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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齐鲁大学是近代时期外国列强在华设立的文化机构之一，是传教士移植西方教育制度和教学管理模

式在山东境内创建的不同于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综合性教会大学。齐鲁大学在学校管理、师资结构、教学管理、实

践活动等方面都借鉴了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办学模式，制定严格而高效的教学管理措施以保障教学质量的不

断提高，传播了近代西方科学知识，顺应了中国近代化运动演化的历史潮流，启迪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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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时期（-3(.—-)()），列强在华设立的文化

机构数不胜数。仅就教育机构而言，从 -34) 年澳门

马礼逊学堂开始，实行近代学制的教会学校在全国

各地逐渐兴起，并涉足于高等教育机构，创办教会

大学，影响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生发展。齐鲁

大学便是近代时期山东境内创建最早、体制最完

备、影响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也是中国较早建立的

教会大学之一。本文拟就齐鲁大学的缘起、教学管

理模式及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谈一点粗浅

的看法。

一、齐鲁大学的缘起与消亡

在近代中国，西方基督教的传播遭到冷漠和排

斥，为了达到传播基督教之目的，传教士们认识到

必须采取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更能为中国人所接

受的传教手段，“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发挥并抬

高 西 方 宗 教 的 地 位 ”（奚 尔 恩 ：《在 山 东 前 线 》（英

文），第 11’ 页）。不仅如此，他们在具体的传教活动

中也认识到学校对教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重要作

用，认识到“教会应该而且必须通过教育培养掌握

真正科学精华的”中国基督教徒。惟有如此，才能为

教会赢得更多的学生和更大的社会影响。而且中国

近代的文化教育又是一块完全有待于开垦的处女

地。因此，在没有任何竞争和限制的情况下，教会学

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华大地上兴起，建立起了从

小学到大学的近代教育网络。齐鲁大学便是在这样

的历史背景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齐鲁大学（5677899:;<=>7?@=AB）是由基督教新教

差会美国北长老会、南长 老 会 、公 理 会 、英 国 浸 礼

会、华北英圣公会、英循道会、挪威信义会、加拿大

长老会等联合在山东济南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它

起源于 -3#C 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5D8>=<:
E*:FDA77?）在山东登州创办的蒙养学堂。-3"’ 年蒙

养学堂改称文会馆。-).1 年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

差会联合成立山东新教大学筹办组，开始准备在山

东建立教会大学。-).( 年，山东新教大学成立。山东

新教大学是一学院联合体，其中文科为广文大学，

由 文 会 馆 和 英 国 浸 礼 会 传 教 士 库 寿 龄 GHDIJ78:
59J8=<KL 在青州创办的广德书院大学班合并而成，

校址设在潍县；医科为济南共和医道学院，设在济

南；神科为郭罗神学院，设在青州。-).) 年，山东新

教大学改称山东基督教大学。-)-" 年，山东基督教

大学所辖三校均迁至济南，统一名称为齐鲁大学。

齐鲁大学校址在济南圩子城外，占地 ’.. 亩。

建校资金来自各差会的拨款和海外人士的捐赠。主

要建筑有宫殿式大楼 % 幢。齐鲁大学附设医院、中

小学、宿舍、示范农场、广智院、泽溥观象台、寿龄观

象台、乡村服务处、社会服务处、布道所、《田家半月

刊》社等。该校在加拿大注册，最高管理机构为托事

部，由 -M 个参与办学的差会联合组成，设在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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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伦多城，在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各设分部。校

长开始由外籍人士担任，!"#$ 年该校向国民党政

府教育部注册，在此前后，改由中国人担任校长。该

校设文理科（后改文、理学院）、医科（后改医学院）、

神科（后改神学院）、社会教育科（广智院）、国学研

究所等。学制多为 % 年（医预科 & 年，本科 ’ 年）。

("&) 年，开始招收女生，逐步实现男女同校。*")+
年 *, 月，日本侵入山东并向济南逼近，齐鲁大学分

成两部分。一部分南迁四川成都，为华西协和大学，

另一部分继续留在济南。*"%- 年秋，两部分在济南

重新合并复校。*"%. 年 . 月，学校再次分离，文理

学院迁浙江杭州，医学院迁福建福州，其余仍留在

济南。*"’* 年由人民政府接管，留在济南的部分分

别并入他校，并在校园内建立起了山东医学院。至

此，齐鲁大学不复存在。

二、齐鲁大学的教学管理模式

齐鲁大学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旧式书院，又与其

他的在华教会大学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教学管理

模式。狄考文就曾经明确地提出他的办学方针：第

一，全面教育。使学生对中国语言文字、数学、现代

科学和基督教教义有一个较好的了解。第二，用中

国语言教学。他认为用汉语教学可以使毕业生在中

国士大夫中间取得学术声望，引导毕业生与民众打

成一片并影响他们，而英语教育易使毕业生被通商

口岸吸引去。第三，在强大的宗教影响下施教。尽可

能多招收基督教徒家庭的子女，让虔诚有力的布道

充满教堂，与学生进行大量的个人接触等/0*01。

（一）行政管理体系

齐鲁大学在创办过程中，完全遵循资产阶级的

教育思想，采用近代学制和新的教学方法，并仿照

西方近代大学教育模式建立了一整套相对高效的

行政管理体系，以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转。齐鲁大学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设立托事部，作为学校的最高管

理机构，同时，在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各设分部，在

中国设有学校董事会，负责学校的大政方针和筹措

经费等重大事项。在学校内部实行校长负责制，校

长有权聘请副校长、学校行政各部门负责人和各

院、系的院长、主任等人员，院长、主任又可聘请相

关的各科教师。这样，就形成了层层负责的相对高

效的学校行政管理体制，“组织有系统，事分青专，

无凌乱践越之危险”（李天禄，基督教教育之我见，

齐鲁大学档案 "2*3&--，("&-4）。在这种管理体制之

下，行政首长负责，职权分明，并制定严格的规章制

度，层层把关，保障了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秩序。

（二）师资结构

在齐鲁大学，教师队伍由外籍教师和中国籍教

师组成。外籍教师都受过系统的西方文化教育，对

中国文化也有一定的认识，大都拥有博士或硕士学

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但是，在大学建立之初，

这些外籍教师大多都是一身兼二任，他们首先是传

教士，然后才是教师。随着学校的发展，教师也被要

求是专职，一大批学有专长的外籍教师来到齐鲁大

学，充实了学校的师资力量。中国籍教师当中一开

始主要是教中国文化课的老先生和临时培养的师

资，但多半不称职；另一部分是本校的毕业生和留

学归来人员，或被选中留校任教，或被派遣到国外

留学，学成后回国补充到教师队伍中来，而且这一

部分人的数量在逐渐增加。在齐鲁大学的发展过程

中，师资结构从以传教士为主过渡到以中国知识分

子为主，说明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既

催生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又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产生

培养了专门的人才。

（三）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是在院系设置的基础上，根据专业的

具体要求而设置的，它所反映的是学校的办学宗旨

和培养目标。齐鲁大学的课程设置经历了一个从宗

教教育为主转变到世俗教育为主的近代化的过程。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齐鲁大学也在不断

调整院系和课程设置，完全采用近代学制，进一步

完善大学教育体制，加速学校的发展。

在院系设置方面，齐鲁大学建校之初设文理

科、医科和神科，下设国文、教育、英文 、历 史 政 治

学、社会经济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算学、地理

地质等系。后来，随着办学条件的逐步完善和师资

力量的加强，教育体制更加完备，将文理科、医科和

神科改为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在学院

之下设立系别。文学院下设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

教育学系、历史政治学系、社会经济系等。理学院下

设天文算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等。此

外，学校还设有国学研究所、社会服务处、乡村服务

处、附属中小学、广智院、护士学校等学术机构。

在课程设置方面，在开始时主要开设《圣经》、

《诗经》、《论语》、《孟子》、《唐诗》等神学和中国经

学，同时开设《心算》、《笔算》、《数学》、《地理志略》、

《代数备旨》、《万国通鉴》、《格物》、《圆锥曲线》、《形

学备旨》、《八线备旨》、《乐法启蒙》等西方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学校的发展，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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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不断地进行探索和改革，

一些新兴的学科逐渐被引进课堂，如组织学、胚胎

学等。在 !"#$ 年，教育系就设有儿童心理学、青春

期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等课程；社会经济学系设有

社会生态学、社会病理学、遗传学、优生学、投资论、

保险学等课程；物理系开设原子 论 、量 子 论 、电 子

论、放射能论、波动力学等前沿性课程（民国二十一

年度教育部立案私立齐鲁大学文理学院一览%&中华

民国二十一年五月版%&’()’*+&）。此外，齐鲁大学还

开设军事、体育等公共必修课以及农村社会学、农

业推广、乡村教会等课程。

（四）实践活动

近代教育的特点之一就是以实践性较强的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主，注重实验和能力的培养。

在这一点上，齐鲁大学就十分重视教学实践和学生

实际能力的锻炼，它的教学实验设施和社会实践活

动是比较突出的，几乎所有的课程都分为讲授和实

验两部分。如医学院的学生除理论的学习和在实验

室及校医院实践外，还到乡村去进行医疗服务和医

学实验。齐鲁大学在不同时期所出版的各种刊物，

如 《时报》、《齐大国学季刊》、《齐大季刊》、《齐鲁学

报》、《学史丛刊》、《责善半月刊》、《田家》等，不仅是

教师的学术阵地，也为学生施展才华创造了条件。

而纯粹的学生自己创办的期刊，如《齐大通讯》、《齐

大心声》、《新齐大》等，则更真实地反映了学生的思

想动态及对当时时势的看法。不仅如此，齐鲁大学

还在龙山、邹平、长清等地开辟实验区，设立乡村服

务站，开展社会调查、培训师资、医疗服务等活动。

另外，齐鲁大学还十分注重学生的来源，在教

学过程中使用汉语教学，实行选课制和学分制，制

定严格的请销假制度及处理办法，加强教学管理，

保证了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齐鲁大学的影响

齐鲁大学是西方传教士为传播基督教，培养高

层神职人员而创办的。它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旧式书

院，而是采用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在客

观上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传

播了西学，顺应了时代潮流，从观念到体制，从人才

到制度，启迪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产生。

（一）办学目的

毋庸讳言，齐鲁大学的创办者们本意并不在于

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而仅仅是以此作为传播基督教

的手段，培养自己所需要的人才，以达到“用基督教

征服中国”之目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其文化侵略的

性质是非常明显的。狄考文认为：“真正的教会学

校，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

得更远，他们要进而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

训练，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的和教会内有势力的人

物，成为一般民众的先生和领袖。⋯⋯⋯⋯中国作

为儒家思想支柱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

层，如果我们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

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

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取得旧式士大夫所

占的统治地位。”,&$&-其办学目的昭然若揭。而且，齐

鲁大学是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而创办的。因

此，我们对齐鲁大学的评价和认识，不能离开这一

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应充分考虑和尊重中国人民的

民族感情。

（二）顺应时代潮流

齐鲁大学的建立，引进了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和

教育方法，为停滞的中国传统教育注入了新鲜的血

液，使中国知识分子从义理词章的故纸堆里抬起头

来，而放眼外面的世界。在近代，中华民族除了反抗

外来侵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外，实现国家的

近代化同样是中国人民所面临的巨大历史任务。实

现近代化是不可抵挡的历史潮流，它涵盖方方面面

的内容，教育近代化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齐鲁大

学实际上是将西方近代教育体制移植到中国这片

古老的土地上，不论其目的如何，但在客观上顺应

了中国实现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对中国教育的近代

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

性。

（三）传播西学

齐鲁大学的创建及其正常运转，保证了西方近

代科学知识的传播，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

狄考文认为：“自来国分中西，人分中西，惟学问之

道可通天下，我得之则属于我，你得之即属于你，初

无中西之分焉。即如汽机出于英国，电报出于美国，

照像出于法国，养蚕络丝出于中国，而各国效之若

所固有，⋯⋯岂问其由何方，出自何国而来哉？”（狄

考文+&振兴学校论》，《万国公报》，!../ 年 " 月 0 日，

第 ’*1 卷）知识是没有国界的，齐鲁大学设置的完

备的西学课程和编写的教科书，传播了在当时为中

国人所少见的西方科学文化，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知

识分子。齐鲁大学不仅开设了代数、几何、微积分、

化学、物理、天文学等自然科学课程，还开设了心理

学、逻辑学、万国通鉴、富国策等社会科学课程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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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课。为了更好地传播西学知识，齐鲁大学还自己

动手编写教材，组织编译西方教材，如：《代数备

旨》、《形学备旨》、《理化实验》、《电学全书》、《测绘

全书》、《电气镀金》、《华文大词典》、《乐法启蒙》等。

所有这些，对于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来说有着一定

的冲击力，这些开创性的工作对于中国近代教育体

制的建立和近代教材体系的形成都起了一定的作

用。

（四）启迪中国高等教育的产生

从观念到体制，从人才到制度，齐鲁大学以其

自身的先进性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体制形成了

强有力的冲击和挑战，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和教育体

制的引进者和介绍者，“许多人已经认识到中国传

统教育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制

度”（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第 !" 页），启迪了中

国近代的高等教育的产生。齐鲁大学是仿照近代欧

美大学建立起来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它引进了当时

西方发达国家的办学模式，借鉴了他们先进的管理

经验和科学的管理模式，这对中国传统的书院式教

学模式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新鲜事物，在观念上

引起了人们思想的波动，认识到不同于中国传统教

育模式的新的教育制度的先进性，开始关注西方近

代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同时，认同西方先进的教

育制度和教学管理模式，并以此为蓝本来发展国立

高等教育。齐鲁大学严格而高效的教学管理，诸如

院系和课程的设置、师资的配备、考勤制度、注重实

践等对于当时和今天的高等教育都有着重要的借

鉴作用。齐鲁大学采用西方先进的教育体制和教学

管理模式，对近代中国学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它所编写和编译的教科书，为中国近代的高等

教育提供了蓝本；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大批的精通

西学的新式知识分子，满足了国立高等教育机构对

新式师资的需求。当然，由于齐鲁大学教会教育模

式自身存在的缺陷诸如服务于传教目的、与中国社

会实际脱节等，再加上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防范和

敌视心理，因此，对其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启迪

作用不能过高地进行估价，但也不应忽视其应有的

作用，齐鲁大学的教育体制和教学管理模式，对中

国近代学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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