，劉金源直言設定通識課程應

有一定廣度與深度，以生命教育為例，師資應為「大師級」人物，本身對於生命經驗

與教學經驗有一定歷練，才能深入淺出地傳道授業，同時學校的配套資源是非常重要

的，例如足夠之教學助理、經費，每一門課程的心思、資源付出都很龐大，才能控管

、維持良好的教學品質。 

劉金源語重心長地說：「目前臺灣各大學都忽視通識教育的問題，認為通識教育只是

補充教育而並非核心教育。」臺灣的大學生普遍存在錯誤的價值觀，只�重於其學習

的專業領域，修讀通識只是為了拼湊學分畢業，更有了「營養學分」一說，往往學生

的教學評鑑的標準都是老師給分是否寬鬆、課程是否好過。劉金源認為「通識教育」

、「專業教育」被等同對待的觀念在此階段較為困難，甚至當教育部宣布不再評鑑後

，許多通識教育中心被解散，故而臺灣通識教育需要力行宣導，提倡跨領域的學習氛

圍，注重通識教育和就業競爭力之關係，例如通識教育對態度、品格、基礎教育、第

二外語能力之訓練。 

劉金源亦建議教育部可思考過去所推行之通識教育制度是否有改善空間，進而「去蕪

存菁」地提出新的模式，而老師則精進自己的能力，充實自我，以教學實踐研究，應

對將來不同的教育體制。「老師是演員，學生是觀眾。」這是劉金源對於現行教學模

式的觀感，在課堂上，老師往往準備了投影片照本宣科地解讀課文內容，卻失去了課

堂的意義，學生可以在網絡上下載投影片閱讀而不去上課。因此現行的教學模式應該

改變為「老師為導演，學生為演員」，老師應該引導學生如何去學習課堂主題，由學

生去講述主題，再由老師去更正學生的錯誤，從而建立良好的師生溝通管道，提升課

堂效率。（編輯／梁淑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