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5

2022 年第 4 卷第 12 期

教育论坛

教育前沿

南京邮电大学红色校史与课程融合研究——以思政课为例
陈平波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江苏 扬州 225127）

摘要：红色校史文化当中包含着浓厚的育人因子，是高校以文育人的重要媒介，不仅能够树立良好的育人氛围，更能够打造出高校的

文化形象，为教育提质增效带来助力。因此，将红色校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当中对于高校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同时也能够助力高

校思政课的改革与发展，为学生塑造良好的三观以及道德品质。本文以南京邮电大学为例，探讨了如何将“南邮”的红色校史与思政课教

学进行有效融合，形成相辅相成的局面，并提出了相关的融合策略，以期能够推动红色校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以及思政课育人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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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红色校史文化指的是高校从创建之初到发展过程当中所

蕴含着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的革命故事、光荣传统、文化精神、

历史基因、革命遗址、场馆及雕塑等的统称。可以说，红色校史

文化是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同行，

但是却又与学校的发展、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于其中所蕴含的文化特征以及精神特点，与高校思政课中的多

部分内涵具备相似之处，更是促进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有力抓

手。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

南京邮电大学以红色校史教育为抓手，有效开展对青年学子的理

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推进“思政课程”革新，构建“三

全育人”工作格局，努力培养服务党和国家伟大事业的社会主义

新青年。因此，将高校红色校史文化与思政课教学进行有效融合，

不仅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以及积极向上的精

神意志，还能够充分发挥出思政课程的育人价值，对于高校可持

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 校史文化的育人功能 

（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在高校思政课当中，其指导原则遵循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校史也也可以被称作是学校的奋斗史、

发展史，记录了学校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因此，校史文化对于

高校发展而言具有着“基石”般的作用，其中更是涵盖了办学特

点、文化背景、学术传统、办学理念、育人目标等等，更能够从

校史文化看到学校未来的发展。同时，校史文化还与时代变迁有

着莫大关联，高校的发展史也可以折射出国家、民族发展的痕迹，

更是中国近现代发展史的一个渺小缩影，可以以小见大窥见整个

时代的变迁。因此，校史文化不仅仅是与学校有关，更是与国家、

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校史文化因为真实性拥有强大的说服

力，能够促进学生以史为鉴，自我反思，实现进步。

（二）引领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众所周知，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优秀社会主义接班人、

建设者的重要使命，因此在教育过程当中务必要遵循正确的政治

方向。校史文化是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凝结而成的，因此其精

神文化的内核具备了优良传统的同时，也具备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精华。校史文化承载着学校发展过程中数代人的坚定理想、

远见卓识，还有很多励志故事、杰出人物，都能够在高校育人过

程中起到榜样的作用，在潜移默化当中滋润学生的心灵，引导学

生修德、勤学、刻苦、刚毅、笃实等。

（三）推动学生对文化的传承 

校史文化中拥有着不同时代师生创造而出的精神文化以及物

质文化。简单而言，校史文化并非自主形成，而是通过人与人之

间的教育实践活动沉淀而成。因此，高校校史文化是对自身文化

精神形成的见证，具备着传承性与记载性。同时，在一代又一代

师生的传承过程中，校史文化也在发生着变化，新文化与旧文化

摩擦出有关于“弘扬”的火花，推动着校园文化的传承，引导着

师生砥砺前行。

二、高校红色校史文化融入思政课的重大意义 

（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高校想要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必须要在育人过

程当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而想要高水平完成立德树人的

教育任务，思政课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高校思政课教学过程当

中，思政教师应当基于思政知识通过挖掘、延展等方式寻找各种德

育资源，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任务。高校红色校史文化当中既

有着自身的发展史，更与国家民族荣辱兴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更是建党以来高校师生在革命斗争当中光荣故事的一个缩影。扎根

祖国，传播先进思想，积极参与革命抗争，浴血抗战救国，建设与

改革的历史以及一批批在各领域、各学科涌现出的为党、为国、为

人民而艰苦奋斗的杰出人物和光荣事迹，这些都属于红色校史文化

的范畴，更是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宝贵资源。从红色校史文化当中挖

掘思政因子，将校史中的光荣故事、杰出人物整理成一个个鲜活的

案例，从中提炼出精神层面的精华，将之与思政课进行融合，有助

于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道德品质、政治觉悟，使其明理、增信、

崇德、力行，更好落实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二）增强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抓手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政治思想以及道德品质是大学思政课的核

心任务之一，更是引领高校思政工作的主要平台。因此，要提升

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必须要对其教育理念、教学模式以及教学

内容进行创新，加强思政课的实践性和实效性。而高校红色校史

文化当中存在着大量学生熟悉的事件、环境、人物等等，通过真

实存在的人事物能够激发出学生强烈的共鸣。挖掘这些平易近人

的元素，有助于教师结合真实案例为学生讲述思政知识，提高学

生对于抽象知识的理解能力，形成价值观方面的同频，让思政课

摆脱“假大空”的帽子，继而走向“真小实”，促进其创新发展。

（三）践行红色基因传承弘扬的重要方式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色，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底色的

基本展现，其中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奋斗、

解放的伟大历程，是顶级的教育资源。我们都知道，高校教育过

程当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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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作为教育领域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应当肩负起

弘扬本地文化，尤其是本校校史文化、红色基因以及红色传统的

重任。因此，将红色校史文化与思政课教学进行融合，是践行红

色基因传承弘扬的重要方式，更是践行“以学促传”的途径。将

思政课教学作为传承、弘扬红色校史文化的手段，引导学生身体

力行将红色校史文化中的内涵继承下去，做到融入血脉、外化于行，

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赓续学校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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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红色校史与思政课程融合策略 

南京邮电大学学校前身是 1942 年创办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

时邮务总局干部训练班，历经“战邮”学校、山东大学邮电专科

部、华东邮电学校等阶段，1958 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建为本科高校，

取名南京邮电学院，2005 年 4 月更名为南京邮电大学。以南京邮

电大学为代表的校史所蕴含的家国情怀、科学精神、劳模精神等，

以及学校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与高校思政课程

有着极高的契合度，可以通过与思政课程相融合的方式促进红色

校史文化弘扬与传承、学生全面发展以及思政课教学革新，推动

南京邮电大学可持续发展。

（一）将校史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相融合 

通俗而言，爱国主义便是中华民族人民的民族魂、民族心，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石，更是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

的强大精神武器。在南京邮电大学的红色校史当中有着众多的爱

国人士，可以将其事迹与思政课当中的爱国主义教育进行深度融

合，通过校园的历史真实案例，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例如，南

京邮电学院首任院长秦华礼，他对南京邮电大学的建设、发展有

着巨大贡献。同时，他更是一名老红军，参加过空山坝、万源保

卫战、强渡嘉陵江战役，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无线电台副台长，在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当中有着光荣的付出。作为南京邮电大学创

建与发展的关键人物，秦华礼有着革命家的优良传统，以及深厚

的家国情怀。因此，南京邮电大学在进行思政课教学时，可以将

秦老的故事融入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当中，通过“中华

民族的抗日战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爱国主义及其

时代要求”这些课程内容，将秦老的故事融入其中，对于学生是

很好的激励，能够大大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为其塑造出良

好的三观，并让他们以秦老为榜样，为祖国的发展献力，为学校

的未来奠基。

（二）将校史文化与培养科学精神相融合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高校思政课知识内容当中，关于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拥有着很大的比例。因此，高校作为高

水平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重要平台，在其校史文化当中也有着

丰富的科研案例，可以通过这些案例来构建出高校优良的校风，

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精神。

例如，首任院长秦华礼在 1977 年建党节接到了为秋季广交会

国际邮电设备馆提供八台可视电话、两台音控图像切换器、一台

可视电话交换机的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底子薄，但是秦老并

未气馁，而是率领团队奋战三个月，最终由我国自己设计、完全

采用国产元器件制造的可视电话设备在广交会上展出，令在场华

侨震撼不已。鉴于此，这方面的内容可以与“课程技术在社会发

展中的作用”课程内容进行结合，来为学生展示科技如何推进生

产效率的发展，通过红色校史文化培养学生“求真务实、严谨治学、

艰苦奋斗”的科学精神，促进学生将思政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将校史文化与展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相融合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

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便是为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获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各大高校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社会服务、

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与创新以及国际交流合作方面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做出过不小的贡献。

目前，南京邮电大学入选“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博士点首

批授予权单位，完成“天问一号”通信设备研制、智能铁路通信

系统开发、物联网全球技术标准制定等重大项目；全力攻坚“电

子科学与工程”学科高峰和“信息显示与柔性电子”“空天地海

一体化通信”科技高峰；聚焦江苏“一中心一基地一枢纽”重大

战略，获批省部共建有机电子与信息显示国家重点实验室，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做出了优越的贡献。这部分内容可以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进行融合，拉近学生与思政知识的距离，

同时也让他们以学校为荣，对学校的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四、构建完善高校红色校史文化融入思政课的保障机制 

（一）完善学校育人的顶层设计保障机制 

红色校史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的融合需要从教学顶层设计上来

进行。首先，高校相关教师应当从红色校史文化当中挖掘出“强

国志、爱国情、报国行”以及“为国育才、为党育人”等精神内容，

而后将其与思政课的知识内容进行有效衔接，做好顶层设计，丰

富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教育内涵，为其制定出明确的目标。同时，

高校要创建出一套如何在思政课教学中应用红色校史文化进行融

合教学的体系与实践机制，并将具体的培养方案、落实过程以及

考核评价扥关节进行一一确认，形成一套高效的流程，为高效“大

思政”育人格局做铺垫。

（二）建立红色校史资源研究挖掘保障机制 

若想要让高校红色校史文化与思政课进行高质量的融合，高

校有必要针对红色校史文化创建出研究挖掘保障的机制，为思政

课能够充分利用红色校史文化来增强育人功能做出强有力的铺垫。

对于红色校史文化的研究挖掘，是对红色校史文化的一种保护，

否则红色校史育人工作便只能是昙花一现，难以有效、深入以及

持久的落实。当下，很多学校都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专门针

对本校的红色校史文化进行记录、保存、归档以及分类整理，甚

至建设专门的档案馆或者红色校史文化宣传馆来对这项工作进行

持续推进；还可以针对校史文化当中重要的历史名人，例如南京

邮电大学的首任院长秦华礼同志，以他的生平事迹与南京邮电大

学的发展史进行融合，以此为专题撰写出红色校史文化的丛书、

读本以及网络系列文章等，为思政课教学提供丰富的红色文化元

素；还要与学校的宣传、发展规划、学生会等部分进行深度合作，

加强红色校园文化的建设，将红色校史文化融入在学校的方方面

面，例如楼宇、雕塑、文化长廊以及道路方面，为其继承与弘扬

奠定坚实基础，也为融入思政课提供一定的保障。

综上所述，“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因此红色校史文化在高

校思政课教学中也具备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其改革与创新有

着积极意义。在具体的融合实践当中，高校及教师可以通过将校

史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相融合、将校史文化与培养科学精神相融

合、将校史文化与展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相融合的方式，

落实红色校史文化与思政课教学的融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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