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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广西教育的悠久历史上,书院文化持续蓬勃发展,这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教育脉络,又彰显着

民族文化特色。南宁敷文书院作为广西地区较有特色的书院之一,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地方课程资源,因此,

将南宁敷文书院的地方课程资源运用于高中历史教学是大有裨益的。通过探讨敷文书院蕴含的教育特

色,丰富历史教学的相关史料,以期为当今学校教育提供借鉴。通过将敷文书院的教育特色与历史教育相

结合的形式,形成广西历史教育的独有特点,从而为建设壮美广西、文化广西提供参考。 

[关键词] 南宁敷文书院；地方课程资源；高中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识码：A 

 

1 敷文书院的历史及其蕴含的

课程资源 

“书院”这一名称出现于唐朝,最

初是藏书和校对图书的场所。宋代书院

发展成为教育机构,出现了一些著名的

书院以及思想家,这是因为这一时期官

学停滞的缘故。元朝的书院在数量上超

过宋朝,明朝中后期至清朝书院迎来大

繁荣大发展,书院的讲学之风盛极一时,

治学与教学协同发展。南宁的书院自明

代开始建立后发展十分迅速,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就是王守仁创办的“敷文书

院”。 

1527年,广西思恩及田州首领卢苏、

王受发动起义,王守仁前来镇压,考虑到

广西地区经济文化较为落后,他认为：

“境接诸蛮之界,最宜用夏变夷,而时当

梗化之余,尤当敷文来远”[1]因此,1528

年王阳明不惜动用军饷在广西创办敷文

书院,除了平定叛乱和维护封建统治者

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宋明理学的

影响,能够提升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传

承儒家学派的思想,塑造中华民族的优

秀精神和品质。 

从敷文书院的建立即可看出王守

仁的思想观念,他认识到广西爆发起义

的原因是理学不明。这些课程资源可以

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明至清中叶的经

济与文化》一课中,使学生对明清时期

的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思想文化有整

体上的认识。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学生

对儒家思想传承的深入理解,培养学生

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另一

方面,这种通史式的框架体系能够加深

学生对历史的认识,锻炼学生的思维能

力,最终实现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落

地。 

南宁敷文书院作为广西地区重要的

地方课程资源,能够极大丰富广西地方

教育史料,将敷文书院应用于高中历史

教学中,能够拉近学生与历史之间的距

离,给予学生较大的获得感与满足感。此

外,敷文书院十分重视课程的设置,规定

书院修习四书五经、知晓通鉴和语录。

南宁敷文书院的教学方法及管理模式对

于当代的学校教育有所借鉴,对于深入

了解和反思我国现今的教育教学方法,

产生重要的启迪作用。 

2 敷文书院资料运用于高中历

史的教学设计——以《明至清中叶

的经济与文化》为例 

2.1教材分析 

2020年修订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

标准》中要求：“了解明清时期社会经

济、思想文化的重要变化,了解历史上

学校教育、留学、书刊出版、翻译事业

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在文化传承与传播

中的作用；通过万里长城、故宫、京剧

等,认识文化遗产保护对传承民族文

化、维护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的重要意

义。”[2] 

2.2学情分析 

本课在南宁市高中进行授课,高中

学生有一定的历史基础知识积累,参与

课堂的意识较高,且学生对于南宁敷文

书院具有一定的了解,拥有适合本课学

习的地缘优势。 

2.3教学重点 

本课的教学重点为王阳明的治学思

想以及明清时期思想领域的发展变化,

使学生感受到思想教育能够改变社会。 

2.4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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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王阳明全集》 

本课以《中外历史纲要(上)》第十

五课《明至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一课

为例,主要讲述明清时期的思想领域的

变化,教学以王守仁为核心进行讲述。本

课通过王阳明的画像以及《王阳明全集》

进行教学导入,以图片导入的形式既能

够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够锻炼学

生从图片中提取信息的能力,使学生了

解明清时期的思想变化状况。 

2.4.1思想的基础：经济发展和人的

流动 

材料一：历来为商务之声,在前清

时,各省商贾云集,故会馆、书院各省

俱有。[3]——《邕宁县志》 

设计意图：学生通过对材料的分析

和理解,能够看出清朝前期商人数量较

多,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此外,还形成以

徽商、晋商、闽商为代表的区域性商人

集团,兴起了一大批市镇,这些经济因素

对于书院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

响。教师引导学生得出结论：经济发展

为思想领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材料二：左右江流域地处黔、滇、

桂三省结合部,系大西南商品集散的

必经之地......招徕了大批商业人

口。[4] 

——侯宣杰《清代广西边疆的商人

迁移与城镇商业经济开发》 

学生思考问题：清朝的人口流动对

于思想的发展是否具有影响呢？学生对

于材料中的左右江流域较为熟悉,左右

江是南宁市周边的河流,因此,学生在阅

读材料时能够产生一定的积极性和学习

兴趣。左右江流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导

致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人口流动对于

思想文化的传播和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

义,流动人口将在广西学习到的思想传

播到全国各个地区,这使广西书院文化

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 

材料三：在广西,明代书院数量是南

宋的7倍....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改土归

流政策的实施、统治者加强对广西的统

治和开发、广西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等。[5]——周玲《广西书院文化研究》。 

学生从材料中能够分析出明朝广西

书院数量剧增的原因之一是广西经济的

发展,根据以上材料的学习,再次加深学

生的记忆,教师引导学生总结：经济发展

和人口流动是书院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

的重要基础。 

2.4.2思想源于社会：解决现实问题

和理论困境 

材料四：凡乱之起,由学不明,人失

其心,肆恶纵情,遂相侵暴,渐成叛逆。[6]

——王守仁《敷文书院记》 

学生思考问题：王阳明为什么创办

敷文书院？从王阳明建造敷文书院的过

程中可以看出王阳明怎样的理学思想？

问题的设计意图在于通过史料教学,引

出敷文书院与王阳明的关系,以及王阳

明建设敷文书院的原因,从而培养学生

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方法,使学生深入

了解王阳明的理学思想。学生根据史料

能够得出,王阳明为了改变广西经济文

化落后的状态以及镇压民族起义,不惜

用军饷建造敷文书院,这能够看出王阳

明在广西创办书院和教化群众的决心。

敷文书院以“宣扬至仁,诞敷文德”为名,

这再次证明王阳明对教化百姓和提高人

民素质的重视。 

材料五：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

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之所在

之事谓之物。[7] 

——朱汉民《论王阳明的德育思想》 

学生思考：“致良知”的核心内涵是

什么？从以上两则材料中,学生应该对

王守仁“致良知”的思想有进一步的了

解,教师引导学生认识到“良知”即是

“理”学生要了解自己的“良知”,并将

“良知”转化为实践。这样能够提高广

西人民的思想道德素养,使他们产生对

心学的学习兴趣,减少民族起义的情况,

最终为巩固统一的封建王朝奠定基础。

明朝时期的宋明理学发展缓慢,以王守

仁为代表的心学迅速发展,并流传到国

外许多国家,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解决

了明朝思想文化领域的理论困境。 

材料六：王守仁在敷文书院讲学时

曾告诫学生们：“吾与诸公讲致知格物,

日日是此,讲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诸君听

吾言,实去用功,见吾讲一番自觉长进一

番,否则只作一场空话说,虽听之一何

用？” 

学生思考问题：从材料中能够看出

王守仁怎样的思想？问题的设计意图在

于锻炼学生分析、提取史料的能力,学生

通过阅读材料,要认识到出王守仁“知行

合一”思想的重要性。在敷文书院的课

程设置中,王守仁将心学与日常教学相

结合,重视学生德育与知识协同发展,实

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这样

既能够提高群众的理论知识水平,又能

够锻炼人们的实践操作能力。 

材料七：始,贵阳人士未知学,先生

与群弟子日讲明良知之旨,听者勃勃感

触,日革其浇漓之俗而还诸淳。迩者,衣

冠济济与齐鲁并,先生倡导之德,至于今

不衰。[8] 

——贵州巡抚阮文中《阳明书院碑

记》 

学生思考：王守仁的思想有哪些影

响呢？从材料四中可以看出王阳明不仅

在南宁敷文书院讲学,他在贵州地区的

龙冈书院和文明书院都进行过讲学,这

较大程度影响了贵州地区人民的文化素

养,对王阳明心学在全国范围的传播奠

定了基础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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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思想改变社会：王阳明在广西

的实践 

材料八：广西书院教育因此得以复

兴....约占明代全国书院l200多所的

5.8%。其中,最能体现王阳明书院教育理

念的,就是他亲自创办于今南宁市兴宁

区北宁街11号的敷文书院。[9] 

——《广西地方志》 

教师提问：王守仁创办的敷文书院

对于广西教育史有哪些影响？教师进

一步引导学生思考王守仁的思想以及

敷文书院的历史地位。南宁敷文书院创

建以后,广西地区许多书院相继建立,

书院数量迅速增多,这极大提高了广西

地区人民的文化素养。其中敷文书院作

为典型代表,真实记录了王守仁的治学

思想,也深刻影响了广西地区的广大群

众。同时,王守仁的理学思想有其实际

运用,它为清朝批判继承儒学奠定了基

础,对广西以及明清时期的教育产生了

深刻影响。 

材料九：王守仁规定敷文书院修习

四书五经、知晓通鉴和语录,也曾告诫师

生：各该师生,务要专心致志.....其应

该赴省考试者,扣算程期,临时起送,不

该赴试者,仍要如常朝夕质疑问难.....

以求日新之益。 

材料十：明朝278年间,宣化(今邕宁)

有举人258人....明代广西考中进士(文

科)239人(含恩赐),另考中举人(乡试文

科)5098人。[10] 

——黎精华《广西科举史话》 

王守仁不仅通过敷文书院教化广大

群众,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王守仁鼓

励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这些参加考试的

学生所获得的成绩也是十分优异的。无

论这些举人有多少来自于书院教育,但

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举人数量的大量

增加与王守仁潜移默化的教育影响是分

不开的,敷文书院也为广西培养高素质

的地方性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材料十一：王阳明学说得以流传光大,

原因之二,即是王阳明弟子的传播之功。

刘宗周说：“阳明先生门人遍天下。”[11] 

设计意图在于通过以上的几则史料,

使学生了解王阳明的弟子在传播心学上

做出了较大贡献,王杨明将其理学思想

运用于书院的实际教学中,并形成了全

国性的影响,最终教师引导学生得出结

论：思想和教育能够改变社会发展状况。 

本课通过图片导入和史料教学的方

式,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对于王

守仁的教育思想拥有较深的理解,对于

敷文书院也产生一定的认识,培养学生

对史料的分析、理解和概括能力。将敷

文书院的地方史料运用于高中历史课堂,

能够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培养学生的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最终达成本课的教

学目标。 

3 书院资料运用于历史教学的

策略 

3.1主要用于思想文化教育内容

教学 

书院资料作为教育史料的一种,也

是重要的地方课程资源,对于高中历史

教学产生极深的影响,因此,将书院资

料运用于思想文化教育的内容教学具

有重要意义。思想史在岳麓版和人教版

教材中占据一本书的内容,在中外历史

纲要的每节课中也都有体现,书院资料

可以应用于儒家思想发展过程的讲授

中,也可以通过书院资料使学生深入理

解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历程,认识到保

护文化遗产对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深远影响,加深学生的家国强怀和社

会责任感。 

学生只有在了解和认识书院资源后,

才会发现历史不是教科书上的文字和图

片,其实历史就在我们身边。教师要根据

学生的认知程度和本地区、本校的实际

情况,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

法,积极开发乡土资源的校本课程。通过

校本课程,加强学生的理论学习,加之学

校与博物馆、纪念馆等地联合举办的实

践体验课程,帮助学生更高效的掌握历

史知识,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给学生带

来不一样的课堂体验和思维升华。 

3.2充分挖掘地缘优势和教情学情

进行资料取舍 

开发和利用书院资料应充分挖掘地

缘优势和教情学情进行资料取舍。敷文

书院作为南宁当地的地方课程资源,南

宁的高中学生对其十分熟悉,因此,教师

在讲授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可以应用书

院的相关资料进行导入或史料教学,这

样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强烈的共鸣。

对于学校来说,这有利于形成地区性的

学校特色,也能够推动其他学校对其学

习和借鉴,最终推动整个地区教师教学

水平和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遵循了国

家素质教育的目标和要求。 

历史教师在选用书院资料时,应以

学生为主体,选择一些符合高中学生认

知发展规律的史料,既不能难度过大,也

不能过于简单,使学生实现“跳一跳、摘

果子”的理想目标。中外历史纲要上《明

至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是高一年级学

生的课程,高中阶段的学生对历史学科

学习兴趣浓厚,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高一年

级学生的碎片化信息较多,对于知识的

理解缺少深度,对历史的发展脉络认识

不全面。因此,在高中历史课堂中,选用

课程资源要考虑到学生的主体性与获得

感,提升学生分析史料和独立思考的能

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3.3充分运用书院遗址开展情境

教学 

一线历史教师应该深入挖掘当地的

课程资源,将教科书上的知识与本地区

实际情况相结合,多加运用当地的历史

遗迹、遗存等史料开展情景教学,尽可能

最大程度的还原历史,从而带给学生一

种感官上的冲击力,培养学生形成正确

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另外,教师也要对于

历史学习的深度与细节仔细把握,进行

有针对性的教学设计,如何使用遗址资

料能够最大程度的感染学生,培养学生

的家国情怀,这是一线历史教师应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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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究的永恒课题。 

只有了解才会认同,只有认同才会

热爱。历史教学的意义不仅是传递知识,

而是通过教师的讲述,在学生独立思考

和主动探究基础上,形成对历史的独特

思考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上的共鸣。在

讲述儒家思想的起源时,历史教师可以

运用南宁孔庙博物馆的孔子像讲述孔子

的生平,利用馆内的编钟和文物讲述文

化遗产的保护；在讲述中国古典戏曲和

古代建筑时,历史教师可以运用南宁新

会书院遗址开展情景教学,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力,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3.4利用书院资源开展研究性学习,

落实核心素养 

历史教师应该在整理和把握教科书

的基础上,利用书院资源开展研究性学

习,根据课程内容和教学目标对历史的

发展脉络以及文明成果深入分析,并对

提炼出的教学重难点集中突破,进而促

进学生更好地理解历史知识,加深学生

对课外知识的理解。此外,利用书院资源

开展研究性学习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逻

辑思维能力,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课堂

参与度和文明课堂的建设,进一步推动

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地。 

开展研究性学习也应考虑教师的专

业化水平,并以教师的实际能力合理挖

掘书院资源。观古可以知今,中国古代许

多思想家、教育家的办学理念,在当代社

会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敷文书院教

学中,王守仁主张知行合一,身体力行,

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式。通过研究“敷

文书院”的办学形式与办学理念,一线历

史教师能够在此基础上不断吸收先进的

教育理念,并进行教育实践,在实践中摸

索出适合本校学生的教学方法,推动自

身的教学水平的提高,达到教学效果的

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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