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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承载了高校建立以来的历史沿革，是对高校

发展轨迹的珍贵记录。高校的校史既是近代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具体体现，也是一部丰富的思想

政治教育素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校史资料

的挖掘、整理和研究，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党

创办人民大学的故事。”[1]本文从校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的价值入手，剖析当前校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

题，以苏州大学为例，探讨校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融

合的路径，以期丰富校史研究理论成果，推动校史思政

教育工作守正创新。

价值审思：

高校校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意蕴

（一）充实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升立德树人效果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若要坚持守正创新，就要

摒弃以往偏重理论“漫灌式”的教学方式，引入更多生

动鲜活的教学案例，用生动素材来诠释理论内容。校史

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创

新发展提供鲜活素材。在漫漫校史长河中淬炼的爱国主

义基因、理想信念教育元素等，能够帮助青年学子健全

人格，而校史长河中闪烁的众多校友的光辉事迹，能够

在青年成长奋斗的过程中提供榜样引领，从而推进立德

树人育人目标的实现。我国众多高校校史见证了近代中

国的发展沉浮，其本身也是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重

要组成部分，与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四史”教育等众多

教育内容直接关联契合，同时也是党史教育内容的重要

补充。[2]校史资源的挖掘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

发展提供抓手和载体。思想政治教育要想走实增效，就不

能照本宣科，校史的融入为思想政治教育课推陈出新、创

新性发展提供众多鲜活的思想政治教育素材，也能够与

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形成互补，提升立德树人效果。[3]

（二）培育爱国荣校时代新人，坚定学生理想信念

校 史 中 的 思 想 政 治 元 素 能 够 为 培 育 大 学 生 的 理 想

信念提供精神之力。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部分刚刚步入

大学、价值辨识能力较弱的学子，可能会出现理想信念

不坚定的情况，如此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

骨病”。校史中涌现出的无数感人至深的人物和事件，

能够为理想信念的培育提供众多素材。通过将丰富感人

的校史素材呈现给大学生，能够帮助学生补足“理想之

钙”。挖掘校史思想政治元素，能够为培育大学生的家

国情怀提供骨气之根。各个时期大学展现的精神气质是

校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的精神气质是指不同时代的

青年学生和教职工所共同认同和追求的价值观念，这种

精神气质的传承能够产生归属感，凝聚成强大的荣校、

爱校力量，进而增强家国情怀。杰出校友能够为建立学

生们的专业自信提供榜样引导。部分大学生在学业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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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史承载了学校建校以来的历史沿革，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能够

提升师生对本校、对党和国家事业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成为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抓手。目前高校校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有一定探索，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思

政课教学中融入程度低、学生对校史关注度不高、校史文化活动吸引力不强等。为此，

要挖掘校史思想政治元素，将之融入现有思想政治教学理论体系当中；要强化师生对校

史的认同感和学习积极性，形成常态化的校史学习氛围；要打造校史育人活动载体，搭

建校史网络思想政治育人平台，从而实现以“史”育人，立德树人。推动校史融入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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