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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校史、校情教育融入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研究
——以沈阳药科大学为例

王运佳　初　春　吴金栩　王涛涛

（沈阳药科大学，辽宁 本溪 117004）

摘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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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深度挖掘凝聚红色校史的强大力量，探索红色校史对于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开拓

校史教育融入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将所思所学所悟结合沈药精神应用到学生教育培养，从教职工角度解决好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达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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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索沈药精神融入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

师者，传道受业解惑者也。高校教职工不仅是学生专业学习

的指导者、学生困惑的解惑者，更是学生思想价值引领者。近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意识形态发生

很大改变，给传统道德观念造成很大冲击，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

要求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先进文化。校史中凝练的强大精神力量正

是先进文化的典型代表。弘扬沈药精神、在校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是新时代沈药人培养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精神文明的需要。

九十余载沧桑历程与光辉过往中凝聚出坚忍不拔的意志品格

与药济天下的胸怀格局。沈药精神是不惧艰难的理想信念、是自

主进取的创新精神、是以全人类健康为己任的胸怀格局、是面对

艰苦环境不断探索、积极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追求。沈药精神

不仅在革命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如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两个百年梦想奋斗过程中，同样映射出他的时代价值、文化

价值、社会价值、教育价值。

思政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做好思政工作，才能从

根本上落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使命。把沈药精神融入到

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中，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对

培养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 

二、红色校史在贯彻沈药精神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高校校史记录着学校产生、发展到传承的全过程，具有强大

的育人功能，是一所高校办学特色的集中反映。2022 年 4 月 25 日，

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参观博物馆，并强调，一定要将高校

的红色基因传承好，守好党的重要阵地。要加强校史资料的整理、

挖掘和研究，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党创办人民的大学的

故事，激励广大师生赓续红色血脉。

近年来，各大高校均充分认识到校史育人作用，积极开展相

应研究。我校诞生于革命摇篮江西瑞金，历经万里长征的洗礼，

烽火硝烟的淬炼，辗转南北，克服万难。一代代沈药人坚定真理

和信仰，坚定信心和信念，坚定立场和方向，扎实投身于祖国药

学事业发展。校史文化在一代代师生中传承，凝聚成学校的风貌，

升华成学校的精神。将校史作为生动的思政教育素材，引导教职

工学习感悟老一辈沈药人践行初心使命的纯粹感，将老同志的奋

斗史、学校发展史作为教育的内驱力，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事业中，

让红色血液得以传承，为沈药精神之火注入生生不息之焰。

三、校史校情教育融入教职工思政教育工作中的难点

随着“三全育人”概念的提出，全员思政育人的格局逐渐开启，

这就要求广大教职工加强自身学习，提高教育底气，但校史校情

教育融入教职工思政工作确实存在一些难点。

（一）教职工对思想政治学习存在认识偏差

我校作为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药科大学，以药学及相关领域研

究为主线开展教学科研工作。相比于其他综合性大学，我校缺少文

科专业，且教职工多数承担着药学方面专业知识及相关基础知识的

教学，部分专业教师将业余时间精力花费在专业知识的深入学习和

个人专业能力提升上。近年来，我校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大，学生数

量急剧上升，导致教职工在教学、社会服务、科研等方面的工作量

进一步增加，部分教职工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教学和科研工作上，

注重自身专业技能和授课水平的提高上，对自身思想政治水平提升

上有所忽视。使得少数教职工出现了思想认识上的偏差。

（二）在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部门联动不足

教职工政治面貌有中共党员、群众及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因此，

很容易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找不到着力点。在校史校情教育中，

每个部门都在各自负责领域中创新教育形式，以各种形式加强学

习，但是缺少职能部门间的教育联动。在校史校情教育形式上，

忽视了工会这个“纽带”作用。谁组织，学什么，怎么学，教职

工校史学习的根本是回答好这三个问题。除了工会之外，其他部

门之间也可加强联动。比如在校史学习过程中，可从挖掘 + 宣传

入手，以重现 + 参与切入，激发全员参与热情。

（三）教职工对于校史挖掘理解不够深入

高校教职工普遍具有较强的学习接受能力、较高的个人素养

以及活跃的思想，他们属于典型的知识密集型群体，这决定了他

们所具有的精神需求呈现出了更高层次。

高校教职工所具有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已经相对稳定，

这决定了高校教职工的可塑性相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而

言呈现出了偏弱的特征。与此同时，高校教职工作为有知识、有

文化且学历层次、思想觉悟较高的群体，他们具有开展自我教育

的能力，但繁多的工作及生活的琐碎令其在校史校情教育融入自

身思想政治理论提升过程中，缺乏主动探索意识，其探索挖掘精

神还需进一步唤醒。

四、校史校情教育融入教职工思政工作的有效途径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高校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需要不断丰富和

扩充，这就要求思政教育工作者不断学习充实自己，要求思想政

治教育的形式不断更新，以赋予鲜明的时代性，使思想政治教育

保持活力。

以研促学，从学至践，由践生悟，如此循环渐进，才能深入

理解一个理论或思想。只有学校史、思校史、用校史，才能更好



212 Vol. 4 No. 26 2022经验交流

的悟校史。作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应将校史学习作为高校自

上而下研究的大课题，构建“学、研、践、悟”校史学习长效机制。

（一）从“研”入手，结合党史深度挖掘红色校史时代内涵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全党上下以建党百年为

契机，开展党史学习热潮。2021 年也为我校建校 90 周年，这是

回望历史，感受九秩荣药的好时机，更是百年筑梦，校史学习的

新高潮。

回望相关历程，我校校史与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改革开放史在时间上有着高度的重合。因此，校

党委应以“研”切入，扣紧全员学史、全员育人教育链条，以党

史学习为契机，将系列学习纳入学校党建工作计划，在广大教职

工中广泛开展“党史 + 校史”专题研究，探索不同时代背景下沈

药精神的时代内涵。学深悟透我校校史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关联

性，从“双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探寻共产党人、沈药人初心。

同时创新研究形式，以研促学，在创新党建工作的同时督促教职

工学好校史，增强其教育自信与底气。

（二）以“学”发力，在校史学习过程中发挥加强职能部门

联动

教职工校史学习的关键在于谁组织，怎么学，学什么。

在内容上，党政办公室、党委宣传部、统战部、组织部可结

合自身实际工作特点，将校史学习纳入工作计划中。如组织部可

将校史学习作为二级党委学习计划，下发给二级学院，并将校史

学习情况纳入学院及个人考核指标；党政办公室作为校史馆负责

部门，可以鼓励教职工以校史馆为切入，深入挖掘红色档案背后

的故事；党委宣传部、统战部作为全校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宣传工作的主要出口，可以聚焦于讲好“校史故事”，

利用融媒体传播好理论研究成果。

在形式上，高校工会作为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既体现了党

的意志，又代表了职工群体的切身利益，此外，高校教职工的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是高校工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由于其

自身的组织特性，是联系党和群众的良性纽带，能够在高校教职

工思想政治教育中扮演好一个“组织者”和“教育者”的角色。

因此可在党史学习过程中，加强部门联动，在把好内容关的同时

创新组织形式。如开展“红色档案”讲解大赛，校史馆负责部门

提供红色档案，工会负责组织活动，激励教职工深挖校史；组织

“我与沈药的故事”主题征文活动，优秀作品刊登于校报相应版

面，在增加宣传素材的同时，方便教职工个人留存纪念，从而激

发其爱校荣校意识，此外相关职能部门可以加强与校团委的联动，

在开展学生活动时，搭建师生赛道，如开展校史剧拍摄活动，鼓

励师生组队参加。在做好剧本把关的同时，增强师生互动，提升

其校史探索热情。

（三）以“践”实战，回归育人主线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工程

对于高校教职工而言，校史“研”“学”的目的要回归于育

人主线，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

用好课堂教学，各类课程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合力。

对于思政课程教师而言，可在课程内容设置上，将校史教育

与课程相结合，如在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中，可以结合时代背景

与课程内容，做好党史与校史的传播者。校史不局限于红色档案，

每一位学校建设者、学校发展推动者的事迹均可理解为校史。封

存的是记忆和事迹，传承的是精神，是品格与胸怀。对于专业课

教师来说，校史教育与课程内容结合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可

以结合专业特色，从专业历史、发展入手。纵观学科发展史及专

业建设史，我校有众多专家学者在学科建设、专业发展过程中做

出了杰出贡献。因此，专业课教师在课程教授过程中，可以通过

讲述老一辈专家学者事迹，激励学生潜心科研、刻苦学习，在做

好课程思政、校史育人的同时，达到为学科发展增砖添瓦的目的。

除此之外，教职工对于学校的情感也是沈药精神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没有情感的投入，就没有学生坚忍不拔的品格塑造，也

没有药济天下胸怀的开拓。将校史教育融入基础课授课过程中，

一直是基础课教师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难题。面对此种

情况，建议基础课教师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分享自己对沈药的认

识与情感，在拉进与学生距离的同时做到沈药精神的传递与传承，

从而达到思政育人的目的。

（四）由“悟”升华，将“研、学、践”成果转化为思政育

人的不竭动力

什么是沈药精神，在沈药精神表述语的基础上，每位教职工

也都会对沈药精神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如 2022 年在整体疫情

防控政策下，多名教职工驻校坚守，为校区正常运转提供保障；

在线上教学的形式下，每位教职工克服困难，用较高的课堂质量

为学生们的知识学习保驾护航，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困难时候

冲得出来、关键时候顶得上去，日复一日干得踏实、年复一年爱

得炙热，这也是沈药精神的一部分。

若要真正的领悟贯彻沈药精神，需要各位教职工踏实学、做，

在行动中提高认识、升华情感。像叶落归根一样，教职工校史研

学的终点在于践行，在于做好学生教育工作。教育过程说到底是

人格完善的过程，更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过程。品格教育具

有强烈的感染性，在品格教育中，身教胜于言传。高校学生由于

其自身特点，具有强烈的“向师性”，教师的行为观点潜移默化

影响着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各位教职工不可忽

视自身榜样力量。

因此，教育学生爱校荣校的前提是教职工本身就有爱校荣校

意识，一代代沈药人传承的不仅仅是红色血脉，也是“聚是一团

火，散是满天星，服务大众”的沈药情怀。如何做好精神的传递者，

需要教职工在所学、所做、所感中得所悟。只有真正的热爱教育

事业、真正理解沈药精神、感悟沈药精神，才能做好精神的接力者，

情怀的传递者，才能为思政育人提供不竭动力。

五、结语

思想政治教育是潜移默化的过程，是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

铸本培根工程，作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应主动挖掘红色校史

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思考校史学习融入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

手段，构建校史教育融入教职工思政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做到

让文明说话，让历史发声，让文化有形，让精神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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