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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模式对高校教育管理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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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代书院的教学模式和管理模式具有开放兼容的特点，对于当今

高校教育管理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文章以书院模式作为基础，从学校

办学、教师管理、学生管理、校风建设等方面阐述书院对高校教育改革

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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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书院起源于唐朝，兴盛于宋代，终止于清末学制改革，历时

千年之久。书院因其优质的教学方法、高效的管理手段、文明廉
洁的院风建设，对当今高等学校的教育管理体制具有很深远的影
响和意义。文章以书院机制作为研究背景，探讨高校教育管理的
改革模式和借鉴价值，从而深刻理解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 

二、书院的教育管理模式 
（一）书院的办学方针 
书院办学具有明确的办学方针，其中 系统完整、社会影响

大的学规是由南宋大教育家朱熹制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
称《白鹿洞书院学规》）[1]。朱熹认为：书院的根本方针是实施五
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在此基础上又对为学、修身、处事、接物提出了具体标准。为学
之要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
要为：“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为：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为：“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由此可见，宋代书院
的教育培养目标不仅仅旨在学术造诣的培养，同时着重于学生品
德的修行以及为人处事接物的 度和修养。 

（二）书院的教师管理制度 
1.学术氛围浓厚，提倡质疑与创新。书院的教学一般会由有

名气的学者担任，学问渊博的有识之士在实际教学中经常会有自
己独到的见解，也会遇到学生的诘难。朱熹认为：“疑者足以研
其微，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2]可见，
书院在教师管理方面追求学术创新，不拘泥于传统教学，允许“百
家争鸣，百花齐放”。培养学生创造性、主动性学习思维，提升
教师自主管理能力。为学者提供了很大的学术自由空间，学术氛
围浓厚，提倡学生对教师的质疑，鼓励学生和教师之间共同的创
新。 

2.教学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书院教学兼容百家思想，开放
包容，注重学术交流，不受门户和地域限制，提倡学者之间积极
讨论、诘难，倡导在讨论交流中升华学识，提高学术素养和文化
造诣。朱熹整顿岳麓书院后，“四方学者毕至”[3]。各方学者相互
交流切磋，扩大教学范围，丰富教学内容，使得书院教学活动始
终处于当时的学术前沿，成为学术研究中心。 

3.教学方法具有多样性。书院讲学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学术
传授式，主要在书院内进行，面对书院全体生徒进行讲学活动；
二是个别指导，即给生徒质疑问难的机会，针对问题进行辅导，
以提高生徒的思想认识水平；三是开放式会讲，即听众不限于本
院生徒，院外的士子可自愿参加，扩大了教育范围[4]。 

（三）书院的学生管理制度 
1.以自学为主，培养学生独立性思维。书院讲学以学生自学

为主，师长会要求生徒在自学完之后做读书笔记，并做标记，自
学过程中，书院大师会对学生提出的难懂问题进行解答，并根据
学生实际学习情况加以指导。但整个讲学过程仍以学生自主学习
为主。这种自学方式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和创造性思维，不
拘泥于传统的教师教、学生学的上课模式，而是另辟蹊径，从自
学角度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的思维能力。以岳麓书院为
例，从南宋到明清，彭龟年、贺长岭、魏岭、魏源、曾国藩、左
宗棠等著名的历史人物，都是求学于岳麓书院后功成名就的[5]。 

2.注重德行教育。南宋时期官学衰落、科举腐败、学风日渐
衰败。朱熹对此予以猛烈抨击说到：“学校之设虽或不异乎先王

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 利去
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6]可见，
书院的教学目的不仅仅是学术培养，同时也注重学生的品德修养
和道德价值观，重视德行和实才，实为培养“品学兼优”的学子。
此外，学生也会通过集体生活，培养团体意识，相互砥砺促发，
研究学问，陶冶性情。正所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7] 

3.学生参与书院管理，提高学生主动学习意识和管理能力。
书院生徒既是书院的求学者，又是书院的教育、管理参与者。在
教学中，一些大师的优秀弟子会负责担任课程辅导，替主讲教师
做笔录，搜集整理疑难问题等。据康熙年间修订的《白鹿洞规》
卷十一记载，在“职事”条中，全部管理人员才 26 人，专职教
学、管理人员少，部分管理工作由学生担任。这种学生参与管理
制度大大提高了学生主动学习意识，同时培养了学生的组织管理
能力。学生亲自参与教学管理，不仅可以进一步丰富学生学识，
还可以拉近学生距离，使得学生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与书院融为
一体，无论在学习还是教学中都会积极表现。 

（四）书院的院风 
1.注重学生品德修养，形成严谨治学的良好风气。书院院风

一直秉承以培养学生学术与德行并重的要素为宗旨，学问研究与
学生品德修行同样重要，不主张重学术轻德行的培养目标。吕祖
谦在丽泽书院讲学时，就规定了学生退学条例，学生有下列行为
之一者令其退学：一、亲在别居；二、亲殁不葬；三、因丧婚娶；
四、宗俟讼财；五、侵扰公私；六、喧噪场屋；七、游荡不检。
可见书院是非常重视学生德行和举止，严格要求学生思想的院风
建设为书院培养了一批德学兼优的学习，也为书院形成了开创求
真、严谨治学的良好风气。 

2.书院领导者以身作则，树立榜样。书院学者大师以身作则，
苦学钻研，认真对待学问研究，并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严谨对待，
上进求学的治学精神为书院学子树立了良好榜样。学生遵从师
道，大师如此勤奋好学，学生怎敢偷懒，上传下效，形成了良好
的追求学术的学习氛围。 

3.师生关系融洽，师爱生，生尊师。书院注重师生关系培养，
学者对于学生不仅是学术知识传授，更多的是对学生的关爱。朱
熹高拱危坐，整步徐行，色庄言厉；吕祖谦从容平和，温柔憨厚，
和于近人，他们极爱学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书院学者无不
对学生关爱。 

三、书院管理模式对高校教育的启示 
（一）制定正确的办学方针，让学生学以所用。现在高校毕

业生普遍存在“毕业就等于失业”状 ，很大一部分原因源自于
学校的办学方针和培养目标，过多注重理论知识忽视实践技能，
导致学生只会“纸上谈兵”，学无所用。许多高校仍然缺少培养
学生人文理论价值课程，提升学生道德修养，而不只是关注于书
本知识，以及硬性的证书考核制度。鉴于书院的培养方针，高校
应该制定正确合理的办学方针，让学生学以所用，并同时注重学
生道德修养的培养，学术与道德两手抓，只有这样才会为国家培
养出合格的栋梁之才。 

（二）对教师赋能管理，优化教学手段。 
1.为教师群体赋能，提供自由学术空间。高校教师管理中，

应该给予教师足够的学术发展空间，不能以论文一概而论，而是
以提高教师学术修养为前提来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以此来教育
出更优秀的莘莘学子。高校领导者也应对教师实施赋能管理，给
予教师更多的正能量鼓励其积极思考进取，创新学术研究，开发
科研成果。 

2.改良教学手段，优化课堂质量。高校课堂应该改变传统教
学方法，倡导新式教学，以多种课堂形式展现在学生面前，借鉴
书院模式，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引发众人共同探讨学术并一起交
流。对于某些实用型专业也可适当聘用社会企业专业人士为学生
实际讲解应用程序，而不再是一味遵循课本要求。 

（三）改良教学手段，优化课堂质量。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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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培养品学兼优人才 
1.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主动性、创造性学习思维。高校

教育中，应该借鉴书院培养学生的方式，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
辅助，为学生提供更多主动思考的空间以及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教师可以在课堂对学生抛出问题，引发学生积极思考进而进一步
进行实证研究，并鼓励学生自己得出结论， 

2.让学生参与班级管理，培养学生团体意识提升组织能力。
高校建立学生会和团总支组织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可以理解为
是借鉴书院生徒管理教学的体制。学校应积极鼓励学生参与管
理，提高学生组织能力。 

3.注重德育，提升学生品德修养。高校课程制定时，应该开
设培养学生道德情操课程，提升学生品德修养。当今社会更需要
既有学识又有品德的人才，而非一者兼顾，甚至在某些时候德行
比学识更加重要。当代大学生打架斗殴、辱骂教师等不良行为并
不少见，这种过激行为明显是缺少注重德行教育，为此高校应予
以高度重视，不要等事情发生才想起解决方案。 

（四）建立文明校风，师生严谨自励 
1.建立良好学习氛围，创建文明校园。校风是一个学校办学

的综合体现，良好的学习氛围会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的动机和持久
性。近几年，“考研热”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考研不一定是唯
一出路，但是大多学子的出路。浓厚的学习氛围都会影响整个学
校的办学质量，也会影响其学校的生源情况。 

2.教师身正为范，树立良好形象。高校教师为了更好地教育
学生，应该积极主动钻研学术问题，能够及时解答学生问题，为
学生做出典范，以身作则，刻苦钻研。借鉴书院的大师学习精神，

自励创求严谨的治学 度和精神，成为学生效仿的榜样和楷模。 
3.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增加师生情感交流。随着社会的发

展，师生关系由纯洁化向复杂化转变，过多的师生问题不得不引
发人们的思考，教师应该关爱学生，学生应该尊重教师，这种师
生情 早在几千年前就有存在。当代高校更应注重培养师生感
情，创建师生交流活动，而不是教师上完课就走，也不是教师只
关心学生的学术问题而忽视生活情感问题，教师对学生的关爱应
该是多方面的，这样才会让学生感到温暖，促进师生感情。 

四、结语 
书院的教学方法、管理制度都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当

代高校教育应该取其精华，反思教学手段和办学宗旨，力求培养
学生的综合素质，从教师赋能管理角度出发，给教师更多的学术
创作空间，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主动思考，培养创新思维的机会，
基于教师和学生两者来进行深刻思考和积极探究。基于对书院管
理的详细模式，以此来思考高校教育的改革趋势以及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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