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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校史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鲜明的时代价值。本文首

先阐述了红色校史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包括促进教师队伍素质建设和培育青年大学生的使命担当等方

面的深远意义。随后，文章分析了当前红色校史文化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如红色校史文化资源整合力

度不足、红色校史文化资源的管理机制匮乏、教学主体的相关意识不足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

了红色校史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包括推动红色校史文化资源整合、完善红色校史文化资源管理机制和

加强教学主体的传承意识等具体举措。通过这些路径的探索与实践，旨在推动红色校史文化建设与学校

教育教学、德育工作的深度融合，为培养具有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和爱国情怀的新时代青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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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red school history culture has a profound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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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ical background and distinctive contemporary value. This article firstly explains the value and 
implic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ed school history culture, including the far-reaching signific-
ance of promoting the quality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team and cultivating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young college students. Subsequently,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practical difficul-
ties 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red school history culture, such as the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red school history cultural resources, the lack of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red school history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insufficient awareness of the main bod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etc.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a propos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d school history culture.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path of red school history culture construction, 
including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red school history cultural resources, improving the re-
source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red school history culture,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heritance 
consciousness of teaching subjects and other specific initiatives.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se paths, it aims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ed school 
history culture with schoo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moral education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culti-
vation of new-age youth with a sense of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mission and patrio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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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校史是校园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红色校史文化则是一所学校经过历史积淀所留下来的具有

强大感召力的特殊的文化形态。习近平总书记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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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广大师生

继承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1]因此，红色校史文化建设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应不断加强红色校史文化建设，传承红色基因，使其发挥应有的价值。 

2. 红色校史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 

红色校史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每个学校都有其变迁发展的历史，通过历史演进所凝练出的红

色校史文化对学校发展更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红色校史文化既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又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本研究主要从红色校史文化建设对教师素质建设和学生成长的重要作用展开论

述。 

2.1. 有利于促进教师队伍素质建设 

红色校史文化建设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载体，是一个学校发展的动力与灵魂。环境对人的发

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红色校史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建设发展对学校教师队伍的素质建

设具有重大影响。一方面，底蕴深厚的红色校史文化能够吸引优秀的教师并组建起高质量的教学队伍，

提高整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另一方面，积极正向的红色校史文化能够形成强大的文化合力，从而规范教

师教育行为、凝聚教师力量、激发教师的内动力，并成为引领教师成长的巨大推动力。除此之外，在长

期发展中形成的红色校史文化是学校历史的见证，这有助于广大教师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观，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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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职业追求，进而达到对教职工价值的引导和精神层面的升华，为教职工打造一个精神的家园文化，

使他们的心灵找到归宿，怀有远大的志向。同时通过对红色校史的学习，教师队伍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

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从而增强他们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种使命感将激励教师更加积极地投

身于国家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努力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从而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教师承担着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

意教育的重任。”[2]因此教师队伍素质建设对一个学校的整体发展至关重要，其职业素养的高低影响着

整个学校的教学水平，甚至当代青年的个人素质。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广大青年的积极作为，广大青年的

奋发向上离不开教师的谆谆教诲。事实告诉我们，在新征程上，我们应大力开展红色校史文化建设，积

极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建设。师德师风建设是教师素质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要以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为

抓手，充分发挥红色校史文化的正向隐性功能，将对教师的规范性要求转化成润物细无声的行为自觉，

从而形成教育文化的力量，确保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实效。此外，良好的红色校史文化资源可以形成一种

核心力量，凝聚和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产生积极持久的精神动力，激发教师素质

的提高。总之，培育红色校史文化建设是提高教师素质不可或缺的手段。 

2.2. 有利于培育青年大学生的使命担当 

红色校史文化建设首先意味着对学校历史中蕴含的红色文化传统的深入挖掘和继承。红色基因代表

了党和人民的奋斗精神，是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通过红色校史文化的建设，可以引导

学生深刻理解红色基因的内涵，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使命担当。 
教育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和水涨船高的道理一样，人们的教育需求与社会向前发展是

正相关的提升关系，我们把这种关系放在学校中，即学校的红色历史文化越深厚，氛围越浓厚，学生就

越会有一种自豪感、成就感和使命感，这种红色校史文化传承下来的红色血脉能够赋予学生强大的精神

动力，从而提高学生的自我控制、自我学习、自我完善的能力。由此可见，红色的校史文化为学校注入

了宝贵的课程和教育资源，其对于培养青年学子的使命担当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使命担当既包含青年

大学生对学校文化认同的爱校情怀，包含青年大学生为社会建设挺身而出的集体主义热忱，以及青年大

学生为国家建设奉献力量的爱国主义精神。哲学家贺麟认为，做人有了做人的使命，人生就有目的、意

义和价值[3]。由此可见，青年大学生只有积极承担自身责任，才能使自身生命更加有意义、有价值，并

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事实证明，红色校史文化中蕴含着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和一个学校最重要的精神内涵。加强对

红色校史文化的赓续传承，对于学生来说是十分有助益的，不仅可以使他们深入了解自己学校的优质习

俗、独特文化以及前沿的规章制度和价值观，同时也能加强他们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归属感和自豪感，进

而为他们塑造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奠定坚实的基础。 

3. 红色校史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 

红色校史文化是学校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对于促进教师队伍建设、培养青年学生的使命担

当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当前的教育实践中，红色校史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困境，制约了其作用的发

挥。本文将从红色校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力度、管理机制以及教学主体的相关意识等方面，分析红色校史

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 

3.1. 红色校史文化资源整合力度不足 

红色文化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先进分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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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4]。红色校史文化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学校

特有的先进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教学意义和导向意义，但是目前很多学校都存在对红色校史文化资源

整合力度不足的问题。红色校史文化资源整合包括对学校历史中的红色资源进行系统的挖掘、整理和研

究，以及将这些资源有效地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同时对红色校史文化的自身内涵认识不够深刻，对

红色校史中体现出来的红色精神内涵的认识停留在表面，主要表现在史料挖掘整理不够深入，未对红色

校史文化的资料进行系统归纳整理。除此之外，在红色校史文化建设中，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和

教育等方面知识的专业人才来推动其建设发展。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缺乏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支

持。这导致在红色校史文化建设中难以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影响了其传承和弘扬的效果。

总之，由于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红色校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3.2. 红色校史文化资源的管理机制匮乏 

现阶段，各个学校在红色校史文化的管理和实施方面仍显不足，对于红色校史文化的管理机制尚存

缺失，很难形成工作合力。红色校史文化资源保护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未

设立专门的部门来统一管理红色校史文化，导致红色校史文化宣传模式缺乏创新、宣传方式单一。众多

学校利用传统的纸媒，如报纸、书籍，以及电子广播、电视和电视资源，以及参观历史展馆和校园的红

色文化教育作为推广红色校史文化的主要途径。在宣传方面，纸质的媒介往往在内容与手法上缺失活泼，

而电子媒介的展现时间也相对较浅且途径有限，因此让校史馆的展览活动过于模式化。同时在红色校史

文化建设中，文化创新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受到各种限制和约束，如

传统观念的束缚、制度规范的限制等。这些限制和约束限制了文化创新的空间和可能性，影响了红色校

史文化建设的活力和创新性。红色校史文化建设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包括对历史资源的挖掘和整理、

相关活动的开展、宣传教育等。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这限制了红色校史

文化建设的规模和效果，使其难以得到全面推进。以上问题均是红色校史文化管理机制层面的问题，只

有不断整改，才能有效促进红色校史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3.3. 教学主体的相关意识不足 

红色校史文化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能够在教学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存在教师运用红色

校史文化育人意识不强的现状，这将导致红色校史文化的育人功能淡化，同时也不能充分发挥红色校史

文化的感染力。教师作为教学主体中的关键一环，其在教学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教师教学内容的变

化对学生是否入脑入心具有关键作用。红色校史文化作为一种宝贵的教育资源，但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

对其的利用往往不足。这可能与教育内容和方法的创新不足、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够充分等因素有

关。缺乏对红色校史文化的有效利用，影响了其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

具有顺序性的重要特点，如不能对其进行正确引导，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的正确形成，也会造成学生群体对红色校史文化认同感低，对其中蕴含的深层价值也不能深刻认识和思

考。由此可见，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一些师生对红色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度不高，文化传承意识相对薄弱。

这导致在红色校史文化建设过程中，难以形成广泛的参与和支持，影响了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4. 红色校史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建设红色校史文化是一个持久且充满挑战性的工作，它需要来自学校、教师和学生等各方共同参与

和共同努力。通过推动红色校史文化资源整合、完善红色校史文化资源管理机制和加强教学主体的传承

意识等有效路径的探索和实践，来推动红色校史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培养具有爱国情怀和历史

文化意识的优秀人才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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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推动红色校史文化资源整合 

高校红色校史文化资源丰富、教师队伍强大，是研究“红色校史”、培养“红色接班人”的重要载

体。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5]因此要充

分推动红色校史文化资源整合，把理想信念的火种接续相传。根据红色校史文化的表现属性可划分为显

性红色校史文化资源和隐性红色校史文化资源，针对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应采取不同的整合措施。针对显

性红色校史文化资源，学校应组织建设一支专门研究本校红色校史的专家队伍，深入挖掘显性红色校史

文化资源，如革命遗址、红色故事、英雄人物等，并通过实地考察、采访老校友等方式，收集第一手资

料，为红色校史文化建设提供丰富的素材，助推学校文化建设。针对隐性红色校史文化资源，要明确红

色校史文化的内涵，包括学校的革命传统、英雄事迹、革命精神等。通过深入研究校史，挖掘学校的红

色基因，形成对红色校史文化的准确理解和定位，并通过将红色精神、红色价值观等内容融入思政教学

的途径，发挥好红色校史文化隐性资源的重要作用。习近平强调：“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

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6]因此，通过利用高校平台对红色校史文化资源进行

充分整合，从而推动红色校史文化建设。 

4.2. 完善红色校史文化资源管理机制 

红色校史文化建设是指在学校内部开展红色文化传承、弘扬革命传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等方面的

工作，对学校发展和师生进步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完善红色校史文化资源管理机制，是红色校史文化走

向深入的必由之路。 
首先，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加强对红色校史的宣传力度，如制作宣传栏、悬挂标语、举办展览等。

利用新闻媒体、社交平台等渠道扩大宣传范围，提升红色校史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同时，充分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构建红色教育平台，如校园网站、微信公众号等。通过在线展览、视频资料、

互动问答等方式，为学生提供便捷、高效的红色学习资源，拓宽红色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其次，建

立健全红色校史体系，包括校史编写、校史教育、校史研究等方面。通过完善校史资料收集、整理和保

存工作，为红色校史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支撑。并加强校史研究和教育成果的转化应用，推动红色

校史文化在学校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最后，高校应加大资金投入，并在校内建设红色教育基地，如红色

革命历史陈列馆、红色革命纪念馆等，展示学校的革命历史和英烈事迹，激发师生的爱国情怀。只有通

过以上途径，高校才有可能将其理想信仰的火种和红色传统的基因代代相传，确保革命事业的火种和血

脉得以延续。 

4.3. 加强教学主体的传承意识 

教师与学生是红色校史文化建设的重要主体，针对其相关意识不足的现状，要加强其传承意识，不

断推进红色校史文化的赓续传承。一方面，教师队伍应注重教学方式的创新，通过采用情境模拟、角色

模拟和小组讨论等富有活力和趣味性的教学手段，成功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参与意愿。同时，结

合学校特色和学科优势，开发具有针对性的红色教育课程和活动，形成独具特色的红色校史文化教育体

系。除此之外，还要将红色文化融入学校课程体系中，通过课堂教学主渠道传承红色基因。在课程设置

上，增加与红色校史相关的课程内容，如革命历史、英雄人物传记等。同时，鼓励教师将红色文化元素

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接受红色教育的熏陶。另一方面，可通过开展主题班会、

红色讲座、主题演讲等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引导学生深入了解红色校史，增强他们的历史责任感和使

命感。同时，组织学生参观革命遗址、纪念馆等场所，亲身感受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面对

当前竞争异常激烈的社会环境，红色校史文化中隐含的精神价值逐渐被置于忽视之中。鉴于这种情况，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6502


王培佳 
 

 

DOI: 10.12677/ass.2024.136502 317 社会科学前沿 
 

高校有必要增强学生对党的历史和红色传统的理解，通过强化理想信念教育来帮助学生坚定信仰，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加他们对于红色校史文化的认同感，从而进一步推动红色校史文化

的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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