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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外交学课程与教学考察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为中心

张晶萍

（中共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摘　要］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创立于１９３０年，在教务主任罗家伦和系主任徐谟的主持下，外交系课程的基本框架得以建
立，且因时局变化外交系课程得以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充实。其外交系课程教学与课外活动之间互动频繁，形成了以课程为

基础、教学为主体、课外活动为补充的外交人才培养机制。通过考察政校外交系课程设计与教学运作，有助于进一步审视民

国外交学的学科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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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门以研究战争与和
平为主的新型学科———国际关系学首先在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成立。随着上世纪２０年代国民外交的
兴起，国际关系与外交等相关科目的教学在中国本

土也相继展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诸

多高校在政治学系内添设外交与国际关系课程，在

１９３０年代左右，南开大学、暨南大学和中央政治学

校还先后分别成立了“国际事务系”“外交领事科”

和“外交学系”，开设课程既有深厚的政治学烙印，

又重点突出外交、国际法、国际关系、国际组织等内

容，这一点与西方国际关系学颇为相似。从学科意

义上讲，外交学或国际关系学已在中国建立。当前

学界对多从学术史角度研究民国外交学，对外交学

科的发展变迁及具体开展鲜有论述。本文以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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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重点考察外交学系的课

程变迁与教学研究互动，以期勾勒外交学在民国开

展的真实图景。

　　一　外交学科在政校的初创

１９２９年７月，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改组为中央
政治学校，本科之下分设政治、财政、地方自治、社

会经济四系（１９３２年５月，政校校务委员会决议：
改本科名称为大学部，经呈奉中央核准备案），［１］修

业期限为４年。按照校务委员罗家伦等人的构想，
政校要区别于一般的大学教育，不仅要“顾全政治

上的实际需要”，政治需要即是培养实用型人材，还

要注重学生毕业后派遣的用途，即“使学生知研究

的方向易于专精”，“使教员授课选材知所注

重”，［２］９９－１０１于是修订各系课程，根据学生将来的工

作去向对各科系进行分组，并制定详细的分组办

法。政治系被分成法律、行政和外交三组，设置外

交组的初衷是“注重外交问题之研究，并养成使领

馆人才”，［２］１０３该组特别重视对学生中外法律知识、

中外各国历史、国际关系、商业关系和外国文等知

识的灌输与训练，要求也极其严格，规定外国文基

础差的学生不得进入外交组，计划于１９３０年下半
年试办。

正在外交组积极筹备之际，１９３０年７月，政校
重新厘定学系并实施分组办法，调整为行政（由原

政治系与地方自治系合并而成）、财政、社会经济、

教育、外交、法律六系。［３］经过这一调整，系组虽未

做大幅改动，但在隶属关系上略有变更，外交组独

立成为外交系。外交系得以正式建立，部分缘于罗

家伦对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和法国巴黎政治学

校的推崇，伦敦政经学院的学术水准为世界所公

认，而法国巴黎政治学校在普法战争之后培养出许

多政治外交上特殊的人才，复兴了法国的第三共和

国。法国巴黎政治学校设置有外交、行政、经济、财

政、经济社会及普通等五个科系，［４］１５政校外交系的

创设即以法国政校外交系为蓝本。

外交系招录的第一期学生是从在读的二年级

同学中甄选出来的，经过严格的英语笔试及口试测

验，最终选定朱建民、萧作梁、吴德露等１１人进入
外交系学习。因该系中途创立，为了使学生有充足

的时间研读必修的科目，还将修学时间延长一年，

于是第一期外交系学生在校学习 ５年才得以毕
业。［５］１９３１年７月，政校学系再经厘订，设政治、法
律、财政、社会经济、外交、教育六系。此后，政校科

系虽几经调整，但却始终有外交系一席之地。

　　二　外交系课程设置：倡导实用与专精

政校大学部第一学年为共同必修阶段，配置的

基本课程较多，着重于党义的了解、中外语文的训

练、治学工具的学习、中外历史地理的探究以及政

治、经济、财政、社会科学等科一般原理的讲授。第

二学年开始分系，课程以各学系必修为主，第三学年

系以下不再分组，各系组进行专门训练，开授课程以

理论与实务为主。这样的课程设置是为了使学生有

充分的时间了解个人性向，课程规划从基本到专门，

循序渐进。外交系在不同阶段所开课程均有其侧

重，外交系设置伊始，该系课程参考了同一时期法国

政治学校外交系的课程计划，这也是罗家伦在考察

理论研究与政治现实需要两者关系之后做出的选

择，他如是论述道：“中国政治，需要实际专门人才，

已为了解政治者所公认。中国办理政治法律教育虽

已有年，但多半注重于外国学者之理论与外国政治

之组织，对于中国实际情形，殊多忽略。对于中国实

际问题，亦鲜有研究具体之解决办法者，吾人非谓理

论之研究为不重要，但政治实际之需要，亦断不可忽

视。如法国政治学院之课程，即系注重实际专门问

题者，其对于法国政治贡献，实为重大。故中央政治

学校有鉴于此，竭力向此方面注重。”［６］

法国政治学校将国际法和外交史作为必修科

目，并要求学生在其他３０余门课程中选择５门课
时为一学年的课程或者多门课时为半学年的课程，

这３０余门课程包括现代之欧洲及欧洲各国对外之
利益、中欧与东欧种族问题、现代之合众及英格罗

萨克逊之集团、欧洲各国及南美各国之内政、十九

世纪英国政治思想与舆论之动向、十九世纪德国政

治思想与舆论之动向、太平洋外交问题、海军军备、

比较商法、比较海商法、货币信用与兑换、现代货币

经验、经济地理、法国经济政策、列强商业政策、现

代大工业、十九半纪欧洲社会主义发达史、国际政

治与殖民政策、殖民地经济问题、麻罗哥总研究及

比较殖民政策、阿热利问题、迪尼西问题、依斯兰问

题、关于安南远东及太平洋之政治经济问题、非洲

黑种民族、印度洋殖民地及美洲殖民地、经济地

理、外国语英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在

卒业考试前修习课程总数必须达到１３门。［４］１６－１７因
此，政校外交系在成立之初安排的法律课程特别

多，以１９３２年外交系的课程表为例，国际公法、国
际私法、民法概论、比较宪法、商事法等均为必修科

目（参见表１）。此外，外交系选修课程偏重于政治
学方面，这也与外交学脱离政治学独立成一个新的

学科不久有关。曾主持过政校教务工作的刘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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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校的课程安排充满溢美之词，“有许多课程，确

实讲授精采，当时吾校课程之美，流誉全国。”［７］

表１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外交组课程表（１９３２年）

学年／学期 必修科目／每周课时 选修科目／每周课时

第一学年

上学期

党义（二）政治学（三）经济

学（三）

人文地理（三）中国近世史

（三）

西洋近世史（三）国文（二）

英文（四）法文（三）

科学方法论 （三）

社会心理学（二）

第一学年

下学期

党义（二）政治学（三）经济

学（三）

人文地理（三）中国近世史

（三）

西洋近世史 （三）国文（二）

英文（四）法文 （三）

哲学概论（三）

第二学年

上学期

国际公法（三）比较宪法

（三）

西洋外交史（三）民法概论

（三）

国际贸易（三）英文（三）法

文（三）

上古西洋政治

思想史（二）

统计学（三）

第二学年

下学期

国际公法（三）比较宪法

（三）

西洋外交史（三）民法概论

（三）

商业政策（三）英文（三）法

文（三）

中古西洋政治思

想史（二）

统计学（三）

第三学年

上学期

国际公法成案（三）中国外交

史（三）

世界现势（三）国际私法

（三）

商事法（三）英文（三）法文

（三）

近世西洋政治思

想史（三）

第三外国文（三）

第三学年

下学期

国际公法成案（三）中国外交

史（三）

世界现势（三）国际私法

（三）

商事法（三）英文（三）法文

（三）

近世西洋政治思

想史（三）

第三外国文（三）

第四学年

上学期
实习

第四学年

下学期

国际组织（三）中外条约研究

（三）

各国殖民史（三）英文（三）

法文（三）

第三外国文（三）

　　资料来源：根据以下资料编制而成：《外交系课程表》，中央政
治学校编；《中央政治学校课程一览》，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出版，

１９３２年，第７９－８０页。

罗家伦在政校建立之初便确立了两个方针：一

是“选聘教员首以学识为重，绝不讲情面”；二是

“选拔学生应以成绩为准，决不凭保荐”。［８］外交系

最初聘请的教师以留美、留法学生为主，教师多为

既有学问兼具经验的一时之选，教授有阮毅成、萨

孟武、陈石孚、赵兰坪、廖
#

珍、徐凌云等人，值得一

提的是，廖
#

珍与徐凌云均毕业于法国政治学校外

交系，该系堪称国际一流，其毕业生也基本都属谙

熟外交教学的精英，由其培养的毕业生前往政校外

交系任教，无疑将提高政校外交系整体教学水平。

政校利用地理优势可以就近聘请外交部专门人才

去外交系兼任，如外交次长徐谟、欧美司司长刘师

舜、亚洲司司长沈觐鼎、情报司司长李迪俊等。外

交系正式建立后便由时任外交部常务次长的徐谟

兼职系主任，直到１９４１年他出使澳大利亚才另由
他人接替。徐谟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法律系，１９１９
年通过北洋政府司法官及外交官考试，被选派至驻

美使馆实习，同时在华盛顿大学攻读法律并获硕士

学位。［９］回国后，徐谟先在南开大学政治系任教兼

文科主任，教授政治学概要、比较政体、政党概论、

比较宪法、国际公法以及中国外交史等课程，这些

课程“大量吸收借鉴了欧美最新科学资料和研究成

果，内容、体系和方法都较先进”，［１０］在当时处于学

科前沿，这一教学经历为其日后主持政校外交系工

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徐谟多年来一直负责对外

交涉，外交实务及司法经验颇为丰富，因此在设计

外交系课程时，能够兼顾理论与实际、广博与专精

的原则，制定出顺应外交学发展趋势及符合中国外

交实际需求的课程。同时，徐谟还参照了美国外交

专科学校的做法，为外交系设计的课程“应有尽

有”。［１１］８８徐谟亲自讲授外交文牍一科，他亦十分重

视国际法惯例及成案在实际交涉中的重要意义，因

此便力邀刘师舜讲授“国际法案例研究”一科，刘师

舜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专业博士，师从著名

法学家摩尔（ＪｏｈｎＢａｓｓｅｔｔＭｏｏｒｅ）教授。［１２］

徐谟训诫外交系学生不仅要时刻留意社会现

象与国际形势的发展，“了解过去，明白现在，乃可

推晓将来”，还要在国文及外语方面下一番苦功，对

这两方面“尤应力求精炼”。［１３］他认为外交学系学

生学习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一般知识和语文能力

却更加难能可贵，本国语文和外国语文应该同等重

要，“国际法不是外交官每天遇到的问题，语文则是

不可一日或缺的工具”，［１４］２１７因此，外交系在徐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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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持下，特别重视学生国文及外国语训练，设置

了较多语文课程。

综合来看，外交系的课程大致由基础科学、专门

学科与语文训练三类组成，基础科学包括中外史地、

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中国政府、各国政府、中西

政治思想史等科目，关注政治、经济、社会、人文地理

等基础知识的灌输，目的是在进行分组专业训练前

让学生能够对各人文社会学科有宏观的了解和认

知。专门性学科包括国际公法、国际公法成案、国际

私法、国际组织与关系、国际贸易、修约论、中西外交

史、外交实务、外交文牍等，重点突出国际公法、国际

私法、国际条约的理解与运用以及外交业务与技能

的锻炼，是外交系课程的主体。语文训练除国文及

应用文外，英文须修习四年，法文两年至三

年。［１４］２１７－２１８另开有第三外国语文供选修，国文和外

语是外交系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之一，同等重

要，无一偏废，二者在课程安排里都占据相当比重。

以１９３５年外交系课程表为例（参见表２），该
年度的课程在１９３２年的基础上，专门性课程增加
了国际关系、外交文牍与新闻学等科目，这一变更

也与外交系新聘教师和政校调整科系有关，如国际

关系一科由毕业于哈佛大学政治系的崔书琴博士

担任，１９３４年崔书琴学成回国后，徐谟便向政校推
荐其为外交系专任教授；再如新闻学方面课程的设

置与教务主任罗家伦对马伟（即马星野）的力推有

关，马伟是中央党务学校培养的第一期毕业生，

１９３１年８月被选派至美国密苏里大学攻读新闻，毕
业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所继续深造，并于

１９３４年５月回国，在政校着手筹建新闻系，训练新
闻与宣传人才，在新闻系未建立之前，罗家伦就安

排马伟在外交系四年级开设“新闻学”选修课，这在

政校尚属首次。经过一年的教学试验，政校当局认

为设立新闻系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１９３５年 ３
月新闻系正式成立。［１５］此外，国文方面的课程则被

细化，分为修辞及美文、学术文、作文三种，外国语

文方面则主要有英、法、日三种语言，配置堪称

精良。

随着民国政府海外领事事务不断拓展，急需能

胜任的领事人才，为了使外交系毕业生进入外交部

后能尽快步入工作正轨，政校充分利用学校人脉资

源和区位优势，于１９３７年初为外交系四年级学生
增设外交领事实务特别讲演一课，并请业务精通的

外交官担任讲演者［１６］（参见表３）。演讲题目涵盖

了外交组织机构、外交官与领事官、侨务、签证、护

照等外交领事实务方面的内容，以及外交情报与对

外宣传工作，这些是即将赴外交部实习的学生们最

亟需了解的基本知识，并对学生们撰写实习报告很

有启发，更为日后毕业生步入外交坫坛打下业务

基础。

表２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外交组课程表（１９３５年）

学年／

学期

必修科目／

每周课时
任课教师 选修科目任课教师

第一

学年

党义（二）

修辞及美文（二）

学术文

作文（每间一周作文一次）

数学（三）

中国史（三）

西洋史（三）

政治学（三）

经济学（三）

法文（三）（只外交系必修）

程天放

王易

黄淬伯

王易、黄淬伯

尹伯平

葛延林

陈石孚

萨孟武

寿勉成

徐凌云

第二

学年

国际公法（三）

比较宪法（三）

西洋外交史（三）

民法总则（三）

英文（四）

法文（三）

崔书琴

汤吉禾

戴德华

阮毅成

席美云

徐凌云

日文

新闻学

徐逸樵

马伟

第三

学年

国际公法成案研究

中国外交史

国际私法

财政学

国际贸易

英文

法文

近代各国政党组织

刘师舜

吴颂皋、袁道丰

阮毅成

刘振东

程瑞霖

席美云

宋国枢

杨公达

第四

学年

上学期

外交文牍

国际关系

实习

徐叔谟

崔书琴

第四

学年

下学期

外交文牍

国际关系

条约研究

俄国史

新闻事业组织及管理

中国政治思想

徐叔谟

崔书琴

崔书琴

戴德华

马伟

程天放

　　资料来源：根据以下资料编制而成：《大学部各年级各系组本学

期课程规定》，《中央政治学校校刊》，１９３５年 ８７期，第 ４－６页；

１９３５年９１期，第４页；１９３５年９３期，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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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９３７年外交系四年级“外交领事实务特别讲演”课
程表

日期 讲演者 讲演题目

１２月６日 涂允檀 外交部与驻外使馆之组织及执掌

２月１３日 瞿常 外交官就任及辞任之仪节

２月１３日 瞿常 外交官之服装及酬酢

２月２０日 梁軻立 外交官之优例及豁免

２月２７日 梁軻立
领事官之委任及接待与地位包括

其优例及豁免

２月２７日 程家骅 货单签证问题

３月６日 李盛铮 保侨问题

３月１３日 熊应祚 护照问题

３月２０日 李迪俊 外交宣传与情报

　　资料来源：《中央政治学校校刊》第１２３期，第４页，１９３７年２

月１１日。

抗战时期，国内学界关于战后世界和平机制安

排、大国关系及处置日本等议题早已展开激烈讨

论，政校当局也密切关注着中国外交形势的变化及

外交研究的进展，外交教学更是要求理论联系实

际，因此将学界与外交界对时局的研究与看法及时

传递给外交系学生，便尤为关键。为了使四年级各

系学生对各种学科理论与实际都能够融汇贯通，

１９４４年秋，政校当局聘请学术精英与政治精英为全
体四年级学生作演讲报告，同时指示各系负责人，

由各系制定若干项专题研究题目，分配给四年级学

生进行研究，并聘请校内外专家作特别讲演，以供

学生参考与交流。［１７］不论其是否能够影响到高层

外交决策与外交实践，但至少拓展了学生的国际视

野，也对学生进行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有重要启

迪，可以说，外交系在正课基础上添设此类讲演课

程，对于完善外交系课程设置、提升外交系整体教

学水平均起到助推作用。

　　三　教学与研究互动：“补正课之不足”

罗家伦主持政校时，非常注重经典阅读和外语

训练，曾要求政校学生在完成其所在系组的课程任

务时，仍需进行广泛的课外阅读。他主张学生每学

年各读一种中、英文名著，一年级的中文必读书是

《曾国藩家书》，英文必读书是《富兰克林自传》；二

年级中文必读书是胡林翼的《读史兵略》，英文必读

书是查恩渥德的《林肯传》；三、四年级制定的中文

必读书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英文书则由各系

自由安排。这些读物都安排有教授担任指导，为学

生答疑解惑，且每学期还要对学生阅读成效进行考

核，该项考绩在各学科积分中占很大的比重，甚至

可以影响学生能否顺利升级。［８］３３外交系对学生的

要求训甚为严苛，不仅要大量研读专业课方面英语

原著，还要苦学英语及第三外语，学习任务自然十

分繁重，如果在期末考核中成绩不达标，则面临被

淘汰的风险。

外交系的课程多由科班出身的教员讲授，如吴

颂皋、张道行、崔书琴、梁軻立、周子亚、朱建民等人

均是国际法领域的佼佼者。在教学方法上，外交系

教师不囿于传统，能够选取权威的学术专著作为教

材，积极借鉴欧美通行的教学方法，讲授最新的专

业课知识，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据后来担任联

合国秘书处法律部国际法编纂司司长的梁軻立回

忆，崔书琴在负责外交系国际法科目的教学时，采

用的课本是由哈佛大学威尔逊（ＧｅｏｒｇｅＧｒａｆｔｏｎＷｉｌ
ｓｏｎ）教授编写并由其弟子杜克（Ｔｕｃｋｅｒ）教授增补
的《国际法大纲》，威尔逊教授是《美国国际法季

刊》的创办人之一，也是哈佛大学法科哈佛国际法

研究会“领水”一题报告书及公约草案的起草员。

《国际法大纲》一书内容“深入浅出”，是国际法初

学者极佳的入门书。对于中国学生来说，阅读英语

原著往往会面临语言生涩的问题，而不能正确理解

其内容，但《国际法大纲》一书的英语文字“亦尚浅

显”，所以学生“研读不甚觉困难”。崔书琴还会用

自己在威尔逊教授课堂上所做的笔记对该书内容

加以补充说明，有了教材与笔记的相互配合，学生

们“甚觉得益”。刘师舜在外交系讲授国际公法成

案研究一科时亲自选定《国际法案例》一书作为教

材，该书由哈德逊教授（ＭａｎｌｅｙＯ．Ｈｕｄｓｏｎ）编写。
由于外交部事务繁忙，刘师舜于１９３５年便将该课
托付给其同事梁軻立继续讲授。梁軻立将“案例教

学法”运用到外交系国际法成案研究一科的教学当

中，由于中国学生英语水平有限，了理解原文难度

较大，于是梁軻立先用中文解说案情，再由学生精

读原文，并对每个案件做一份英文摘要，每周大概

讨论四至五个案例，经过半年的教学训练后，学生

们可以“完全用英语问答”，对此，梁軻立深感“自

信颇有绩效”。［１１］８８

陈石孚于 １９４２年职掌外交系后，以“品、学、
容、文、礼”作为外交官必备的条件，“即谓外交官之

品行宜纯正，学问宜渊博，容貌宜端方，文字宜精

通，礼节宜娴熟”，［１８］如此全方位的严格要求自然

落实到课程制定及教学训练上来。从中央党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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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成立起，陈石孚便被聘为该校历史及英文教授，

在外交系讲授西洋史课程时，陈石孚采用的教材是

美国人海斯（ＣａｒｔｔｏｎＪ．Ｈ．Ｈａｙｅｓ）所著的《近代欧洲
政治社会史》，他要求学生每星期作一份英文专题

报告，此种创新教学方法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英语写

作水平和学术研究能力，更是“可补正课之不足，引

起学者研究兴趣”。［１９］

外交系的课外活动有制作剪报壁报、专题研

究、学术讨论、英语演讲、名人讲演、模仿国际会议、

征文比赛、参观实习、实地调研等，可谓丰富多彩。

制作剪报是为了让外交系的学生能够关注时事动

态，方便研究取材与检索，并让学生习得保存及运

用材料的方法和经验。剪报范围以国际关系及外

交问题为限，取材上海《申报》《字林西报》、天津

《大公报》及南京《中央日报》等主要报刊，以人别、

事别、国别及杂类对材料进行归类，外交系学生以

组为单位分别对上述报刊进行剪贴工作。［２０］

名目繁多的课外活动也是外交系教学与培养

的一大特色，外交系学生于１９３１年发起组织了外
交研究会，致力于研究外交学术。［２１］研究会请外交

系专任教授作为研究指导员，由他们提出研究题目

并开列各项参考书。研究会成员以二、三、四年级

学生为限，一年级不在内，每周开研究会一次，每次

一小时，研究范围也按照年级分类进行：二年级为

参考书阅读指导；三年级为课外研究；四年级为实

际问题研究。［２２］研究形式有报告、讨论 、演讲、论文

和笔记等，学生在课下积极准备，于开会时报告其

研究心得。平时学生们在课下广泛阅读杂志书籍、

裁剪并保存报章、练习写作与投稿并积极从事专题

研究，研究会定期开会时，会举行问题讨论、研究方

法演讲、名人演讲、演说竞赛、模仿国际会议等各类

学术活动，［２３］其中专题研究与问题讨论相互衔接，

首先由指导员在学生现习的课程范围内指定研究

专题，然后学生在课堂外通过阅读参考书、查阅资

料等形式展开研究，并得出研究结果，最后将各自

的研究结果在会上报告，全体学生对其见解进行讨

论。此外，为配合英语及第三外国文的课堂教学、

练习英文及第三外国文的演说辩论，外交系学生还

组织成立了英文演说辩论会，选修法语、俄语的同

学还举行了法语、俄语演讲会。此类演说辩论会都

由外交系外国语文科目的任课教师专门指导，英文

演说辩论会要求会员一律使用英语进行交流，外交

系聘请了多位外籍教师教授学生外国语文，如英文

教授戴莲立、戴德华（ＧｅｏｒｇｅＥ．Ｔａｙｌｏｒ）等人，他们
将不同风格的演说辩论会模式介绍引进到外交系，

为提高学员的英文演说和辩论能力提供了很好的

帮助。

课堂教学是课程制定并实施的最直接形式，教

学方法的改进与创新是影响教学成效的关键因子，

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是丰富教学内容、探索实践教

学方法的重要路径。外交系在制定符合中国外交

实际需要的专业课程的同时，一方面利用欧美最新

的教学方法来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与热情；另一方面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

活动来弥补课堂教学之不足，巩固并加深学生对理

论知识的理解与运用。在课程教学与课外活动的

频繁互动中，提升了外交教学与外交人才培养的顺

利实施。

综观政校外交系的课程设置情况，其兼采众

长、重点突出且理论与实践并重。外交系不但配备

多位学贯中西的一流教员，采用国际权威的专业课

教材，而且还成立了专业研究和训练团体，如外交

研究会、英语演说辩论会等，开展学术研讨、英语讲

演、剪报、壁报等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从课堂到课

外，外交系的课程与教学体系不断延伸。具体说

来，首先，外交系广泛借鉴欧美高等学府的外交课

程设置情况，如法国政治学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与美国外交专科学校，结合外交系的教员配备，制

定出兼顾学术探究与中国外交实际需求的课程体

系，并根据中国内政外交客观情势的发展适时予以

调整。其次，外交系所设课程遵从从综合到专业、

从广博到专精的原则，循序渐进，不急于求成，强调

学生在校期间就奠定扎实的学科基础，突出国际

法、国际法成案、国际条约与组织、外交实务及语言

等科目的实用价值。这种设置方式即从外交学学

科特点出发，强调其实践意义与研究功用，又顾及

学生在不同阶段学习能力的差异。再次，从教学规

律出发，外交系在各学年课程数量安排亦不尽相

同。大体上第一、四学年课程安排相较于第二、三

学年略少，第一学年强调基础公共课程与思想锻

炼，第四学年预留三至四个月的时间让学生实习，

因此安排课程较少；第二、三学年是学习专业知识

的黄金阶段，安排较多课程亦在情理之中。此外，

正课讲授与专题讲演相互配合、相得益彰。除了按

规定的课程进行日常教学外，外交系还利用自身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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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开设了专题讲演课程，邀请知名学者与外交界精

英担纲讲授，学生们的得以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和

规范的外交知识。

从学科发展角度看，完善的课程设计是具备独

立学科属性的外交学在民国得以形成的重要指征。

除此之外，还有外交科系的设置、外交研究团体及

外交报章期刊等也是考察外交学成立与否的关键

因素。政校外交系从成立之日起，便着手制定符合

自身专业特点的课程体系并适时加以调整完善，使

之与政治学等相关学科区别开来，不断夯实民国外

交学这一新生学科的基础。同时，政校外交系有一

流的教师、先进的教法以及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

这些因素与外交系在课程设置方面相互建构。在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政校外交系是民国外交学发展

的一个缩影，外交系的课程变迁承载着民国外交学

学科发展的兴衰更潜。

从学术发展角度看，国际法、外交对策与外交

实务等议题贯穿了民国外交研究的始终，政校外交

系的课程设置可以说是民国外交学术发展的风向

标。一方面，外交系以培养国民政府最亟需的外交

人才为目标，要求所设课程理论与实际兼备，将当

时国内外外交学术发展的最新成果纳入开设课程

之中便是题中应有之意；另一方面，政校外交系汇

集了一大批学界名宿与外交界精英执教于此，他们

中多数早年留学海外，师从国际知名学者，国际法、

国际关系及外交学等专科出身的教师亦不在少数，

开设的课程几乎是与他们的研究特长相结合，他们

的学术造诣基本上可以代表民国外交学术发展的

整体水平。此外，政校外交系不仅开设门类繁多的

专业课，还定期开展学术研究活动以配合正课的教

学，研究议程均与中国外交及国际热点问题密切相

关，学生们要参考并借鉴当时外交学术研究的最新

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与讨论。可以说，外

交系的课程设置与民国外交学术发展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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