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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雅礼协会在湘英语教育研究1 

陈 仙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长沙 410004) 

【摘 要】:雅礼协会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与医疗事业，近代在湖南长沙先后创办了雅礼学堂、雅礼中学、湘雅医学

院和湘雅护校。雅礼协会非常重视英语教育，在湖南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英语人才,开创了湖南学习英语的新风尚。

英语教育在雅礼和湘雅地位突出，具有鲜明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教学理念、教学模式、课时安排、教学方法、课堂

活动、考核方式等方面。英语教育中的通识教育思想、浸入式的英语教学模式、在长沙首倡和推广的英语直接教学

法、充足的英语课程课时量、多样化的课内外活动、频繁且严格的考核方式，使雅礼协会的英语教育成为近现代英

语教育的典范,对湖湘乃至全国的英语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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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耶鲁大学 200周年校庆之际，一批有志于海外传教运动的耶鲁学生成立了雅礼协会(Yale-in-China),其前身为耶鲁

海外传教会(Yale Mission)o“雅礼”二字，既取自耶鲁(Yale)校名的音译，也有《论语・述而》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之义。

雅礼协会创建初衷是通过在华开办教育与医疗事业进行传教,后来办学目标不再强调传教，而是致力于教育中国的年轻人，用最

理想的品德和科学知识来促进其发展。[1]湖南长沙是雅礼协会在华活动的初始地点。从 1906 年开办雅礼学堂开始，雅礼协会先

后在长沙开办了雅礼中学、湘雅医学院和湘雅护士学校。雅礼协会十分重视英语教学，对近代以来的英语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

的影响作用。 

一、雅礼协会办学历程与英语教育概况 

湖南省自古就有“惟楚有才,于斯为甚”的美誉,考虑到华中地区高等教育的空白，雅礼协会选定“最具战略性的要地”湖

南开展教育事业。德本康(Lawrence Thurston)是雅礼协会派遣到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1902 年，他来华为雅礼协会择址。当时

湖南还没有一所能够传播西洋技术与人文科学的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加上《辛丑条约》之后,长沙的大门完全开放，大量传教士

进入湖南宣教,湖南被认为是“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重要宣教场地”[2],德本康选择了长沙作为雅礼协会教育工作基地。1904年，

雅礼协会派遣盖葆耐(Brownell Gage)、毕海澜(HarlanP.Beach)、胡美(Edward H.Hume)等人来到长沙筹备雅礼协会的教育工作。

1906 年 11 月，位于长沙西牌楼的“雅礼学堂大学预科”正式成立,盖葆耐任校长；同期在雅礼学堂对面，胡美开办了名为“雅

礼医院”的诊所，这也是湖南第一所外国人建立的西医院，标志着雅礼协会在湘教育和医疗事业的正式开始。1914年,雅礼大学

本科成立。同年，雅礼协会与湖南育群会合作开办的私立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正式开课,开创了中美合办高等医学教育的新局面。

胡美指出学校之所以冠以“湘雅”之名，是因为湖南省简称“湘”，雅礼协会音译首字为“雅”，两者在一起正好表达雅礼协

会与湖南人的合作事业。[2]1920年,雅礼大学增设中学部，医学预科并入大学部。此时的雅礼大学规制完备，有文、理和医学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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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学由四年制中学、两年制预科和三年制本科构成,本科和预科又合称文理学院。[4]1925 年,雅礼协会和湖南育群会续签 10

年办校协定，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更名为“私立湘雅医科大学”。[5]次年，受大革命影响,胡美等外籍人员回美，雅礼协会在湘教

育医疗事业全面停办。 

1928年，因为师资不足,书籍和试验仪器缺乏，加上雅礼大学的学士学位只有美国承认，雅礼大学并入武昌华中大学。[6]雅

礼大学中学部由雅礼协会与长沙长老会、复初会、遵道会、循道会等教会团体合作恢复办学，校名定为“长沙私立雅礼中学校”。

1929年，湘雅医学院和湘雅护士学校在重组校董会后相继开学。1931年，湘雅医学院获教育部立案，更名为“私立湘雅医学院”。

湘雅护士学校直到 1935年才获得立案，更名为“湘雅高级护士学校”。[7]1938年，因为抗日战争爆发，雅礼中学迁至湖南沅陵。

湘雅医学院西迁至贵阳。1940 年，因经费困难，湘雅医学院不得不改为国立，更名为“国立湘雅医学院”。抗战结束后，雅礼

中学、湘雅护士学校与湘雅医学院先后迁回长沙,雅礼协会在美国发动募集基金活动，经费用于学校重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雅礼协会所有教育和医疗事业开始被政府接管。1951 年，雅礼协会最后一个驻华代表俞道存(DwightRugh)被驱逐，

雅礼中学改名为解放中学,至此雅礼协会在湘 40余年的办学历史正式结束。 

从 1906年到 1951年，雅礼协会在 45年的办学事业中，一直非常重视英语教育。从课程设置到师资水平,再到教材编写,雅

礼协会的英语教育一直处于同时期领先水平。在课程设置上，雅礼大学和湘雅医学院在一、二年级开设英语课程，而雅礼中学、

湘雅医预科和湘雅护校的英语课程教学则一直贯穿整个课程教学始终。除了英语课程外,其他大部分课程雅礼协会也用英语讲授

并大多使用英语教材，客观上促进了英语教育的发展，提升了英语教育的质量水平。雅礼学堂招生简章中明确说明“将英语作

为现代教育的主要媒介”。1914 年，雅礼大学本科开办之初，除中国历史和文学课程外，其他课程皆用英语授课。湘雅医学院

直到 1950年，才改英文教学为中文教学。[8] 

雅礼协会在湘教育单位开办之初，学校师资匮乏,教员最初仅有十来人，其中大部分为外籍教员。虽然前期教师数量有限，

但席比义(WarrenSeabury)盖葆耐、胡美、萨尔门(WilliamH.Sallmon)等都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英语水平毋庸置疑。一个教员

通常身兼数门学科的教学，承担繁重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雅礼协会除了培训中国教师和让雅礼毕业生留校任

教外,每年会选派几名耶鲁大学毕业生来华从事一到两年的教学工作。1922年，雅礼文理学院有教职员工 28人，英语教员 5人，

均为大学本科学历。1930 年湘雅医科大学教职员 18 人，英文教师 2 人，均为文科学士。1936 年,雅礼中学教职员工 32 人，英

语教员 6人,1人为耶鲁大学教育博士，其他 5人为耶鲁大学文学士。教员整体素质很高，极大地保证了雅礼协会英语教育质量。 

雅礼大学堂成立之初,校长盖葆耐依据直接教学法拟定了中学各年级英文教学进度标准,并配备了教材,之后湖南省教会学

校,甚至有些非教会学校都采用雅礼的英语直接教学法与教材。[9]为了配合英语直接教学法的应用,加上当时的教科书不能满足教

学需求,1915 年盖葆耐用直接教学法编写了《实用英语教科书》和《中国学校英语教学法》，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外语

教育家周越然从《实用英语教科书》中取材，于 1917 年出版了《英语模范读本》,被全国各大中学广泛采用。[10]1931 年，雅礼

中学恢复办学后不久，在学科部主任骆吉思(BurtonB.Rogers)的领导下，英文部开始改用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JamesG.Endicott)

编的《英语直接法读本》。1934年 4月 3日至 6日，骆吉思出席了武昌华中大学举办的第二届教育讨论会，会期每日午后一点半

在英文系教室开展英文教员谈话活动并展示英文教本,骆吉思代表雅礼中学报告英语教学成绩，展现了雅礼当时较高的英语教育

水平和教育发展概况。 

二、雅礼协会英语教育的特色 

因为外籍教员较多，雅礼协会在英语教育上颇具优势,具有鲜明的特色，主要表现在教学理念、教学模式、课时安排、教学

方法、课内外活动、考核方式等方面。 

(一)通识教育理念贯穿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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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自由教育思想，是强调培养健全人格的一种广泛的、非专业的、

非功利性的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通识教育理念贯穿雅礼协会的英语教育中，雅礼和湘雅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

关心爱护学生，师生关系融洽。雅礼中学教学管理实行“兄弟制”，以学生自治为主，用“以长带幼”的形式相互帮助，一起

学习。同学之间长幼友善、互助互励,提倡“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外籍教师与学生之间师生关系良好,英语老师俞道存就常

分批邀请学生去家里做客，用英文相互交流，向学生介绍西方文化与礼仪，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全面发展的人”。英语“教”

与“学”过程中以“学”为本，鼓励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尽可能多地使用英文。这种以学生为中心、学生自治为主、构建和

谐师生关系、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英语教育方式与通识教育内涵相契合。[12] 

（二） 采用浸入式的英语教学模式 

雅礼和湘雅均采用浸入式的英语教学模式，用英语来教授其他各门学科，学习教材也以英语为主,将英语语言教学与不同学

科知识教学结合起来，学习讲求举一反三，知类通达。1915年就读雅礼大学预科的赖景珊曾回忆，学生转学进雅礼特别不容易，

因为所有功课都由英语教授，要英文好才行。[13]由于外籍教师不熟悉中文,平时要求学生尽可能多地使用英语交流。雅礼中学的

外籍老师还常常参加学生课外组织的各项活动,邀请学生到自己家做客，让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西方语言文化。湘雅护校有的宿

舍规定在寝室必须使用英文。湘雅医学院很早就组织学生翻译英文医学期刊，对五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要求用英语作文献综述报

告,实习医生用英语报告病历,讲解和讨论有关医学基础理论知识。这种浸入式的英语教学模式能更好地提高英语学习效率,营造

积极向上的英语学习氛围。 

（三） 英语课程的课时量充足 

通过对雅礼学校课程表和湘雅医科大学课程表［14]不同阶段英语课时量数据的分析,可以了解到英语教学在雅礼各教育单

位占据重要地位,英文课程课时量充足。1908 年雅礼中学预备班和高一英文课周课时数与周总课时数比例高达 33.3%,高二和高

三约为 18.2%和 19.2%,高四约为 15.4%。1916 年雅礼大学一年级英文课周课时数与周总课时数比例为 20%,二年级和三年级比例

约为 15.8%。1916年湘雅医预科一年级英文课周课时数约占周总课时数的 25.8%,二年级为 11.4%〜11.8%。1926年湘雅护校英文

课的年课时数占每年总课时数的比例,第一学年约为 12.9%,第二学年约为 26.1%,第三学年约为 30%,第四学年约为 32.4%。1930

年湘雅医科大学第一和第二学年英文课周课时数均占周总课时数的 10%。1942 年国立湘雅医科大学第一学年英文课周课时数约

占周总课时数的 5.6%,第二学年约为 5.7%〜5.4%。1930年和 1942年湘雅英语课时比例明显降低，一是因为湘雅医科大学医学和

实习课程较多,总课时数偏高;二是因为湘雅 1940年改为国立,英语课程大幅度减少。 

（四） 英语直接教学法的应用 

直接教学法是教师直接将学习内容教导给学生的教学方法。雅礼中学英语课程一直采用直接教学法，客观原因是教员大部

分为外籍人员，中国教员缺乏;主观原因是雅礼协会教育突出英文重要性的结果。雅礼协会用英语直接教学法训练学生英语思维

能力，让学生不受中文句法结构的影响，直接用英语来思考和表达。英语老师特别强调发音的正确性，教课中遇到学生难以理

解的英语内容,借助手势帮助完成,不进行专门的语法教学。雅礼协会英语直接法是非常成功的，这与外籍教员充足、教材编写

和使用合理等因素都密切相关。 

（五） 英语课内外活动多样化 

雅礼和湘雅英语课堂教学兼具趣味性与多样性,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雅礼中学高三年级开始，

英语课堂经常安排单词游戏、简短演讲、辩论等活动环节。学生课外还要求用英语写日记，这与中国古代书院的日记教学法不

谋而合。[15]湘雅医学院学生虞佩兰教同学们一起唱英文流行歌曲，因为同学们来自世界各地，这支演唱队伍被湘雅学生自称为

“国际歌咏队”。
[16]

雅礼协会重视英语课外文娱活动,经常举办英语演说比赛，自导自演英语话剧、玩英文游戏和办英文报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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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生英语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六） 英语考核频繁且严格 

英文课程作为基础语言课，雅礼和湘雅对英语的考核频繁且严格。英语单科考试不及格要留级。为了让英语不及格的学生

仍能随班升级，雅礼中学校长黄浦实行英语重读制,让学生在下学后继续补习英语课,减少了因英语不及格而留级的现象。[17]湘

雅有月考、期考、前期考、后期考等考试形式,如若有学生舞弊，立刻取消考试资格，且不一定准许补考。[18]有的美籍英语教员

每堂课讲课前都先给学生做一次简短的测试,考试不能停课复习，小考也不会事先通知。[19]由此可见，教师的要求严格以及考试

的严肃性。 

三、雅礼协会英语教育的影响 

雅礼协会引进了西方的教育模式与教学理念，由于西方教员较多且中文教科书缺乏，同时为了迎合大众的需求，英语教育

在雅礼各个教育单位中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富有鲜明的特征，对近现代湖湘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对湖南乃至全国的英语

教育影响深远。 

（一） 优秀人才的培育 

雅礼协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英语人才,开创了湖南学习英语的新风尚。很多外地的学生前来雅礼和湘雅求学,首要看重了包

括英语在内的西学知识，来满足个人发展的需求。浸入式的英语教学模式使英语语言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学生在发展语言能

力的同时，学习科学、医学、史地或文学等知识，从而达到触类旁通的学习效果。因为精通英语,他们能更好地了解和学习当时

的科技和医学等西学知识,直接接触最前沿的科技成果，掌握大量先进的技术,从而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湖南成为人才

储备的基地。同时，英语的熟练应用,离不开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有利于中西文化交流。1951

年前，雅礼和湘雅就先后培养出黄子卿、金岳霖、盛彤笙、曾昭伦、陈能宽等 19 位院士,分布在科技、医学、哲学、经济、历

史等领域。这些专家、学者代表了雅礼协会教育的最高成就，与雅礼协会全面严谨的英语教育有直接关联，是文理兼通、学贯

中西人才的杰出典范。直至今日，雅礼中学的英语教育一直名列湖南省前茅，湘雅医学院更是出现了一大批遐迩闻名的医学家。 

（二） 通识教育的推广 

雅礼协会的英语教育为近现代英语通识教育作出榜样。通识教育在传授基础知识和训练个性品质的同时，提倡陶冶公民意

识和培养公共能力。[20]在通识教育思想的指导下,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基础语言课程，更是拓宽知识、接触不同学科、了解世界

文化的素质教育，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征。用英语来学习不同的学科，有利于拓展英语思维空间与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达到通识教育“广泛性”与“完整性”的目的。[21]雅礼协会英语教学中的学生自治、“以学为本”、良好的师生关系,对近现代

英语教育培养学生独立人格和自主学习能力起到了示范作用。雅礼协会坚持人文主义的教学理想，用通识教育培养中国传统知

识分子。1901 年，中国传统书院改制，各省市书院开始改制为大、中、小学堂。1906 年雅礼协会入湘之际,湖南正面临从传统

书院教育到新式学校教育的转变。雅礼中学、雅礼大学、湘雅医学院和湘雅护校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湖南新式教育的发展;贯

彻通识教育理念的英语教育,成为湖湘教育的楷模，为湖湘通识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雅礼和湘雅英语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相

互补充，成为德育的重要手段。雅礼协会教师注重道德修养，提倡素质教育，坚持普适性的教育策略。英语课内外活动的多样

化与浓厚的英语学习氛围,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学生的英语综合素质。雅礼协会英语通识教育的推广，对整个湖南甚至全国都起到

一种示范和导向作用。 

（三）直接教学法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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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教学法要求通过外语本身的交谈、会话和阅读来教授外语,既不使用学生的母语，也不使用翻译和形式语法。[22]雅礼协

会将英语直接教学法系统地引入湖南，又以长沙为基地影响到全国各地的学校，用直接教学法编写的配套教材为英语教学提供

了便利，被全省教会学校广泛采用。因为直接教学法最好由英语为母语的教员来执教,因此极大地便利了外籍教员占多数的教会

学校。雅礼协会的直接教学法十分成功,在当时就得到教育界和教会人士的肯定。30年代起，雅礼中学倡导的直接教学法在湖南

省乃至全国各地推广，为近现代英语直接教学法的应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雅礼和湘雅引入的直接教学法推动了英语教育理论

的创新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时至今日，英语直接教学法都在现代英语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与启发式教学法、口语教学法等方

法相结合,成为英语教学的重要方法。 

(四)近现代英语教育的典范 

雅礼和湘雅的英语课程设置、课时安排以及考核方式等各个方面，都成为近现代英语教育的典范,对近现代英语教育起到了

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前文的数据分析显示，在 1940 年湘雅医学院改为国立之前,雅礼和湘雅英语教学周课时量与周总课时

量比率在 10%到 33%之间浮动，直到湘雅医学院收归国有后，课时比例才降到 5%左右。随着学年的增加，英语课程课时量通常逐

年递减,亦或保持不变,从而体现了英语作为公共课的“基础性”特征。而现代高校大学英语课程课时量占非语言专业本科学生

总课时量的 11.7%以上
[23]
，英语课程课时总量也逐年降低，与雅礼和湘雅的英语课程安排相似。英语课堂内外活动的多样化与严

格的考核制度,对近现代英语教学活动设计和考核模式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代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倡导课堂以学生为中心、重

视师生互动，课外组织各种英语活动，将日常英语与学术英语融合在课外活动中。雅礼和湘雅浓郁的英语学习氛围，高质量的

师资水平,提高了湖南整体的英语教育质量，为其他学校探索英语教育提供了范式，也对现代实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

1985年，雅礼中学重新与美国雅礼协会建立联系，翌年雅礼协会就指派耶鲁大学学士前来雅礼中学执教英语，前后已有 20余名

外教来长沙授课。网现在雅礼中学还在以往的基础上开设了以英语教学为主的特色班,继承和发展了近代雅礼协会创设的中美教

师协同教学、优势互补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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