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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功能，也可以将其作为制度类型的教学素材使用。

（二）有助于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

学的亲和力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重要

命题。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会上又强调：“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

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

对性。”[2]提升亲和力已经成为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面

临的重要任务。校史是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历史，学生对

校史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和直接的参与感，将其融入《原

理》教学实践，是提升《原理》教学亲和力、感染力的

有效途径。在《原理》的授课过程中，依据课程内容，

穿插具体生动、亲切感人的校史故事，可以增强课堂的

趣味性，拉近师生距离；以学生身边耳熟能详的人或事

作为教学案例，有助于避免《原理》教学成为直接性的

灌输式教学，提高课堂的活跃性；融入优秀师生校友的

光荣事迹，有助于学生从中感悟学校之风骨、青年之担

当。

（三）有助于落实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学 校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师 座 谈 会

上 指 出 ： “ 思 政 课 是 落 实 立 德 树 人 根 本 任 务 的 关 键 课

程。”将校史融入《原理》教学实践，能够有效贯彻落

实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高校校史是近代中华民

族 发 展 史 的 缩 影 ， “ 蕴 含 着 爱 国 主 义 、 集 体 主 义 等 基

因，而且校史文化深刻的办学精神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反

映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锐意进取、不怕牺牲的理想信

念、精神品质和思想作风。” [3]将其融入《原理》教学

实践，不仅有助于学生感悟革命先辈的光辉事迹，激发

学生以先贤智者为榜样，而且有助于学生了解校史与党

史、民族史、国史的内在联系，能够将学生浓厚的爱校

情怀进一步升华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使

学生自觉树立报国志向。此外，将高校在发展过程中产

生的校纪校规等教学素材融入《原理》教学实践，有助

于规范学生言行、激励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将高校在科

研领域、教学领域、管理领域做出的重大贡献融入《原

理》教学实践，有助于增强学生的自豪感与使命感，激

发学生的责任意识，自觉担当强国使命。

校史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困境

校 史 资 源 嵌 入 《 原 理 》 教 学 实 践 ， 能 够 有 效 增 强

学生的情感认同、理论认同、思想认同。但将校史融入

《原理》教学实践作为一种新的课程建设尝试，在实际

教学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境。

（一）大学生对校史的认知层次较为浅薄

当 代 大 学 生 虽 然 普 遍 认 同 将 校 史 融 入 《 原 理 》 教

学活动中，有助于调动其学习《原理》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但大学生们存在对校史认知层次浅薄、缺乏情感认

同的现象，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大

学 生 在 校 史 文 化 的 学 习 过 程 中 缺 乏 主 动 精 神 和 探 究 精

神，他们在校期间主动参观校史馆的次数较少，主动了

解校史发展历程的学生也是微乎其微，这就使得大学生

与高校校史文化存在距离感，难以产生思想共鸣、情感

共鸣。其次，随着个人本位价值观的渗透，当代大学生

利己主义倾向较为明显，因此，他们往往更加注重个人

利益和个人得失，集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淡薄，逐渐

出现轻视校史文化的现象，甚至会出现“校史文化于自

身无用”的错误倾向。最后，大学生未将校史文化纳入

自身成长体系之中，导致大学生对校史文化的情感认同

不高，难以产生对校史文化的荣誉感和归属感。

（二）教师校史融入意识与能力有待提升

做 好 校 史 融 入 《 原 理 》 课 程 改 革 创 新 的 关 键 在 教

师，虽然目前教师在校史融入《原理》课程教学实践中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依旧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在理

论教学方面，教师缺乏主动将校史融入《原理》课程教

学 意 识 ， 对 校 史 与 《 原 理 》 课 程 内 容 的 相 关 性 思 考 不

足，因此，无法充分挖掘校史中蕴含的思政育人素材。

其 次 ， 在 实 践 教 学 方 面 ， 教 师 更 为 注 重 理 论 知 识 的 灌

输，忽视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存在理论与实践相

脱节现象。例如：利用校史馆、校园标志性建筑等实地

资源展开实践性教学的教师较少，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校

史实践活动的意识淡薄，因此导致学生对校史的亲身参

与感不强，缺乏共情意识。最后，就教学方式而言，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主要是通过传统的讲授方式将校史渗透

入《原理》课程教学，缺乏创新性。因此，在实际的教

学过程中，学生仍然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不仅无法提

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课堂参与感，而且也无法使学生

建立对校史文化的自豪感和亲切感。

（三）高校对校史融入式教学的重视度有待提高

校史融入式教学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师生

的努力，同时也需要高校提供系统全面的支持。然而，

当前部分高校对校史融入式教学普遍存在重视度不足的

情况。首先，校史融入式教学主要局限于教师个人的教

学 实 验 ， 高 校 层 面 尚 未 建 立 校 史 融 入 式 教 学 的 长 效 机

制，缺乏将校史融入式教学的具体措施，这就使得校史

融入《原理》教学活动难以形成可供复制教学模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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