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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育场馆与高校思政教育融合的实践探索 

——以鸦片战争博物馆为例 
刘旖1  张巨保2  向安强3 

（1.湖北大学  湖北武汉  430062；2.鸦片战争博物馆  广东东莞  523000； 

3.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广东东莞  523960） 

摘要：历史教育场馆是历史的载体同时又具有教育的职能，在分析历史教育场馆与高校思政教育融合的重要性和实效性的基础

上，以鸦片战争博物馆为例，总结其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探讨历史教育场馆与高校思政教育融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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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育尤其是近现代史教育是高校思政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不少青少年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在社

会及网络上出现了不少歪曲历史、污蔑英雄人物、践踏国家尊严的

言论和行为，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因此，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前提下，加强大学生的

历史观教育，培养大学生了解中国历史，深刻认识中国近现代历史

问题，抵制西方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坚定社会主义政治信

仰和理想信念是非常必要的。历史教育场馆有着丰富独特的历史资

源，深入挖掘其思政教学方面的资源，使之成为高校思政教育的基

地，通过现场学习，把爱国主义变为实在行动，这将成为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强有力的拓展。 

一、历史教育场馆与高校思政教育融合的重要性和实效性 

国家对高校思政教育越来越重视，高校思政课的教学效果直接

关系到是否能触动大学生的思想灵魂，高校思政课基本上都是理论

授课，如果没有丰富的教育教学手段，形式上就会比较枯燥，历史

教育场馆具有生动、立体的思政教育资源和特殊的教育方式，通过

其重点挖掘历史事件中的思政教育元素，加强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

的实践性，明确历史教育场馆的思政资源与高校思政教育融合的现

实意义，才能进一步优化思政教育内容。 

1、历史教育场馆的宣传教育与高校思政课育人目标的一致 

立德树人，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高校思政

课育人的根本目标，历史教育场馆作为展现历史的载体，教育已经

成为其主要职能，体现为社会公众服务的价值，肩负让人们了解历

史、弘扬民族精神的教育使命。历史教育场馆的宣传教育是基于传

递正确的历史史实，引导青少年形成正确的历史观、激发青少年的

爱国情怀、传播社会正能量，这与高校思政课育人目标是一致的。 

2、历史教育场馆资源与思政课教育内容的契合 

博物馆注重史实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客观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

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具有一定的思想性、知识性；展现

的形式有文物、展览、宣传图书外，还有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体形

式，教育性、艺术性、观赏性大为加强，对思政课内容入脑入心进

到了促进作用。例如在《中国进现代史纲》一课的学习过程中，如

果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故事通过生动的形式呈现给学生，让学生

产生情感认同，触动学生灵魂，激发学生去思考，这和思政课教学

需要取得的学习效果是非常契合的。 

3、提升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价值 

走进历史教育场馆作为思政课实践教学的一部分，学生获得直

接经验和深刻记忆，会容易积极投身于探究历史现象之中，提升高

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价值。首先是学生的综合素养得到提升，在馆

校联合培养下，直观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探讨，这种过程

性的教育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学生直接参与调查研究各类活动

项目，学生更乐于行动。其次是教学内容得到不断更新，场馆的展

览内容和活动方式可以不断更新，教育资源的效能可以不断发挥，

更好的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通过场馆的实践活动，获得丰

富的体验，拓展了相关理论的学习。再次，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得

到提高。历史教育场馆面向公众具有传播和教育的功能，让学生参

与实践这一功能，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 

4、因材施教提升思政课的亲和力 

充分利用博物馆收藏的历史文化资源，探索多元化的思政教育

模式。历史教育场馆有着丰富多样的展示方法，提供的学习内容形

象生动，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营造出课堂教学无法提供的教育场景，

学生通过参与和互动获得真实和深刻的体验，具有亲和力的学习方

式让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增强，对于思政课的抽象理论的理解起到了

很好的辅助作用。其次，学生有层次不同、特点不同、兴趣不同之

分，采取针对性的教育，学生更容易根据自身的兴趣和关注点主动

研究问题。 

二、鸦片战争博物馆作为示范性历史教育场馆所蕴含的思政教

育资源 

鸦片战争博物馆坐落在广东省东莞市虎门，是一座收藏、保护、

展示、研究林则徐、虎门销烟、鸦片战争等文物和保护鸦片战争时

期虎门炮台旧址的纪念性和遗址性相结合的专题博物馆，管理的林

则徐销烟池与虎门炮台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鸦片战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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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拥有优质的思政教育资源，主要包括： 

1、爱国主义教育 

历史博物馆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鸦片战争博物馆拥有

着举世闻名的销烟池旧址和雄居珠江口的虎门炮台旧址等重要历史

文化资源，林则徐虎门销烟史实和鸦片战争史实展览、销烟池以及

虎门炮台都是立体的爱国主义教育殿堂。博物馆肩负着宣传爱国主

义的使命，鸦片战争博物馆以林则徐销烟池、虎门炮台、节马碑、

功劳炮、节兵义坟、义勇之冢等文物遗存为依托，通过这些丰富的、

原始的、独特的文物遗存来开展各种形式宣教活动，让人们了解历

史、感受历史，弘扬民族正气，激发爱国情操，传承这笔宝贵的精

神财富。 

2、禁毒教育 

鸦片战争博物馆是全国四大禁毒教育基地之一，虎门销烟是人

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 伟大的

事件之一，在世界禁毒史上开创了大规模销毁毒品的先河，在中国

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鸦片战争博物馆的林则徐销烟池具有

丰富的历史内涵，是世界禁毒史 直接历史见证。博物馆强化禁毒

资源，通过文物、历史图片和景观等形象展现了鸦片由来、鸦片贸

易、禁烟历程、虎门销烟等，此外还有展示当代禁毒实况为主的《全

国禁毒教育基地展览》，把历史上的禁毒史料与现实中的禁毒成果结

合起来力争将之转化为各种专题系列的禁毒活动、禁毒展览等，以

流动博物馆的方式，深入学校、社区和企业等。博物馆还与广东的

大、中小学开展长期的禁毒教育合作共建协议，编辑禁毒教材、设

计学校禁毒教育课程、培训校园禁毒讲师等，在禁毒宣传和培育民

族精神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宣教作用。 

3、国防教育 

鸦片战争博物馆记录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军队抗击英国侵略者

的史实，其中虎门炮台旧址是知名度极高的大型文物遗存，见证了

了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历史，是国防教育的生动课堂。鸦片战争博

物馆以战船模型、古炮射击等形式，开展有各种形式的国防教育活

动，宣传国防知识，强化国防观念。如“重走古战场”、“走进军营”

等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大力宣传国防知识，强化国防观念，

让青少年深刻体会鸦片战争带来的思考与历史教训，了解虎门人民

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精神，加强了民族认同感和爱国主义精神。 

4、地方优秀文化教育 

博物馆拥有丰富的虎门本土历史文化遗存，博物馆的固定展览

《虎门故事》生动再现了虎门历史沿革、风土民情、人文传承，是

学生了解虎门历史与现实的重要窗口。地方历史和文化的真实信息

和书本上获取的知识结合，学校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才更有共鸣。 

三、历史教育场馆教学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途径 

1、馆校合作的育人课程开发 

高校思政教师与博物馆专家要有意识的关注历史和地方文化，

挖掘其包含的思政教育价值，运用到课程的教学之中。发挥学校和

博物馆的优势共同设计一门可以长期使用的特色课程，开展“双师

授课”的教学模式。在每一次教学过程中，博物馆老师完成展厅内

的授课任务，教学内容以帮助学生寻找、发现、探究为主，帮助学

生认知感悟；学校老师完成课堂内的授课任务，教学内容以总结、

归纳、体验为主，帮助学生梳理规则。双方共同研发教案设计、PPT、

教材、互动手册等多种方式与手段实现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

实施与课程评价四个要点，实现由单一型、零散型不断向结构化、

系统化的方向发展。 

2、实践基地建设 

开展馆校基地共建，将高校的优势资源与历史教育场馆的资源

按照双方的需要进行组合和配置，努力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和共享。

一方面，场馆可以设计实践教学专题，指导学生阅读历史文献、参

观历史遗址、走访专家学者、整理档案史料、收集口述资料，在场

馆的陈列展览、社会教育、文化志愿者、宣传推广等活动中发挥高

校学生主体作用， 让学生真正参与到，。另一方面，场馆将流动巡

展、讲座搬进校园，方便广大学生参观，积极打破博物馆边界，大

力推行展览走出去，紧扣场馆的历史文化教育主题，与教育管理部

门沟通助教，积极探索博物馆教育活动与学校教学的合作及博物馆

教育课程的研发，让博物馆的教育课程成为学校的第二课堂。 

3、联合开展学术研究 

高校与场馆共建研究团队，聚焦思政课题开展深度合作。高校

发挥人才和学科优势，推动高校教师特别是思政课教师赴场馆研习，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社会学融合开展跨学科的教学研究，

形成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和教学成果。历史教育场馆通过史料挖掘整

理，建设好思政教育素材数据库提供学术支持，并将研究成果外化

为历史文化传播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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