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4 卷第 3 期
2024年5月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aizhou Polytechnic College

Vol.24 No.3
May. 2024

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四史”宣传教育深度融合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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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校园文化建设对于学校人才培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高职院校应当重视校园文化建设

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育作用，呼应时代需求，创新校园文化建设内容和途径。文章分

析阐述了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四史”宣传教育相融合的重要意义和建设原则，

并提出二者深度融合的实施路径。

关键词：“四史”宣传教育；高职院校；校园文化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1-0142（2024）03-0018-04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

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

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

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1]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通知》指出:“要

把握‘四史’宣传教育内涵，注重内容上融会贯

通、逻辑上环环相扣，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

青少年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道

理，加深对党的历史的理解和把握，加深对党的

理论的理解和认识。”[2]

高职院校不仅肩负着为国家经济建设和产业

发展培养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任务，更重

要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

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之人。校园文化是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围绕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加强先进校园文化建设，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根铸魂，

加强和改进青年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全面提高青

年学生综合素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建设校园

文化过程中应当深度融合“四史”宣传教育，引

导青年学生深入思考、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等重大问题。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加强思

想舆论引导，充分发挥校园文化育人功能，以多

元化、多样态的校园文化氛围促进青年学生坚定

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实现全面发展。

1 校园文化建设与“四史”宣传教
育深度融合的重要意义

1.1 有助于青年学生增强“四个自信”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有机融入“四史”宣传教

育，引导青年学生通过“四史”学习，尤其是对

中国共产党党史和新中国史的系统学习，引导青

年学生深入了解近代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有助

于青年学生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的光辉历程，增强当代青年对“四个自信”的价值

认同，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做到“两个维护”。

1.2 有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有机融入“四史”宣传教

育，通过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帮助青年学生更

加生动地理解和感悟伟大的爱国精神和不屈不挠

的斗争精神，促使青年学生更加自觉地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引导青年

学生主动对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

家的关系进行思考，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和历史

责任。

作者简介：刘安（1984-），男，江苏泗洪人，讲师 .
基金项目：2023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3SJSZ1395，项目主持人：刘安）.



第 3 期 刘 安，刘 智，张伟俊：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四史”宣传教育深度融合的思考

1.3 有助于促进青年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有机融入“四史”宣传教

育，通过对革命战争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改革

开放时期和新时代涌现出的英雄人物、模范人物先

进事迹的学习，大力弘扬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工

匠精神和创新精神，有助于青年学生培养良好职业

道德、塑造职业精神；激发青年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民族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帮助他们科学认知

和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激发青年学生确立劳动光

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信念 [3] 。
2 校园文化建设与“四史”宣传教
育深度融合的基本原则

2.1 政治性原则

在促进校园文化建设与“四史”宣传教育深

度融合过程中，首先要把校园文化建设的政治性

摆在首位，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针

对当代青年学生对历史内容、具体事件没有代入

感的现实，针对互联网中充斥各种不良信息的现

状，在“四史”宣传教育中，特别是在党史学习

教育过程中要注重引导青年学生深刻地理解党史，

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创

新文化活动形式、丰富教育实践载体，引导青年

学生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并坚决予以抵制和

批判，加深对党的认识与认同[4]。

2.2 科学性原则

在促进校园文化建设与“四史”宣传教育深

度融合过程中，教育和引导青年学生学会运用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历史。

涉及党和国家发展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时，要学会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历史背景下，全

面、客观、历史、辩证地看待分析，避免孤立地、

静止地看问题。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对党和国家光

荣历史的正面宣传教育力度，避免盲目机械地选

择历史素材，对于未经证实的内容要坚决摒弃。

根据实际需要选取内容素材，服务教育对象，引

导青年学生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和民族观 [5] 。
2.3 主体性原则

学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主力军，是校园文化

的主要参与者和重要组织者，要注重充分发挥学

生群体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建设优秀校园

文化的根本目的是促进青年学生健康成长、全面

成才，因此，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充分激发

和调动青年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让青年学生自觉参与其中、融入其中，在促进优秀

校园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

2.4 实践性原则

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

促进“四史”宣传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过程

中，除了第一课堂教育之外，还应当大力开展符

合青年学生成长规律、符合学校实际情况、深受

青年学生喜爱、能够促进青年学生成长的校园文

化活动，积极为青年学生搭建广阔的实践平台，

让广大青年在具体生动的实践中体验感悟“四史”

内涵，切身感受党领导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

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在社会这所大学校中学习人

生经验和知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时代精神。

3 校园文化建设与“四史”宣传教
育深度融合的实施途径

3.1 课程思政建设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主渠道主阵地之外，

注重发挥包括专业课程在内的每门课程的育人作

用。在专业课程中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结合专

业人才培养目标，深入挖掘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

含的“四史”宣传教育内涵，根据需要从历史、

文化等角度扩展课程的广度和深度。在专业实践

类课程中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培养青年学

生的家国情怀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公共基

础课程中重点开设红色文化、革命文化类课程，

注重在潜移默化中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

念、厚植爱国情怀、提升品德修养。在创新创业

教育课程中注重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在社

会实践类课程中注重教育和引导青年学生弘扬劳

动精神，锤炼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意志品质。

3.2 精神文化建设

在推进校园文化建设与“四史”宣传教育深

度融合的过程中，应首重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师生头脑，以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为重点，依托线上线下各类理论学习

平台，把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把专题理论学

习与固定学习日相结合，组建校内理论宣讲团开

展基层理论宣讲，邀请校内外专家为青年学生答

疑解惑，通过各种线上线下宣传载体加强理论宣

传教育，推动“四史”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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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以红色节庆日为依托，用好用活各类红

色教育资源，推进红色文化育人，统筹规划系列

宣传教育活动，推动开展“四史”、中国梦、形势

政策等系统教育，坚定青年学生理想信念。扎实

开展劳动教育和绿色生态文明教育，促进青年学

生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自觉养成生态文明理

念与保护自然生态的良好习惯。深入挖掘校训精

神内涵和价值底蕴，深入探索校训精神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使校训精神所蕴含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精神、价值理念成为涵养

学生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加强校史校情教育，

深入不断地对校史进行挖掘、整理和研究，建好

用好校史馆等物质载体，充分展示学校的优良传

统，激励青年学生爱国爱校、爱岗敬业。

3.3 活动文化建设

打造彰显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力争把

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校庆纪念日等办成隆重、

热烈、有影响力的活动。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主

题教育活动，有助青年学生培养正确的价值取向

和精神品质。讲好学校故事，传播学校好声音，

对学校发展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优秀教职员工、

杰出校友和正面事件进行系统性收集整理并加以

深入广泛宣传。对近年来学校改革发展进程中，

各个岗位上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人物、事迹进行广

泛宣传和深入学习。

加强学校美育和体育工作。建好用好大学生

艺术团，办好校园文化艺术节、社团文化日活动

等，充分依托专业优势，完善艺术创作激励机制，

激发文艺创作热情，把“四史”宣传教育和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优秀文艺作品中，着力

打造一批富有地方红色文化元素、体现学校历史

底蕴和特色、展示时代风貌的文艺精品。办好体

育文化日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阳光体育活动，

促进青年学生锻炼身体、强健体魄。广泛开展读

书活动，传播读书理念，以红色经典诵读为主要

内容，营造读书气息浓郁的书香校园。

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学院作用，加强青年学

生红色社团建设，引导教育青年学生骨干自发主

动地学习“四史”，并积极开展与之相关的各类社

会实践活动，打造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弘扬优秀

文化的新阵地。深化青年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扩

大社会实践规模，加强实践基地建设，打造志愿

服务活动品牌，切实增强校园文化建设的渗透力

和感染力。

3.4 环境文化建设

统筹规划校园文化设施建设，彰显职业院校

特色，把校园建设与文化建设高度统一，融文化、

艺术、育人功能为一体，融入富有“四史”教育

元素的人文景点，建设彰显“四史”教育元素的

文化道路、文化广场、学生活动中心和室内外运

动场所等。进一步推动校园文化景观建设，使校

园的水、桥、园、林、路、楼等景点达到使用、

审美和教育功能的和谐统一。

在学校教学、生活场所的人文环境建设中有

机融入“四史”教育元素，从实际出发，突出育

人特色和学术氛围，打造教室文化、食堂文化等

公共场所文化，为师生创造有利于学习、工作、

生活的优美环境。根据专业特点，推动打造校园

文化“一院一品”，发挥院墙文化育人功能。完善

学校标识系统和品牌形象识别系统，规范使用学

校名称以及校标、校徽、校旗等文化标识。

3.5 网络文化建设

当前各种新兴网络媒体蓬勃发展，极大丰富

了校园文化内容，但信息来源多样化同时也冲击

着主流文化地位。尤其是当前网络中仍存在各种

错误思潮和不良价值观，导致涉世未深的青年学

生容易受到错误影响，进而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感降

低。因此，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要不断加强新媒

体信息平台建设，探索“互联网+”时代青年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打造内容新颖、贴近师生、

传播正能量的网络文化产品，强化主题宣传教育。

坚持传递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信息，引导正

确价值取向。引导师生文明上网，加强网络舆情监

督，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唱响主旋律。

4 结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

面对文化多元的挑战，在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

过程中深度融合“四史”宣传教育，对巩固党史

学习教育成果、坚定“四个自信”、自觉涵养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

高职院校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作用。因

此，应当积极探索建设具有红色基因、时代特征、

高职特色的校园文化，为培养大批听党话、跟党

走、有担当、能作为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作出

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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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Key words::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f "Four Historie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ampu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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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moral in⁃
tegrity i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how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
tion can better implement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moral integrity,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 to create a three-in-one teaching tea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 counsel⁃
ors / class teachers - professional teachers"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
ucation.
Key words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
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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