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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迷茫无措的状态，而校史资源中蕴含的各行各业杰

出的校友，可以成为学子看齐与追求的榜样。

（三）发挥校史文化育人功能，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校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能够起到隐形育人效果。通

过对校史中物质实体的介绍，精神气质的挖掘，为大学

生营造具有历史感和文化底蕴的校园环境，同时通过举办

学生们喜闻乐见的口述校史类节目、编演校史剧等等，能

够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校史文化，理解学校办学方

针和育人方向。在校史文化熏陶下塑造学生品格，以优秀

校友为榜样，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因此，校史融入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丰富学生校园文化生活，能够推

动形成良好的文化育人氛围，发挥校史文化育人功能。

校史广泛存在于全国众多高校中，许多高校拥有大量的

校史资源，如果校史仅仅存在于档案馆内，缺乏主动式挖

掘和宣传，那么大多数学生可能不熟悉，甚至不知道校史

资源，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通过两者的融入，能够在探

索校史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实践模式的过程中，寻找到校史

文化传播新途径，共筑校史文化育人新环境，打造更多校

史品牌活动，助力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4]

现实困境：

高校校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思政课教学中校史融入度较低

校 史 育 人 是 一 种 文 化 育 人 形 式 ， 具 有 文 化 育 人 的

特点，即育人过程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隐性和长期

性过程。校史育人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不能急功

近利，应当在当前思政课教学体系框架下，逐渐融入校

史元素。然而当前融入力度和方式方法有待完善：一方

面，当前校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还不够

健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以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

为主，缺少对校史文化元素的内容讲解和渗透，在实际

教学过程中，思政课教师往往忽略两者的有机融合。另

一 方 面 ， 高 校 存 在 着 对 校 史 文 化 挖 掘 力 度 不 充 分 的 现

象，在思政课教学中缺少融入思路。校史中蕴含着的爱

国主义精神、理想信念教育素材、党史学习教育元素等

等，与当前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有较高

的关联度和契合度，但是在整合校史资源方面还有很多

不足，导致融合效果欠佳。此外，校史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合力作用的发挥，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课教师摒弃以往

以理论教学为主的教学思路，创新性地更新教案教法，

将 更 多 校 史 文 化 元 素 融 入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课 教 学 教 案 当

中，改变过去长期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停留于理论教

学，与实际学习生活相脱节的现象。

（二）大学生群体中校史关注度不高

将 校 史 融 入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 是 为 了 厚 植 大 学

生的家国情怀，坚定学生理想信念，然而当前大学生群

体对于校史的关注度与认同度不高，究其原因在于，新

时代的大学生处于一个信息化时代，不同价值观通过互

联网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多重叠加影响。受功利主义、

利己主义等不良网络思想影响，部分大学生在学校期间

缺乏理想信念，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和职业规划，很多

毕业生也没有树立正确的求职观念，不能够将自身职业

发展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一部分大学生不了解母校历

史，或对优秀校友事迹、精神内涵等缺乏了解兴趣，关

注不多。部分学生在参观校史馆等了解校史文化的过程

中，缺少认真的态度和深入了解的热情。学生将关注度

更多地投入到自身专业知识和技能学习上，更谈不上主

动了解校史文化，提升自身精神境界，这也影响了校史

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三）校园文化活动中融入方法传统

随 着 高 校 日 益 重 视 对 校 史 资 源 的 开 发 ， 与 校 史 融

入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文化活动变得越来越多。然而就

具体成效来看，在融入过程中存在着流于形式的情况，

与校史有关的文化活动较为单一和传统。一些高校虽然

尝试运用校史资源打造与校史相关的校园文化活动，但

是其更多地是以简单的建筑改造和修缮为主，缺少对校

史深层次内涵要义的创新性挖掘，不够重视对学生精神

上的熏陶。当前，我国高校普遍建设了校史馆或与校史

相关的博物馆。校园内也建设了很多校友名人雕像，甚

至一些学校还建设了专门的记录知名校友和校史重大事

迹的文化墙，然而学生在身处这些环境中的时候，并没

有主动地思考其中的深意，说明当前我国的校史资源挖

掘更多的仅仅停留到传统的物质景观布置等方面。除此

之外，与校史相关的文化活动，例如常见的校史知识竞

赛，打造文化长廊，等等，这些活动举办的本意是彰显

学校精神风貌，向学生展示历史底蕴，然而这些活动形

式传统，与时代内涵的融合并不充分，导致同其他校园

文化活动相比缺少亮点特色，最终也难以达到理想的效

果。此外，校史素材和资源常常被用于一些特殊时间节

点的庆祝，对校史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待提升。

实践理路：

高校校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一）依托现有理论体系，编写特色化教材

一方面，要充分依托现有思政课理论体系。当前，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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