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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外语教育发轫于晚清。
现存的晚清外语教育史料主要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五、三十七、四十六等），《
京师同文馆题名录》（1879、1882、1887、1888、1893、1898），《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
（1916），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珍藏的诸如039432、058765、059777、060334、060744
、060748、063088、063100、063101、166437、166438、171819、181586、181598、181599号清代内阁大
库档案，丁韪良（W.A.P.Martin）《同文馆记》（The Tung Wen College）（1918），舒新城《中国近
代教育史资料》（1961），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百七·志八十二·选举二·学校二》（1976），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1981）和《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1986）、朱有瓛等编
辑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1983）、高时良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
期教育》（甲编）（2007）等有关章节。
这些史料是研究晚清外语教育的原始依据，具有珍贵的史学价值。
　　涉及晚清外语教育的研究成果最早有美国学者毕乃德（K.Biggerstaff）196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最
早的官办学校》（The Earliest Moderrn Covern-merit Schools China）。
该著用了很大篇幅叙述了晚清同文三馆、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学堂等机构的外语教育情况，反映了
外国人对晚清外语教育研究的基本状况。
毕乃德教授系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学的奠基人，1929-1932年为哈佛燕京学社的中国问题研究生
，1944-1945年是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
《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学校》是其代表作，他在该著前言中宣称，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可以填补人
们当时对中国近代化知识了解和认识的空白。
　　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珍藏有20余万件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因而
对于晚清问题的研究，台湾学者具有比大陆学者更加有利的条件。
台湾学者孙子和1977年出版了《清代同文馆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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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晚清军事需求下的外语教育研究》系统梳理了晚清外语教育因应时代军事需求兴起和发展的历
史脉络，重点考察了以晚清同文三馆为主的外国语言文字学馆、福州船政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
的外语教育以及晚清军事翻译，客观叙述了特殊时代背景下学堂的创办过程、历史沿革、办学宗旨、
教习学生、课程设置、教学管理、教材教法、办学特点和成就等。
其学以致用、学用结合的办学形式，语言科技互构、科技人文相融的教育形式，育人为本、精益求精
、优中选优的人才培养模式，彰显了晚清外语教育举措之非常、成就之显著。
可供外语教育教学工作者及史学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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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晚清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京师同文馆第一节　晚清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创办的军事背景第二节
　京师同文馆第二章　晚清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京外外国语言文字学馆第一节　上海广方言馆第二节
　广州同文馆第三节　晚清其他外国语言文字学馆第三章　福州船政学堂的外语教育第一节　福州船
政学堂创办的军事背景第二节　福州船政学堂的外语教育第四章　晚清水师学堂的外语教育第一节　
天津水师学堂的外语教育第二节　广东水陆师学堂的外语教育第三节　江南水师学堂的外语教育第五
章　晚清武备学堂的外语教育第一节　天津武备学堂的外语教育第二节　江南陆师学堂的外语教育第
三节　袁世凯系列军事学堂的外语教育第六章　晚清军事翻译第一节　晚清军事翻译背景第二节　晚
清军事翻译机构与人员第三节　晚清军事翻译成果第四节　晚清军事翻译的特点及影响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晚清军事需求下的外语教育研究>>

章节摘录

　　洋教习对京师同文馆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如在丁韪良任总教习时，课程由西文和中文等纯语言课转变为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日文等语言
课和数学、物理、化学、法律等十多门科学课程并存。
洋教习还组织和参与编译、编写教科书。
由于京师同文馆很多课程是首次开设，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因此，需要编译、编写大量教材。
对于洋教习的贡献，奕诉等朝廷大臣大加赞赏：“历年以来，洋教习均能始终不懈⋯⋯其各教习训课
之余，兼能翻译各项书籍，勤奋尤为可嘉。
”（中国史学会，1961：Ⅱ，64～65）奕诉等朝廷大臣也曾奏请对有功之洋教习加以奖励，以资鼓励
。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1885年12月）奕诉等朝廷大臣奏请赐总教习丁韪良三品衔，法文教习华必乐四品
衔，化学教习毕利干四品衔，这些教习“资格最深，馆课亦能勤慎”，所以“拟请赏给虚衔，以昭激
劝”。
其他各馆洋教习都有出色人选，“其余尚有英文、俄文、天文、算学、医学各馆洋教习，俟有成效”
（中国史学会，1961：Ⅱ，65）。
　　然而京师同文馆的洋教习良莠不齐，有勤勉者、教有成效者，也有督学不利、教学无方者。
后者在京师同文馆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晚清政府初次开办学馆，招聘洋教习，未免经验不足。
京师同文馆曾一度由外国人直接负责，缺乏晚清政府有效的监督。
虽然派遣了政府官员或聘请中国教习从旁辅助或兼管，但由于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京师同文馆的洋
教习往往依照自己的方式处理新式学堂中的语言和其他课程的教学。
其次，洋教习聘请的标准不明确，没有对其专业提出相关要求。
另有部分洋教习来京师同文馆的目的与办学目的不一致，导致了京师同文馆一些问题的出现。
　　京师同文馆自开馆以来，一直延请了本国人担任教习，这些汉教习是通过考试的方式择优录取到
京师同文馆担任教学任务的：“请于直隶、河南、山东和山西四省之候补八旗教习咨取考试，挨次传
补。
”从这四省考选教习主要是因为他们“语音明白，易于教授”（宝鋆等，卷五十九，1930）。
投考人员由礼部咨送。
然而，四省中八旗教习无人前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遂调整了汉教习的任用方式，“将咸安宫、景山
等项候补教习均准一体考试”（宝鋆等，卷五十九，1930）。
有的教习并没有经过礼部咨送，但由于自愿投考，考虑到无人投考可能导致人员短缺，所以予以录用
。
后来奕诉等朝廷大臣建议将投考的汉教习条件进一步放宽，取消了地域限制，也不局限于八旗：“拟
请嗣后无论何省，凡系举贡正途出身，俱准取具同乡京官印结，赴臣衙门具呈投考；其在部之候补教
习，如有愿考者，仍准礼部照章咨送，通由臣衙门汇齐考试，择其文字优长、语言明白者，详慎录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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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晚清军事需求下的外语教育研究》重点考察了以晚清同文三馆为主的外国语言文字学馆、福州
船政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的外语教育以及晚清军事翻译，客观叙述了特殊时代背景下学堂的创
办过程、历史沿革、办学宗旨、教习学生、课程设置、教学管理、教材教法、办学特点和成就等。
其学以致用、学用结合的办学形式，语言科技互构、科技人文相融的教育形式，育人为本、精益求精
、优中选优的人才培养模式，彰显了晚清外语教育举措之非常、成就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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