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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认同，培养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第二，将红色校史资源融入大学生思政课，有利于

引导学生传承高尚精神和优良品质。

高校红色校史文化，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

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的精神和理想。通过对红色校史

资源的发掘，加强校园文化的建设，对提高大学生的思

想政治理论水平，引导学生学党史、知党情、感党恩、

跟党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这点来讲，高校应该

对校园的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在编撰校史时讲

好党史，促进校史文化宣传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开

展学校历史文化培育工程，使校史文化传承与党史学习

教 育 相 结 合 ， 不 断 增 强 学 校 历 史 文 化 的 育 人 效 能 。 高

校要充分发挥红色校史资源的作用，教育和引导学生继

承前辈学者的高尚精神和优良品质，树立崇高的理想信

念，用理想之光照亮前进的道路，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

心使命，在知行合一中强化责任担当。

第三，红色校史资源融入大学生思政课，有助于大

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增强认同感。

一方面，利用红色校史资源，可以帮助学生深入了

解高校的历史沿革、文化传统和革命精神，补齐精神上

的“钙”，坚定他们的理想信念。同时，可以引导学生

把个人理想与祖国的发展和建设融合在一起，自觉投身

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去。另一方面，红色校史文

化资源传承和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精髓，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具有独特的文化育人

功能，能够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增强他们的文化认

同感，并帮助他们自觉抵御不良文化思想的影响。

红色校史资源融入大学生思政课的路径

校史资源具有丰富的教育性，尤其是具有鲜明特色

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以及探求科学

真谛的事迹，这些都是大学立德树人的珍贵资源。

第一，充分挖掘红色校史文献资料。

档案文献工作是用来保存历史的，它是用来为党、

为 国 育 才 的 ， 老 师 们 要 把 这 些 历 史 文 献 整 理 好 ， 运 用

好，记录和总结党在红色教育方面的奋斗历程，为立德

树人提供更好的服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

学考察时指出： “要加强校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和研

究”，“人民大学馆藏红色文献，鉴证了我们党创办正

规高等教育的艰辛历程，是十分宝贵的红色记忆，要精

心保护好，逐步推进数字化”。[1]这为学校红色历史档案

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指明了方向。强化红色文献建

设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需要全校行动起来，统筹力

量，长期努力，对反映红色校史的档案、照片、资料、

实物等文献进行全面的整理，并在全校和社会范围内，

对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文献进行征

集 ， 积 极 组 织 对 红 色 校 史 遗 址 遗 迹 进 行 实 地 考 察 和 寻

找，对红色校史的亲身经历人员进行口述采访，尽可能

地获得第一手资料。只有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才

可以让历史来说话，让史实来说话。

第二，注重内容和场所赋能，讲好校史故事。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每 到 一 地 区 ， 都

要瞻仰对中国共产党有着重要发展作用的革命圣地、红

色遗迹、革命历史纪念场所等重要地点。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观北大红楼时指出：“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

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

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学校红色旧址是中国革命、建

设和改革事业中形成的重要红色资源，是历史上广大师

生共同努力奋斗的历史见证。因此，学校要善于利用红

色校史资源，讲好校史故事，让学校的红色校史资源真

正走进教材、走进课堂、走进头脑。

首 先 ， 将 红 色 校 史 资 源 融 入 高 校 思 政 课 程 和 课 程

思政。与育人理念、学生特征、时代需求相结合，将校

史资源这一宝贵的财富，转变成独一无二的育人资源。

“深入研究红色校史，需要教师把红色校史和学科专业

史结合起来，把红色校史融入百年党史，围绕立德树人

要求，凝聚研究方向，取得校史研究由点到线、由线到

面、由面到体的理想效果。”[4]将红色校史资源与各种学

科的教学和应用相结合，用它来诠释好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充分利用它对新时代的学生进行思想引导和价值塑

造，提高新时代学生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感染力和

吸引力，使高校的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

其 次 ， 寻 找 红 色 校 史 资 源 和 教 科 书 内 容 之 间 的 契

合点，推进高校红色校史资源走进教材。要充分发挥高

校的学科资源和人才培养优势，加强对红色校史文化的

学术研究与理论阐释，通过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挖掘

高校历史资源中的育人因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

新素材、注入新活力。在拥有丰富红色资源的地区，学

校应该加强对红色校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分类工

作。具体而言，学校可以组织历史学家、文化学者和相

关人员进行深入调研和挖掘，收集整理与本校历史相关

的红色资源，包括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影像资料等。

同时，还可以邀请老校友、老革命家和历史学家来校进

行讲座或举办展览，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和学习红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