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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四地」高校中國語言與文學專業課程體系比較 

——以 4所代表性大學課程為例 

 虞凌楠，许弘毅 

 

摘要：本文針對「兩岸四地」高校中國語言與文學課程體系進行比較研究，對北京大學、臺灣大學、香港大學及澳

門大學四所高校發布的培養方案進行整理與統計，探討其中國語言與文學專業課程設置的異同。結果顯示，北京大

學強調全面的人才培養；國立臺灣大學則重視傳統文化的薰陶；香港大學提供較多的自由選擇空間；而澳門大學則

注重均衡發展和人格教育。四校在通識課程設計上也存在一定差異，各自強調不同的人格培養方向。 

關鍵詞：課程設置；兩岸四地；人格培養 

 

一、 引言 

雅斯貝爾斯在《什麼是教育》中說：「大學是研究和傳授科學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長的世界，

是個體之間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學術勃發的世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現代教育體系和思維不斷

成熟，各大高校中文系的培养体系應與之俱進然，構建現代化人才培養體系。課程設置在任何一個

教育體系中都居於中心地位，因為教育的最高宗旨是培養人；而培養什麼樣的人, 最終將由課程來

決定。也就是說, 設置什麼樣的課程, 就意味著要培養什麼樣的人。因此，針對各大高校中文系開

設課程進行分析研究，以期為新時代背景下漢語言文學專業建設謹獻綿薄之力。 

雖然前人已研究過漢語言文學系課程開設與知識體系（沈衛威 2011），海外高校中文系課程開

設分析（張慧娜 2021，丁米 2011）等等，但迄今尚未有人研究過中國高等院校之間中文系課程開

設差異。因而針對該空白領域，作為澳門大學中文系本科生，我們認為該課題值得進一步對其進行

深入探討與比較研究。 

中華文化枝繁葉茂、源遠流長。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四地作為根植漢文化的土地，在文化

傳承與教育上都肩負著重要責任。為推動中文教育，四地的頂尖高校推出了「兩岸四校中文合作計

劃」，迄今已歷十年，四校充分發揮各校中文系的優勢，加強了學術交流，使中文教育呈現出同中

有異，百花齊放之盛況。故本文將立足於四地頂尖學府：北京大學、臺灣大學、香港大學、澳門大

學，作為代表性高校對其中文系課程設置進行分析；通過各校官網、教務處所發布的專業簡介、課

程大綱、課程表等對各學校中文系開設課程的數目、類別等進行統計整理並建立封閉語料庫。除此

之外，基於各個課程的修習年級、課程內容、課程類型、課時數等方面對語料進行語碼標記，運用

社會語言學理論和對比研究法等統計學方法深入分析各校中文系課程設置之特點與異同。 

  

二 、知識體系構造：四校學分組成及專業課程特點之比較 

「主體的知識結構在實踐活動中能釋放出多大能量,取決於它的模式是否合理。模式是知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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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存在的具體樣式,是主體所掌握的知識的數量、種類和層次三要素之間的組合方式。探明知識結

構有哪些模式以及各種模式的組合方式和功能特點,可以幫助主體正確認識自己,有目的地吸取知識,

自覺地建構最佳知識結構。」（侯小豐 1991）根據其理論，主體的知識結構層次一般可分為一般常

識知識、基礎知識、專業基礎知識、專業知識和研究方向五個層次，其中的內容因時代因人而異。

而人的知識結構組成由於數量、種類和層次三要素之間組合方式的不同，又大致可以分為通識能力

與專業能力。通識能力與專業能力的關係在人的知識結構組成中的分佈大致為金字塔形，上下分層，

互為倚靠。 通識能力提供所有知識的分支，使學生在致力於學習一種特殊的、專門的知識之前對

知識的總體狀況有一個綜合的、全面的瞭解，其相對應的能力為口頭表達能力、書面表達能力、文

學鑒賞能力等。 而專業能力則在此基礎上對其中某個方向進行的更深入的研究。 

 在通識能力方面筆者選取各學校對中文系學生在通識課方面的要求結合四個學校在通識課方

面的簡介進行比對。在專業能力方面通過統計四個學校為中文系學生開設的必修課、選修課以及對

修習課程的預期要求進行比對，來探究四個學校對中文系學生在專業能力方面培養的預期目標和課

程設置。 

除此之外，漢語言文學歷經兩千多年的嬗變，始終保持著強勁生命力。 因此對於這門學科而

言，如何在新時代背景下維繫其內在源流的同時面向世界、推陳出新是一個需要考量的問題。 因

此筆者對語料進行了該方面的語碼標記，將中文系專業課程分為「傳統」與「西方/現代」兩類，

以呈現四所高校在該方面的教育策略傾向。 

  

1.專業能力培養 

由於四所學校各自的學分構成體系存在差異，因而筆者認為我們沒有辦法以一個系統性的理論

講四所學校囊括進去並進行橫向的互相對比分析。因此我們決定將其分為開設課程和應修課程兩個

方面對四校進行比較。以下是筆者通過各學校教務處公布教學大綱與培養計畫，整合統計出數據如

下： 

表 1 專業課程開設情況統計 

 專業必修 專業選修 

北京大學 24 102 

臺灣大學 22 84 

香港大學 10 49 

澳門大學 14 38 

  

表 2 四校學生應修學分統計 

 專業必修 專業選修 

北京大學 58 37 

臺灣大學 44 60 

香港大學 18 54 

澳門大學 4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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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從開設學分方面來看，北大共計為 126 門，臺大為 106 門，港大和澳大則分別為 59 門及

52 門。由此可見，北大和臺大課程開設數量相對而言顯著多於港大和澳大。 

從應修學分方面來看，北大、臺大、澳大的專業必修課程學分分別為 58、44、42。因而此三校

對於中文系本科學生的能力都存在著預設要求。而只有港大在此方面不同，由於其大部分課程基本

為 6分制，而其他三校則多為 2-3分，因而港大的必修課程數量顯著低於其餘三校。與之相伴的則

是港大的剩餘學分並不作要求，可以自由選擇其他院系開設課程。可以見得，北京大学、国立臺湾

大学和澳门大学对中文系学生基础能力有着更多预设性的要求，為中文系學生設計了一系列基礎課

程學習計畫。香港大学則相对而言給予了學生更多自主選擇空間。  

2.課程側重描寫 

   筆者根據四校教務處在官網上發布的課程表，整理了四所學校課程計劃中的專業必修課程與

專業選修課程，意圖以此作為四校中文系開設課程側重的體現，並在此基礎上運用定量分析的方法

進行研究和描摹。統計結果如下表： 

   

               表 3  四校文學類課程與語言學類數量統計 

文學/語言學 文學 語言學 

北京大學 76 25 

臺灣大學 62 28 

香港大學 42 15 

澳門大學 28 18 

  

             表 4 四校傳統類課程與西方/現代類課程數量統計表 

 傳統 西方/現代 

北京大學 53 64 

臺灣大學 74 25 

香港大學 26 32 

澳門大學 23 29 

  

通過對表 2 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開設課程總量上，北京大學顯著多於其餘三校。 在專業基礎

知識方面，北京大學開設課程最多。 而在專業知識方面，除北京大學有明顯數量優勢外，其餘三

校都開設了一定數量的課程。有一定差別，但並不顯著。 

除去課程總量的區別，四所高校的文學類與語言學類課程安排在數量上也有著一定的特點。從

表 3 數據可見，四所學校所開設文學類課程均明顯多於語言學課程。 在具體數量上，澳門大學相

較均衡，北京大學與香港大學在文學課程與語言學課程數量上的差距則更為顯著。值得關注的是，

四所學校中僅北京大學的專業設置為「漢語言文學」、「漢語言專業」兩個並列的專業，由於其餘三

校均只開設了中國語言文學係，因此本文僅就北大「漢語言文學」係進行討論，「漢語言專業」相

關課程數據並未列入表格。 



澳門學術發表 Macao Academic Publication                                                                          2024 年 9 月第 2 期 總第 2 卷 

 

 

 

44 
 
 

在「傳統」與「現代」的教育傾向方面，四校略有不同。如表 4 数据可见，臺灣大學所開設的

傳統類課程遠多於「西方/現代」類課程；其他三校則均以「西方/現代」類課程略多，二者數量相

差不大，相對均衡。我們總結了四所學校在專業能力培養方面的規劃現狀，不難發現四所學校在專

業能力培養方面都非常注重文學類課程，但語言學相對而言較少。 相較於前者，後者所佔比重在

四所學校中都僅為四分之一左右甚至更少。 而在傳統文化課程與西方現代課程之間的規劃上，北

京大學、香港大學和澳門大學比例基本一致，開設西方現代課程數量比傳統類課程多出約 20%。只

有臺灣大學的傳統文化課程數量是西方現代課程的兩倍，足以見得臺大對於庾續傳統文化之重視。 

  

3.核心能力架構 

對於中文系學生而言專業選修課所承擔的功能更多在於為其未來發展研究方向提供背景知識和

技術能力，專業必修課才是一所學校對其中文系學生核心能力架構的培養。 因此本部分主要聚焦

於四所學校對中文系學生核心能力培養的架構之特點與異同，並試圖歸納出四所學校各自特點以供

參考。 

以古代漢語為例，其相關知識在四所學校中均為必修，學生能通過該課程瞭解古代漢語面貌，

掌握古代漢語文字、詞類和語法內容並懂得如何將古漢語知識應用於實際的古文閱讀和理解上。 

但在課程安排及學制構成上，每個學校的安排並非完全一致。 如臺大將其分為文字學、音韻學、

訓訞學三門課程，每個課程學時為一學年。 澳大開設了一門古代漢語，學時為一學年。 北大則分

為古代漢語和訓訌學及音韻學，學時總共為兩年。 港大則只有一門古代漢語導論，學時為一學期。 

由此可見即使是同一方面的知識，各個學校的安排也各不相同。 

除古代漢語外，必修課程還有其他諸多領域。 如文學方面，北大和臺大將之細分為多個領域

分別講授。 如「閱讀與寫作」、「歷代文選及習作」等課程，代表著兩所學校對文學方面的重視。 

澳大和港大則以綜述形式出現，如「中國現代文學」、「中國古典文學導論」等課程。 詳細講述課

程則設為選修課程供學生自主選擇，如「二十世紀華文文學」等課程。  

除此之外，每所學校也各有其特點之所在。 北大有諸如「民間文學」、「當代文學」、「古代文

學」、 「文學原理」等一系列文學類必修課程，在每個領域進行詳盡的劃分，深入探究，講授全面。

臺大則於古代文學方面進行更為專一的區分，課程導向更加細緻，開設課程如「先秦兩漢文選」等。 

語言學方面四校特徵基本與文學一致。 北大依舊最為全面細緻，有其他三校未曾開設的「中文工

具書使用」、「語言工程與中文信息處理」等等課程。 臺大在小學方面比重更高，港大澳大則依舊

以綜述形式開設。 

總體來說，北大在必修課程細緻程度及系統性程度上具有更多優勢。 「民間文學」、「中文工

具書使用」等課程展現了其在中文系學生核心能力培養上的深度挖掘，課程安排全面周到。臺大則

非常重視古典文學方面，「國學導讀」、「文學概論」等等課程，更為注重培養學生文學方面的閱讀

理解及行文寫作能力。 港大和澳大相對較為自主，必修課程基本以概論形式出現，進一步的研究

與深入需要學生在選修課程中由自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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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全人格培養：專業課和通識課在人格教育中的具象體現 

學者黃希庭認為，人格是一个人的存在方式。羅素指出四種理想的人格：活力、勇氣、感性和

智慧。 

在大學教育中貫徹人格培養是諸多高校的信條之一，這一點亦可見於本文所討論的四所高校的

課程規劃中。賈馥茗認為，人格，見於品格和修養等方面，而知識和品格有著相輔相成的關係。如

臺大對其通識課的介紹：「除了藉由本校通識課程的規劃與實施來達成，亦可透過專業系所提供的

正式課程、潛在課程，或是非屬課程的校園活動，營造有助於培養學生基本素養的學習環境」。 故

對於中文系學生，人格的教育體現在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兩個方面。 

1.通識課程與人格培養 

根據各學校發布的通識課程之說明，我們發現四所學校都注重於「全人」的建立，意即「健全

人格」。 然而由於四所學校對通識教育的綱領、培養方向、課程設置互不相同，且彼此有重合和衝

突之處，我們暫時難以將四所學校的通識課程以統一的數據進行橫向比較。 

因此筆者首先歸納了四所學校的通識課程設計，總結出其中關乎人格培養的規劃如下： 

北京大學的人格教育通識課分為必修與選修兩部分。其中必修部分包括勞動教育與思政必修。

北京大學要求其中文系學生在本科阶段劳动教育不少于 32学时。並修讀必修思政課（共 19學分），

以及一門選修思政課。在選修通識課方面，北京大學也分為四個領域：人类文明及其传统、现代社

会及其问题、艺术与人文、数学自然与技术。要求修讀 12 學分。 

臺灣大學秉持著「落實品德教育，養成學生負責、自律、勤勞、服務與互助合作之美德」的目

的，規定中文系學生必修服務課程。而在選修通識課方面，臺灣大學指定中文系學生選修 5 個領域

的通識課程：世界文明、公民意識與社會分析、數學數位與量化分析、物質科學、生命科學。要求

至少選擇三個領域，需修讀 4門課。共 12 學分。 

香港大學僅要求中文系學生修習選修通識課程，分為 4 個領域：科學、技術和大數據，藝術與

人文學科，全球問題，中國：文化、國家和社會，其中有三個領域涉及對學生人格的塑造。香港大

學要求學生必須完成 36 個學分共 6 門課的通識課程，每個領域至少選修一門，不超過兩門課程。

據此統計，在香港大學規劃的通識教育中，有 24-30 學分關乎人格教育培養。 

澳門大學的必修通識課中，有如「道德價值的基礎」「應用倫理學」等針對人格培養的課程，

以及書院的生活教育課程，總計 5學分。 

澳門大學開設的選修通識課則分為四個領域：文學與人文，科學與技術，社會問題與行為，全

球問題。每一領域至少修讀一門課，共 12 學分，其中有三個領域涉及對學生人格的塑造，計 9 學

分。 

綜合比較四所學校的通識教育體系，四所學校均開設了相關課程進行人格培養，涉及領域也較

為完善。其次在課程設計方面，北京大學相比其他三所學校較為詳實，更關注通識知識領域對學生

思想與人格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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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業課程與人格培養 

中文系專業課程的內容包含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蘊含著豐富的精神內涵和思想品德，這也

是中文系課程設計的重要基礎。無論是古籍經典中的傳統美德，還是現當代文學所蘊藏的人文思想，

中文系課程的教育內容都兼具著陶冶審美情操、健全人格修養之功效。將高校學生的人格教育融入

中文系課程之中，在提高中文系學生專業能力的同時實現人格與思想的發展，以實現「由學而獲致

完美的人生」（賈馥茗）。 

文學作品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以及現代文化傳遞的重要載體之一, 在提高學生的思想修養、

進行人格培養等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 「文學就是人學」, 文學作品中作家展現出的人生觀、

價值觀都對學生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中國古典政治哲学中，也充分发挥了人格教育理论，如儒家

之「修身」，道家之「無為」等等。故在高校文學教育中，可以實現專業能力與人文情懷、人格思

想的共同提升，具體課程如北大開設的「現代思想經典導讀」，臺大開設的「國學導讀」，港大的

「世紀中國文學，現代性與國族」，澳大的「先秦諸子閱讀」等課程。 

                    

四、結語 

本文研究比較了北京大學、國立臺灣大學、香港大學和澳門大學四所高校中文系的課程設置，

發現各校在專業能力和人格培養方面存在明顯差異。綜合比較四校的中文系課程規劃，我們可以總

結出以下異同特徵： 

從學習總量上來看，四所學校中文系學生在本科階段所應修習的課程體量大致相當。但在課程

安排方面四所學校存在著明顯的區別。 

北京大學在漢語言文學專業領域相較於其他三所高校開設的課程數量最多，涵蓋領域更廣，且

對於專業必修有著較高的要求，在通識課通識能力和人格塑造方面的要求亦是如此。這也就意味著

北京大學在為中文系學生制定了一系列覆蓋各個專業領域的專業能力培養計劃的同時也極為注重對

學生知識、能力、人格、素質等全方位的培養，並且還提供了極為豐富的可供學生選擇深造的研究

方向，這使得學生能夠獲得更全面的知識和能力。 

臺灣大學無論是專業必修課程還是選修課程在數量和種類上都僅次於北京大學，其文學方面課

程和語言學方面課程比例最為懸殊，同時對於專業必修也有著一定要求。其次在人格培養功用方面

的課程，臺灣大學尤為突出。然而其通識課要求相較而言並未過多強調。由此可以推斷，臺灣大學

在對中文系學生的培養方向上，注重對國學經典、傳統知識的熏陶和培養。 

香港大學在專業課程的數量和種類方面較少，其對於專業應修課程數量明顯少於另外三所學校，

但這並不意味著即使由於其大多數課程學分為 6 分的緣故使其應修學分看上去被誇大了，但實際上

其應修學分並未因此減少分毫。只不過將修習領域的選擇更多地交由學生自主選擇。由此可見，在

中文系人才培養方面，香港大學頗有些「無為而治」的意思。 

澳門大學雖然看上去無論是通識課程、專業課程還是涵蓋領域都並不佔優勢，但是綜合其必修

課和選修課要求以及通識課程的安排。可以見得，澳門大學對中文系學生的培養更加注重各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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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發展以及更加強調健全人格的建立。 

 在通過對四校課程體系安排進行多個角度的對比分析後，我們發現北京大學在漢語言文學專

業體系上更加均衡完善，專業能力與人格培養並重，同時有著諸多研究方向供學生自主選擇。而其

他三校則各有其特點，臺大在傳統文學方面造詣頗深，港大注重興趣研究和創新，澳大則均衡發展。

期望本文能夠為未來中文系的人才培養提供參考依據，能促進各校在課程設計上的互相借鑒與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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