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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博物馆是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浓厚的教育文化气息。它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内在关联

性和契合性，探索高校博物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并利用其在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树立艰苦奋斗的人生信

念、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文化自信。高校博物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同时，呈现出教育

对象广泛性，教育载体的学术性，教育方式的潜隐性等鲜明的特点。结合上述价值和特征，高校博物馆

应以高质量的艺术藏品坚定人生信念，以多元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深化价值理念，以丰富的艺术藏品提

升文化自信，从而提升高校博物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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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museu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useum, with a strong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flavor. 
It has intrinsic relevance and fit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ploring the valu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museums and utilizing it to establish the life belief of 
hard struggle, transmit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promot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While playing the valu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ege museums present th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61063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61063
https://www.hanspub.org/


潘盈 
 

 

DOI: 10.12677/ae.2024.1461063 1204 教育进展 
 

distinctive features such as the wide range of educational objects, the academic nature of educa-
tional carriers, and the latent nature of educational methods. Combined with the above values and 
characteristics, college museums should firm up life beliefs with high-quality art collections, dee-
pen value concepts with diversifi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ctivities, and enhanc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with rich art collections, so as to improve the value of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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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国家文物局、教育部作出了《关于加强高校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通知》。这是高校博物馆在

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通知》明确指出：“充分发挥高校博物馆在

科教兴国、学习型社会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极

为重要的一环，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之一，必须不断得到强化。因此，立足思想政治教

育内嵌于高校博物馆这一重要问题，探寻提升高校博物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践向度具有深远意义。 

2. 高校博物馆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博物馆是面向社会公众的，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的非营利性机构之一，它为教育教学、科学研究、

文化传播等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高校博物馆指的是高校在其教育资源的支持下，凭借学校教学、

科研成果，以学校师生收藏或社会捐赠而设立起来的在大学校园内的博物馆，是高校在科研与教学发展

过程中的结晶。高校博物馆是博物馆的重要组成，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同时具

备现实的合理性。“截至 2021 年，已在文物行政部门备案的高校博物馆有 100 余家，且仍有多所学校在

新建、改建或者扩建。”[2]在此前提下，充分挖掘高校博物馆的各种资源和条件，将高校博物馆教育和

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2.1. 以高校历史为基础，树立艰苦奋斗的人生信念 

高校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高校博物馆是连接高校历史发展和现实发展的桥梁，是传承校史文化的

载体，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铸魂育人”的任务，高校博物馆通过特有的藏品对公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的过程就是在用高校历史文化教育人民的过程。 
我国高校博物馆以其自身优势，利用本校专业特色和校园文化的核心理念，以图片、影像、实物展

览等方式向公众和高校师生展现高校发展历程，帮助参观者树立艰苦奋斗的人生信念。“北京交通大学

校史博物馆于 2009 年 8 月 31 日正式开馆，记载着学校从创建到发展、从单科性的铁路管理传习所到多

科性大学，并加快奔向研究型大学的奋斗历程。学校从 1909 年创建之日起就肩负‘收回路权’‘实业救

国’‘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3]校史馆总共分为三个部分，展示了北交大人在中国时局动荡的背景

下艰难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校快速发展过程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学校办学取得的丰硕成果。还珍

藏了抗战时期交通大学在贵州平越时所使用的煤油灯以及参与了青藏铁路建设等的珍贵资料。这些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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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展示了中国铁路运输的发展历程，使参观者在参观的过程中普及铁路知识、

交通运输发展史，树立艰苦奋斗的精神信念。在参观过程中，除了让社会公众对我国轨道交通发展史有

了更深刻的了解，同时促进北交大人和参观者对“交大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传承。 
地处高校的博物馆在历史文化底蕴上具有先天优势，随着博物馆日益发展壮大，应该进一步将高校

历史底蕴传达的精神信念融入高校整体教育氛围以及博物馆的日常教育中，并努力使高校的校史文化通

过高校博物馆教育推动校史精神的传承，进而帮助参观者树立积极的人生信念。 

2.2. 以实践活动为平台，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校博物馆精美的主题展览让人们收获了视觉盛宴，而多样化的活动是让参观者在“眼动”的同时

也能“手动”参与到艺术创作中，从而实现知行合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

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运用多样化的主题实践活

动，结合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和精神、参观者的创意、博物馆的环境氛围，使参观者在亲历亲为中收获更

好的价值观教育效果。”[5] 
许多高校博物馆依据馆藏资源和教育特点，结合场馆的设计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教育实践活动，

由此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如上海师范大学在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开展传统篆刻和碑帖传拓体验

活动，通过亲自体验，使参观者了解书法知识，抒发传统文化热情，增加爱国之情，同时丰富了在校师

生的校园文化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举办“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专题图片展”，宣扬党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的精神，增强全社会法制意识，以达到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 
高校博物馆举办丰富的实践活动，通过对展览和活动的兴趣将吸引前来的文化参观者转变为艺术创

造者，让参观者有了更多了解博物馆的选择。除此之外，参观者可以在实践活动的亲力亲为中感受文化，

自觉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用文化正能量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3. 以文物熏陶为主线，促进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魂，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团结一致，

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所展现出的文化认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

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6]“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是对中华民族 5000 年中孕

育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也是对各民族人民长久以来形成的观念、风俗习惯的认同。”[7]作为校园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博物馆往往能够挖掘馆藏品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并借助丰富多彩的文化符

号汲取思想智慧，运用准确详实的语言文字进行教育阐释，再经由多元的教育体验活动感受文化魅力，

不断引发参观者对中华文化的关注和兴趣，提升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 
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是四川省内一座以研究少数民族文化为主的专业博物馆，该馆主要收藏了一批

反映西南地区各民族风情、民俗以及当地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文物。其中以藏族、彝族、羌族三个四川省

世居民族为代表，以及收藏有土家族、傣族、白族、纳西族、苗族等民族的生产生活工具。置身其中，

参观者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同时也会被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魅力深深折服。西北大学历

史博物馆收藏了从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典型文物标本，这些展品具有观赏性与教育性相结合的特点，

为参观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完整而明晰的线索。参观者通过实物了解历史文化，

从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世界观，陶冶高尚情操，塑造美好心灵，增强文化自信。 
由此可以看出，高校博物馆把中华民族特色文化和历史通识相结合，让参观者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源远流长，激发起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让文化自信的种子植根于参观者心中，逐渐成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继承者和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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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校博物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特点 

对参观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博物馆完成其教育属性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高校博物馆完成思

想政治教育“铸魂育人”使命的源泉和动力。由于高校博物馆的特殊属性，因此兼具高校教育和博物馆

教育两个方面特征，具体体现如下。 

3.1. 高校博物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广泛性 

高校博物馆的教育是面向全校师生和社会公众的。近年来，随着社会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民对教

育、研究、欣赏等方面需求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博物馆，他们对文化艺术领域有着强烈的追

求和渴望。然而参观者由于年龄的差异，每个人的受教育程度、道德水平、知识接受程度都有所差异。

这对高校博物馆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决定了高校博物馆要有针对性做好参观者讲解和展品陈列工作，

“不能单纯地进行知识的输出，要根据参观者的特点和需求帮助他们‘建构’属于自己的知识和教育体

系，这也是博物馆同其他类型的传播载体所不同的地方。”[8] 

3.2. 高校博物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学术性 

高校博物馆关于教学和科研类别展品多为高校学科科研的实物、标本。高校专业人员集中、智力资

源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高校博物馆以其直观生动的教材和教具，将

原本书本上枯燥的文字展现为立体的画面和实物，通过动态和静态标本、文物和音频、视频或专业人员

讲解给高校和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以助力，使参观者对信息的理解不止停留在表层，而是更加深入的了解

藏品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促进了人与藏品间的深入互动交流。和一般社会博物馆相比，高

校博物馆的显著优势就在于学术价值。高校可以对文物进行更深层次地分析研究，从而促进科学文化发

展，为博物馆提供学术科研的成果支持。而博物馆也可以为高校提供丰富的资源。高校博物馆可以结合

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博物馆的优质资源，通过专业的教师在高校博物馆内开展“大思政课”，加强和改

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实现实践创新。 

3.3. 高校博物馆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潜隐性 

“隐性教育是指教育者在教学实践活动中，以不具有明显教育意识的形式或内容进行引导和熏陶，

使受教育者对实践活动中的知识教育充满期待与好奇并自然的接受教育。”[9]而这里所说的高校博物馆

教育正是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实现形式。高校博物馆通过活动策划、环境营造、情感熏陶、互动体

验等方式，以轻松的感受触及参观者，引导参观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认同展品所传递的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从而将其内化为自身思想道德品质的一部分。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传

递的信息丰富多样，更容易被受众接受，能够在参观者心中留下更持久的印象。 

4. 提升高校博物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基本策略 

高校博物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承担了重要使命，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逐渐内化成为高校博物馆的

内在价值，同时这也是高校教育服务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进一步探索提升高校博物馆思想政治教育

功能的基本策略，须在厘清高校博物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特征的前提下，以深厚的校史文化底蕴坚定

人生信念，以多元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深化价值理念，以丰富的艺术藏品提升文化自信。 

4.1. 以深厚的校史文化底蕴坚定人生信念 

高校博物馆进行校史文化教育就是将馆内设施和馆藏资源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通过展示学校在发

展过程、办学特色、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校园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使参观者产生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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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校的情怀，树立艰苦奋斗的人生信念。 
高校在艰难困苦的建校历程和波澜壮阔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很多成就，“通过对校史的介绍让参观者

更加了解高校发展情况，提升了高校和高校博物馆的知名度和吸引力，极大的增强了在校师生和校友的

荣誉感以及参观者的爱国情怀；通过校风、校训、办学理念、校园精神、校歌等的展示，对参观者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师生热爱学校、热爱学习的热情，尤其是高校再不懈奋斗、努力求索过程中形成的

‘高校精神’更是激励着参观者在面对困难时不屈不挠、迎难而上；优秀校友事迹发挥校友的榜样作用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高校学子和社会参观者投身于自身专业领域和祖国事业的发展。”[10]通过展示高校

的成就，展现了高校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发展实力，馆内藏品是高校发展成就的历史性见证，成为参观者

学习的榜样，这正是高校博物馆积极运用校史文化底蕴帮助参观者树立和坚定人生信念。 
要想在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有效性上有所突破，除了在高校博物馆内为学生讲述高校校史文化和优秀

毕业生的励志成长故事，弘扬爱国爱校和自强不息民族精神。另外，可以通过选拔社会人才兼职高校博

物馆志愿讲解员，使社会参观者在社会服务中了解历史文化知识，坚定人生信念，厚植家国情怀。 

4.2. 以多元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深化价值理念 

高校博物馆要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就要在日常的博物馆教育中加入多元化的教育活动，

不断拓展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提升高校博物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际效果。 
高校博物馆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文化传播，充分利用高校丰富的师资力量举办系列化主题讲座。

讲座以高校博物馆及馆内藏品为载体，讲座内容与课程思政相结合，形成主题性讲座，例如：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划分成若干主题讲座，深化参观者对价值理念的认知，最终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除了

为在校师生举办活动，博物馆还应当为社会公众开辟出具有该群众特征作用的活动，同周边中小学、企

业、社区等开展合作，让博物馆成为社区型教育机构，教育资源得到最大水平的发挥。例如：举办高校

博物馆进社区活动，将博物馆内的教育资源带入周边社区，开展亲民的价值观念教育活动。丰富社区居

民的生活的同时，对居民进行价值观念的教育。 
无论是校史文化底蕴的传播还是多元的活动，都是高校博物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形式。另外，

高校博物馆还可以通过线上参观、情景再现等符合现代人需求的途径开展教育活动，将价值观念渗透于

其中。 

4.3. 以丰富的艺术藏品提升文化自信 

通过丰富的艺术藏品，向参观者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博物馆教育的内容之一。高校博物馆应当

在展陈策划、主题选择等方面为以馆藏品为核心提升文化自信奠定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

的力量。”[11]作为展示文化遗产的重要窗口和主要平台，同时也是高校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高

校博物馆通过大量的藏品向参观者展示民族和学校的历史文化成果，这些物化的文化演进让参观者找到

文化归属和认同的路径，充分发挥增强文化自信作用。由于高校博物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参

观者需求的多样化，而目前高校博物馆的收藏的针对性和陈列形式还比较受局限，同时缺乏对参观者需

求特点和文化传播针对性等方面的研究。但高校博物馆要通过讲解藏品内涵实现文化教育，因此要进行

合理的展陈策划、贴切的主题选择，让参观者产生文化认同感，在愉悦的氛围下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提

升文化自信。 
对于提升文化自信而言，优秀的文化所提供的文化价值和独特的场馆设计所带来的文化氛围都对参

观者的文化接受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让参观者走进高校博物馆，充分利用博物馆的文化资源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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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陈策划和主题选择，满足不同受众的体验需求，使参观者的文化认同进一步转化为文化自信。 

5. 结语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全面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承担着重要使命。高校博物馆蕴含着多重价

值，对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命有重要意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坚定人生信念；丰富的艺术藏品提

升文化自信；多元的活动深化价值理念。新时代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课题、新任务、新要求，在此

背景下，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融入高校博物馆，以高校博物馆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价值为依据，以其特点

为导向，提出发挥其独特融合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路径。力求通过提升高校博物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促进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而发挥更大的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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