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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校史是学校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中积淀与创造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深厚的文化底蕴。高校作为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主阵地，肩负着价值塑造、精神培育的重要使命，担当着引领思想文化方向的重要职责。新形势下要注重挖掘校史文化

的思政育人元素，拓宽和创新校史文化育人载体，进一步加强校史研究、完善校史文化传播渠道、将校史文化融入校园文化

建设、推进校史文化课程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校史文化育人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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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history is a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with distinctive personality accumulated and created 

in the school's long-term education and school running practice. Colleges as the main positions for promoting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shoulder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value shaping and spiritual cultivation, and 

shoulder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leading the direction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In the new situation,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digging into the elements of ideological,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elements of college 

history and culture, widen and innovate the carrier of college history culture and education, further strengthen 

college history research, improve the channel for the spread of college history and culture, integrate school 

history and culture into campus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history and culture curriculum 

system, constant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llege history and culture education. 

[Keywords] college history; culture; cultural education 

 

1 校史文化的内涵 

校史文化的认识需要先界定校史和文化两个概念。校史

我们一般认为就是一所学校的发展历程。一所学校就是一部

历史，校史是一所学校创建、变迁、发展整体历史的反映，

积淀着各个时期的校园文化生活，记载和延续着学校的学术

传统和文化精神，大学校史主要包括学校的历史沿革、办学

理念、办学使命、重大变革以及在学校发展期间展现的优秀

人物及其相关事迹。 

对文化的定义则有很多，但是我们也看到，对文化的共

有要素大家基本持统一的观点，即人们倾向将文化定义为是

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

总和，亦或“文化是人类的全部生活方式”的概念。在文化

定义基础之上，我们看到，“校史文化”具有“文化”概念

应该具备的内涵，只是以校史作为载体，有学者将校史文化

定义为“学校在历史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

和”，也有人指出大学校史是大学传统的积淀、大学精神的

承载、大学文化的映照，校史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存

在，即“校史文化”。笔者认为对校史文化的定义要将校史

与文化之间建构联系，以校史为出发点，以文化为落脚点，

比较认可“校史文化是校史的文化表征，是校史传承的文化

链条，具体包括学校在办学历史实践中创造的一切物质和非

物质产品”。历史本身便蕴含着文化，文化赋予历史以深度

和厚度。校史文化承载了教学育人过程中的特定理念与价

值，校史之中蕴涵着校史文化，校史文化贯穿于校史之中，

历史与文化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对立统一中共生共存，为

此，校史与校史文化是具体的、内在的统一，可以说，校史

是师生的“集体记忆”。 

2 校史文化的作用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高校的重要使命，高校要坚持立

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不仅要注重学生专业知识和能力发

展，更要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和人格塑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

中心环节,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员

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

业发展新局面。”全国教育大会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对

高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

根本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  

文化是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而大学作为高校育人阵

地，所形成的育人环境本身就是育人文化。校史文化是大学

在长期办学传统中经过历史的积淀并受外部环境影响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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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校史文化构

成的功能来体现，大学校史文化的结构应包括物质文化、制

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其中物质文化是依托，制度文

化是保障、精神文化是核心。校史文化作为独特的文化资源，

所蕴含的育人理念和办学使命，能够对师生的价值理念、理

想信念、人格塑造、行为规范等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新

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内容。 

首先，校史文化蕴涵着高层次的大学精神。文化本身具

有教化人、塑造人、熏陶人的功能，校史文化作为文化的子

系统，蕴含着丰富的育人资源，主要体现为大学精神。大学

精神是大学办学实践在精神文化层面的凝聚和反映，只能来

源于大学办学的历史实践，大学精神价值的具体载体就是校

史文化，大学精神文化深深地体现在大学的使命和校风、教

风、学风、校训方等面,大学精神文化是建立在大学对于文

化传统、教育本质、办学规律、治学之道等方面的行为与理

念基础之上的，同时又融入大学发展的血脉之中，影响着学

校的办学育人。师生通过校史校情教育，将大学精神内化，

进而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价值准则和行为模式，校史文化本身

所蕴含的价值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学校办学历程中

的积淀，而这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为此校史文

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沃土，是提升文化自信的重

要载体与途径。大学精神是解读大学过去发展的无形密码，

也是推动大学未来发展的深层力量。其次，校史文化教育的

隐形教育功能较大。相比其他思政育人素材，校史文化可以

通过校史读本、校史馆陈列物品、校园景观、校园环境等多

样化的形式展现，此外，在校院文化建设中，校史文化可以

通过话剧、记录影片、话剧等多形式提高校史育人的辐射面，

对师生能产生陶冶、激励、约束、调适等重要作用，能够充

分发挥校史文化的隐形育人功能。 

3 校史文化的建设 

大学校史文化是高校自身发展特有的文化现象，新形势

下，推进校史文化建设，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育人实效的必然要求。高

校加强校史校情教育，开展校史文化育人，实际也是在挖掘

思想政治育人元素，不仅丰富了校史研究，同时也是更好地

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 

3.1加强校史文化研究 

不管是教育与社会关系的基本规律，还是高等教育教学

过程的特殊性、高等学校教学原则等内部关系规律，都离不

开对历史的判断和经验总结，要深刻地理解这些规律，需要

学习和研究校史。对于校史的研究是运用校史文化资源的前

提，便于让教育工作者结合教育规律和思政育人规律提升文

化育人的实效。高校要建立一支校史研究团队，包括校内外

师生，尤其是要发挥关工委老师以及校友的积极性，充实校

史研究团队，拓宽校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校史研究的实质

就是在真实记载学校史实的基础上，挖掘学校在长期教育和

办学实践中积淀与创造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进行科学的价值判断，探索教育和大学发展、变革的基本脉

络与客观规律，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不断开创教育和大学

发展、变革的新局面。在校史研究的具体内容方面，要重视

校史资料的征集与整理工作，借助档案、日记、书信、散文、

诗词、著作等不同史料进行辨析与梳理。 

校史研究重在对大学精神文化的建构，大学精神文化能

够对校内师生的价值选择、人格塑造、行为规范和精神气质

产生深层次的影响，而大学精神文化的建构主要通过大学办

学使命、办学传统、校训、校风以及名师的高尚文化产生作

用。为此，高校要加强此领域的相关研究，发挥校史思想政

治育人功能，在研究过程要结合思政育人视角，融入教育学、

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集中展示学校的文化氛围、

办学使命、办学传统、学术业绩、教师风采、校友事迹，不

断提高校史研究水平、推进研究深度。有研究指出校史研究

要注重挖掘大学的历史使命、校训的深刻内涵以及大学代表

人物，也有研究指出，校史研究协作要“有故事、有理念、

有文采”——用历史的方法收集材料，用哲学的方法分析材

料，用文学的方法运用材料。同时对历史事件、人物事迹结

合时代需求进行凝练与提升，形成可读性、感染力强的读本，

不断增强校史研究在提升校园文化品质、扩大大学文化影响

方面的显示度和贡献度，优秀的校史读本将会使得校史的人

文传播就在系统性、感召性方面取得不可估量的效果。 

3.2加强校史物质文化建设 

学校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器物的价值不在于本

身，而是物质背后所蕴含的历史情结，所承载的精神文化，

这种物化了的物质文化通过物质本身发挥精神价值。校史物

质文化最主要的场所便是学校校史馆，呈现的历史照片、影

像、教学科研实物等大量校史资料，这些都承载着学校发展

历史的轨迹，而校史馆这一实体空间通过精心设计陈列则很

好地构建了文化育人场所，能够为物质文化育人提供教育活

动及其教育过程开展的空间，通过校史教育传递物质背后所

蕴含的价值理念。 

除校史馆之外，校园景观也是校史文化物质层面的体

现，我们经常在校园中看到人物雕塑，往往与学校历史发展

相关。校史景观既是“人化”之物，又是“化人”之物，能

够以其历史穿透力和文化厚重感，给人以历史的沉思、思想

的升华、道德情操的陶冶，漫步在校史景观构建的校园当中，

师生的价值理念在所构建的文化环境中会潜移默化地受到

感染，在西方历史悠久的大学，例如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

学，其校园景观设计都以厚重的校史为依托，仿佛一草一木

都在诉说着学校历史，能够充分发挥校史文化潜移默化、润

物无声的育人特点，于无形中影响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人

格塑造和思维方式，是开展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随着高校的发展，诸多学校开设新校区，在校区的规划与设

计中，要融入校史文化理念，发挥校史文化在校园物质文化

建设方面的推进作用，拓宽校史校情的育人平台，在整体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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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构思中，从文化育人视角出发，营造和谐的育人氛围，在

校园景观设计中注重师生、校友的参与度和辐射面，提高校

史文化育人的实效性。 

3.3推进校史文化课程体系建设 

校史教育应是高校新生入学的必修课，要推进校史文化

进课堂建设，高校可以开设校史文化选修课，推进课程思政

建设，加深校史文化育人的普及面和辐射面。普通的文史类

选修课所注重的更多是知识点的夯实和学生文史认知水平

的提升，而校史选修课的授课目的则是通过增强学生们对于

校史的了解来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坚持以德育为先。当然，

校史课程建设需要丰富的校史史料，形成完整的课程大纲，

关于校史教材，有学者指出要“坚持以育人为目标，注重时

代性，选取校史中有意义的人和事，从“点”上着眼，从“点”

上入手，抓住一人一事，讲清来龙去脉，突出关键细节，重

点讲出事物背后的育人理念和内涵。”在校史课程讲解中应

更注重对学生人文素养、道德情操的引导与培养。对于授课

教师而言，校史选修课的教师不但要通晓校史，还要是一名

合格的“讲故事的人”，需要兼及“历史、传说与精神”。通

过校史故事讲解与内涵启发的形式感染学生，进而对学生价

值观念形成塑造。在课堂内容建设中，要将学校的职能、使

命、以及学校变迁和人物历史故事讲好，要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融入学校校史文化教育中。通过校史文化课程提

升学生综合素养，增强大学内部的凝聚力，使得大学组织及

其成员具有强烈的使命感。 

3.4校史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校史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层次，能够丰富校园文化建

设内涵，校史文化应对校园文化设计起到导向作用，通过融

入校园文化活动加强校史文化育人功能。校园文化是以师生

价值取向为核心，以学校的办学理念、校风学风、管理制度、

文化活动、行为方式和环境建设等为表征的精神状态和文化

氛围。大学精神是校园文化的灵魂与核心，校园文化是大学

精神的载体，是大学精神的具体化和表现形式。在对校史了

解基础之上实则还要构思如何将宏大的理念通过多种形式

和途径转化为日常的行动，转化为大学师生的生活实践。在

校园文化设计中要融入校史育人内涵，促进对师生的情感陶

冶、思想感化、价值认同。 

校史文化资源是校园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校史文化可

以提升校园文化建设的内涵高度，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上

海海洋大学作为一所百年老校，五易校址十一次更名，上海

海洋大学校史是一部生动的艰苦创业史、改革创新史和文化

发展史。2016年《“百年潮•海大梦”上海海洋大学品读海大

园活动》项目成功入选上海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优秀项目，两年来上海海洋大学不断深

度挖掘“勤朴忠实”百年校训的精神内涵，发挥校史文化价

值引领导向，在每年的开学季为新生开展“入学第一课”，

主要是讲解校史校情，让学生了解学校发展历史，增强学生

爱校荣校情怀。同时，学校开展“品读海大”活动，以学校

发展变迁的校园景观大道作为讲解场所，依托师生志愿者组

成校史讲解团，将学校校史变迁与历史景观相结合，将校史

馆与学科陈列馆相结合，通过故事讲的形式让学生直观而又

形象地解了校史发展脉络，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

界观和价值观。此外，学校还开展校歌比唱、校史朗诵、校

史征文以及校史知识竞赛、校史文创作品征集等丰富多样的

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了人文底蕴和学校特色，在无

形中发挥了校史文化隐形育人功能，涵养了学生道德修养。 

4 结语 

校史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载体，校史

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政育人元素，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资源宝库，而校史文化建设是一项基础工程、系统工程，

是学校内涵式发展、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新形势，高校要

深入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从“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的战略高度认

识校史文化的育人价值，发挥学校校史资源优势，学科特色

优势，做好战略规划导向，积极推进校史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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