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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论课教学设计中，提升红色校史在思政课教学中的比

重。另一方面，要鼓励师生开展红色校史的理论研究。要

依托校史博物馆、开设党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相关专业的学

院打造红色校史、红色文化研究基地。成立专业的研究团

队，充分挖掘红色校史中的理想信念教育元素。

（二）构筑红色校史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合力

一是建立理想信念教育协同工作机制，整合校内部门

优势资源，形成推动红色校史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合力。

高校党委、学工部、团委等部门建立协调机制，推动构建

主体多元、参与立体的体系，打造口述校史大赛、红色校

史故事演讲比赛等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品牌，激发学生了

解红色校史的热情和动力。二是充分调动校内基层党支

部、团支部、社团开展红色校史理论研究的积极性，打造

主题鲜明的红色校史党、团日活动。例如，基层党支部、

团支部可以带领支部学生参观校史馆、校档案馆组织的红

色校史展，深入挖掘和了解红色校史人物、事件背后的故

事，从而感悟红色文化，赓续红色血脉，增强党员、团员

的爱国主义精神，提升担当意识。推动形成党员、团员学

习践行红色校史文化的良好氛围，推动大学生理想信念教

育常态化开展，充分发挥红色校史育人功能。三是充分发

挥高校教职工的榜样示范作用。高校教师是推动红色校史

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示范性力量。高校教师是否拥有

坚定的理想信念会深刻影响学生理想信念的树立。因此要

加强教职工的榜样引领作用，要强化思政课教师以及校内

教职工对于红色校史的学习力度，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

化和持久化。

（三）创新红色校史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方法

一是创新传播方法。红色校史在理想信念教育中的运

用需要借助现代教育技术，要搭建网络传播平台，促进红

色校史资源的信息交流与互动。通过录制红色校史微课，

并传至慕课平台打造建设红色课程体系，将录制的微课上

传到“两微一端”平台，定期制作推文推送红色校史推文

和宣传视频等等。要探索数字化融入方式，将校史文化资

料整合起来，以可视化、VR虚拟现实等技术，再现红色

校史风貌。二是创新呈现形式。例如，可以鼓励师生共同

挖掘和创作红色校史相关的文创产品，举办红色文创产品

比赛，吸引青年学生的关注度。通过文创产品的设计为学

生了解红色校史文化提供契机，对于优秀文创作品可以进

行生产加工，让学生有机会通过精美的文创产品了解红色

校史文化，并发挥红色校史潜移默化的影响。三是搭建红

色校史育人新平台。要搭建特色化红色校史育人平台，努

力形成更多样、更融入、更广覆盖的红色校史文化育人环

境。要打造精品文化活动，例如组织学生编排红色校史

剧，并将红色校史故事搬上舞台。在这个过程中，既能够

让编排剧本学生和参演学生感悟红色文化，发挥红色校史

润物细无声的作用。[4]

（四）健全红色校史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机制

挖掘红色校史，传承好红色基因，开展好理想信念

教育，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内容，应纳入

高校“铸魂育人”工作格局中。红色校史融入理想信念教

育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要制定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总体规

划，构建完善的支撑体系和保障机制，以整合各方资源

形成教育合力。一是制定总体规划，明确理想信念教育目

标、内容、方法、保障机制，让校史融入有章可依。二是

建立融入效果评估机制，从融入广度、深度等多个维度调

研大学生对红色校史认识水平和领悟情况，评估融入效

果，针对评估反映的不足之处予以改进。三是构建红色校

史宣讲人才队伍培育机制。要鼓励大学生报名参加红色校

史故事的讲解和挖掘，踊跃参与校史馆讲解，培育出一支

高质量的校史讲解队。同时，要建立校内外校史联合开发

利用机制，充分利用校外从事红色文化开发的专业化团队

力量和专家学者，开展专业的红色校史文化的挖掘与培

训。以完善理想信念教育体制机制，为开展好理想信念教

育提供保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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