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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关于“北宋灭亡原因”的

讨论课及其反思 ①

周方高，苑恩达，郭晓锋，张颖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北宋处于巅峰时期骤然被落后的金朝灭亡，个中原因值得深思。运用课堂讨论法探讨“北宋灭亡原因”是
一种有效的方式，教师提前布置讨论题目，安排学生阅读相关的史籍与研究文献，将全班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讨论，组长代

表本组同学在课堂上发言，老师适当引导并点评、总结，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课堂讨论法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独立思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自学和互相学习的能力，有利于历史知识的掌握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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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讨论是课堂教学组织的一种有效方式，它是以学生为主体，老师主导，以思考讨论为核心，渗透

启发式、研究式、自主探究式学习的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和课堂教学结构。课堂讨论法可以提高学生的

阅读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自学和互相学习的能力，有利于历史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有利

于培养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意识，有利于培养学生合理的竞争意识、合作意识，有利于学生的终

身学习和发展［１］。２０１５年上半年，笔者给２０１４级历史班的学生主讲“中国古代史（二）”，主要采用教
师讲授法，部分课程采用了讨论法，二者相互配合，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１　讨论前的准备
在讨论前的准备阶段，老师主要充当“编剧”的角色，作为讨论课的“总设计师”，要设计好选题、合

理组建讨论小组，指导学生做好讨论前的准备工作等。

首先，课堂讨论要设计难易适中、具有启发性并能充分引发学生兴趣的议题。在主讲两宋历史之

前，笔者提前两周布置了关于“北宋灭亡原因的探讨”这一论题。这一论题紧扣教材，具有一定的深度、

广度和吸引力，且参考资料丰富，可以引导学生多角度思考，充分激发学生探知的兴趣。从而拓展学生

的知识面，培养他们的历史思维能力，初步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

其次，合理组建讨论小组。先推选思维能力、组织能力较强的学生担任组长，全班学生自主选择组

长，分成若干小组。在分组时，老师要进行宏观把握与调节，使每组的人数大致一致，并要合理搭配各小

组的成员，使不同学习能力与学习成绩的学生各得其所，共同为搞好小组学习尽力。小组长负责组织本

小组的讨论，待上讨论课时，组长代表本组在课堂上发言，老师适当引导并点评，最后由老师进行总结。

再次，指导学生做好讨论前的准备工作。老师告诉学生怎样运用史料和搜集资料，安排学生阅读相

关的史籍与研究文献，使学生对讨论的问题有充分的了解，学生难以找到的文献老师提供。安排学生阅

读相关资料不能一安排就了事，还要对学生进行检查督促，既可以小组成员相互督促，也可以老师在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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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前检查，对准备充分的学生及时给予表扬，不足的给予鼓励与促进。

第四，由于课堂讨论的次数有限，加上课堂上的时间限制，我们专门建立了中国古代史讨论ＱＱ群，
将学生难以找到的文献资料上传至ＱＱ文件共享，供学生下载。待讨论课结束后学生的课堂发言整理
上传，又可以通过ＱＱ群继续讨论存在争论较多的问题，为那些来不及发言的同学或者由于时间关系表
述不充分的同学提供机会，使讨论课得以延续。

２　认真组织课堂讨论
课堂讨论中，老师扮演导演的角色，起着把握全局与宏观调控的作用，“讨论进行的当儿，有错误给

以纠正，有疏漏给与补充，有疑问给予阐明，虽说全班学生都有份，但是最后的责任还在教师方面。”［２］９９

各小组长充当主要演员的角色，小组成员担任普通演员的角色。即讨论课把“舞台”交给学生，让“主

演”与“普通演员”共同演绎“舞台剧”，让学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团结协作，学生的学习能

力、创造能力都能得到较好的发展。

本讨论课由任课教师周方高主持，苑恩达、郭晓锋、张颖、杜萌、伍炎等同学分别代表各自的小组发

言，现将部分同学的讨论发言整理如下，以期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将研究推向深入。

２．１　教师的引导
北宋的灭亡似乎具有偶然性，因为宣和年间社会经济十分繁荣，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当

时，户数超过２０００万，全国人口在１亿以上，还有近百万的兵力，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人口数
与兵力数。然而就是这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宋帝国，在与东北刚刚崛起的小国———金国的较量中，仅一

年多的时间，被孤军深入的不足１２万金军铁骑所摧垮，京城陷落，二帝及大批人员被掳，万民涂炭，其触
目惊心的惨状，实在惨不忍睹。为什么这样一个貌似富强的帝国如此不堪一击？为什么这个上亿人口

的宋王朝会如此迅速地被金兵的铁骑所摧毁？个中原因确实发人深思。希望同学们本着百家争鸣的精

神，谈谈你们的高见。

２．２　苑恩达同学的发言
北宋灭亡的原因可以用４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内忧外患”。
宋朝的内忧并不像其他朝代一样存在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内忧更多的是体现在其政治、经济、文

化、军事等方面。政治上，北宋一朝朋党之争持续不断，大大加速了社会大动乱的总体性危机的爆发。

北宋后期的朋党之争，使政治腐败到了极点。中央政府里，皇帝、宰相与谏官，三者互相牵制，到了紧要

关头，在外敌入侵之时，政府各部门之间不能很好地协调运转，军队粮草和领导之间不能很好地配合，从

而贻误战机，导致战败。经济上，北宋经济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财政制度不合理。唐代时地方收入一部

分解归中央，一部分留归地方自用，而宋代则要求地方财政收入全部解入中央，地方毫无积存。这样，当

发生外敌入侵时，地方便无钱无粮组织抵抗，只能坐等中央救援。军事上，宋代统治者抑武，猜忌武将，

文人统兵，文人处处压制武将，“将从中御”的祖宗家法，再加上宋朝军队实行“更戍法”，改变和调整了

对军队的控制方式，造成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文化上，宋朝重文轻武，

文人治国，武人的形象真正跌落了下去。重文轻武从一种施政措施，变为普通的社会意识，使得尚文的

精神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大大强化了，中国的社会风气由尚武变为尚文。

北宋灭亡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外患”。北宋外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辽、西夏、金等国已

是一个集游牧和农耕民族优点于一身的半游半耕民族，其文明的发展程度并没有比北宋差多少。他们

吸收了汉人的经验和技术，开始推广农业，使其农耕文明的程度大大提高，使军队得以经受持久战。其

二，９３６年后，晋石敬瑭对辽称“儿皇帝”，并割幽云十六州给辽，从此北方门户洞开，北宋因此失去抵抗
游牧民族机动骑兵入侵的天然屏障。

２．３　郭晓锋同学的发言
北宋为什么会灭亡，我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从经济方面来说，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导致地方政府没有财权，百姓负担沉重。宋朝是我国历史上税

７４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５年第７卷

收名目最多的朝代之一。除正税之外，宋朝地方政府往往以各种方式和名目“增税”。由于中央榨取地

方太多，促使地方再去压榨百姓，人民生活负担沉重。因此，北宋国力的发展，是典型的“国富民穷”型。

在政治方面，先前王安石变法失败，朝政经历多次反复，朝廷中改革派和保守派矛盾尖锐，党争不已，徽

宗朝更是奸臣当道，大大消耗了北宋的国力。军事方面，北宋的军队质量差，军制落后，将无战心，军无

战力，在平时的训练中不重视实用性，军队的战斗力极其低下。在北方民族入侵北宋时，北宋很快被灭

亡。社会方面，北宋晚期，各地的土地兼并非常严重，社会的贫富差距很大，造成北宋社会的阶级矛盾和

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导致大规模爆发农民起义，极大地消耗了北宋的军力和财力。

２．４　张颖同学的发言
一个朝代的灭亡总是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北宋“暴毙”背后也必有其一系列的慢性疾病，

长期的慢性疾病削弱了其抵抗力，因而最终致使其在１１２７年亡于金。北宋灭亡的原因，个人归为以下
几点：第一，军事上“重内轻外”，优质军队主要部署在内地及都城，边境军队数量较少且质量差。这造

成了戍边军队无法有效抵御外敌，边境长期处于外族的军事压力之下。实行“更戍法”纵然可以摆脱唐

朝后期藩镇割据的局面，但是在外族压力更甚于唐的情况下，此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抵御外敌长期处

于被动局面。第二，政治上，冗官局面一直无法解决，官吏众多，职权交叉，效率低下，互为掣肘。中央集

权下，地方财权、军权皆无，丧失事务处理自主性，面对外敌入侵，根本无长期抗敌之能力与资源。第三，

文化上，重文轻武的思想是一大影响，以文治国，文化欣欣向荣无可匹敌，但是军事上却尽显“侏儒”之

态。另外其对外关系上也出现重大失误，欲联金灭辽，却不知两者是唇亡齿寒之态，弱者借强者灭敌，弱

者亦会被强者反噬。

３　课后的总结与反思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在讨论后，老师还须扮演导演、后期制作师、剪辑师的角色，对讨论课进行及时

总结，引导学生进行评价、反思。

３．１　教师的课堂总结
今天同学们的发言都很精彩，说明大家都下了不少功夫认真进行准备。北宋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有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军事方面、文化方面与外交政策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政治腐败，武

备松弛，特别是长期执行压制武人的政策，造成军事力量极端脆弱。北宋灭亡这一惨痛的历史事件距今

虽已过去近９００年，但它留给后人的教训却十分深刻。由于时间的限制，还有些同学没来得及发言，或
发言不充分，请在ＱＱ群内继续深入。
３．２　学生的评价与反思

苑恩达、郭晓锋、伍炎等同学进行了很好的总结与反思。如伍炎同学说：“第一次上讨论课，感觉收

获不少。第一，看到了自己的思维视角和他人的不同之处，阐述自己意见的同时，看到他人的意见，两者

加以比对，可知自身论点的得失。第二，讨论历史，需要自己发散思维，开放视角，由于以往所学属于常

识性历史，所以，在这一点上感觉自己还是存在许多不足。第三，基于历史的讨论，需要以史料为基础。

由于对此段历史的积累不多，所以观点和思考无法深入和更具说服力。通过此次讨论，觉得自己的历史

能力还有许多不足，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郭晓锋同学说：“我学习生涯中第一次上这样的讨论

课，这堂讨论课让我发现自己的不足，让我从同学和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在讨论中，我发现了

其他同学看法观点的独特新颖之处，有些是自己没有想到的，有些是自己错误的观点……讨论课让我懂

得跟其他同学一起交流的重要性，在交流讨论中不断学习进步，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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