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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促进河北省高校校史文化建设，本研究对省内部分高校弘扬校史文化的现状做了初

步调查，从对校史文化的重视程度、认识情况、学生需求程度和弘扬校史文化的主要形式与途径

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对加强高校文化建设，弘扬校史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提出了建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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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文化是各高等院校历史传统的积淀、大学

精神的承载、文化内涵的聚集，是高等院校长期办

学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

和。研究、构建、弘扬校史文化符合党的十八大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要求；符合各高校进行内涵

建设，加快自身发展的需要，是高等院校优化育人

环境、进行内涵发展、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需要和保

证。为了促进河北省高校校史文化建设，提升高校

文化软实力，本课题组对省内部分高校和在校大学

生弘扬校史文化的现状做了调查研究。 

一、弘扬校史文化是高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

要保证 

弘扬校史文化是高校实现历史使命，提升国家

文化软实力的需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扎

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

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加强文化软实

力建设,已经被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高校必

须肩负起在提升国家软实力中的重要责任和使命。 

弘扬校史文化是高校实现文化强校，加强自身

发展的需要。校史文化是以校史为基础，以学校精

神为核心，在学校长期办学历史实践中创造的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高校建立与发展历程的

全面总结和反映，是学校广大师生、校友的血脉和

精神家园。弘扬校史文化在提升高校文化软实力中

具有三个基本功能，一是存史功能，弘扬校史文化

就是加强校史文化研究、保存文化历史记忆、洞悉

文化历史规律，总结提炼高校文化历史的精华，古

为今用，增强高校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二是文化功

能，弘扬校史文化是建设高校特色文化，推动高校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要求，能够让学生强化对

于学校的认同，感受校史文化的精神力量，使校史

文化成为教师和学生的精神家园
[1]
，能够不断挖掘大

学文化精神、提升先进教育理念、凝练大学核心价

值观；三是教育功能，校史文化是学校对学生进行

教育的重要财富，通过校史文化开展教育是提高学

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同时校史文化又是学校教

育教学改革的重要财富，弘扬校史文化有助于学校

借鉴教育发展兴衰史，制定正确决策，促进教育事

业又好又快发展。 

二、对河北省高校弘扬校史文化的调查与分析 

(一)调查样本与内容 

1.调查样本 

本次问卷调查在河北省 12所本、专科院校进行，

涉及建校 100 周年以上高校 5 所，80-100 周年高校

2 所，50-80 周年高校 5所，从高校校史文化工作人

员和不同年级、专业学生两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调查。

共发放学生调查问卷 15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416

份，有效回收率为 94.4%。 

2.调查内容 

调查主要涉及高校对校史文化的重视程度、对

校史文化的认识、学生对校史文化需求程度、弘扬

校史文化的主要途径，包括校史文化机构设置、人

员配备、经费投入、弘扬校史文化的主要举措等，

共 27 个题目。 

3.调查方式 

问卷调查和个别座谈相结合。在进行问卷调查

的同时，课题组成员与部分高校的有关领导、校史

文化工作人员分别召开了座谈会，对解决校史文化

建设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弘扬校史文化，提高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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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软实力进行了座谈、交流。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对校史文化的重视程度 

调查显示，12 所高校校史文化工作人员一致认

为校史文化非常重要，认为所在高校对弘扬校史文

化都比较重视，但重视程度不够，主要表现为：所

调查院校当中，只有 33%有专门经费投入、研究机构

和人员，50%通过课题等形式进行经费投入，有兼职

研究机构和人员，17%没有经费投入、研究机构和人

员；学生认为学校对弘扬校史文化非常重视的占

18.8%，重视的占 32.9%，比较重视的占 38.1%，仍

有 10.2%的学生认为学校对弘扬校史文化不重视，

22.7%的学生认为学校不重视是造成学生缺乏校史

文化的主要原因。学生普遍希望学校领导、老师高

度重视校史文化工作，通过各种途径，普及、弘扬

校史文化，全面提高师生弘扬校史文化的意识和校

史文化素质，为弘扬校史文化创建良好氛围。 

2.对校史文化的认识情况 

各高校对校史文化越来越重视，对校史文化有

了一定认识。调查显示，83.3%的校史工作人员认为

校史是校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认为坚持办学特

色与弘扬校史文化关系密切，只有 16.7%认为二者无

关系；认为校史文化建设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有重要

的地位，其中 25%认为特别重要；认为校史文化建设

在学校内涵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6.7%认为作用

一般。 

3.大学生对校史文化的需求度 

调查表明，大学生对校史文化非常认同，充满

渴望，希望学校积极开展大量的、形式多样的校史

文化宣传活动，提升校史文化素质。43.1%的学生认

为自己对校史文化基本了解或非常了解，42.5%的学

生认为对校史文化有点了解，仍有 14.4%的学生对校

史文化不了解或根本不了解；90.2%的学生认为有必

要了解校史文化，其中 27%认为非常有必要，只有

9.8%的学生认为没必要或无所谓；88.6%的学生想了

解校史文化，其中 22.5%非常想了解，只有 11.4%的

学生不想了解或无所谓。 

4.弘扬校史文化的主要形式与途径 

各高校弘扬校史文化的内容丰富，形式不一，

途径较多。弘扬校史文化的主要形式有校训、校史、

校徽、校歌、校园文化、校友会、校风、学风、校

规校纪以及校庆活动等，主要途径有校史编撰、入

学教育、校庆活动、校史展览室、校史文化建设、

课堂渗透、各地校友会等。 

对于限制校史文化宣传的因素分析，学生普遍

认为学校提高重视是关键，增强校史文化学习意识

是基础，拓宽宣传途径是保证。学生最喜欢、最乐

意接受的校史文化宣传途径依次是师生平时介绍、

参观校史展览、校史知识竞赛、课堂讲授、专题讲

座、自己查阅资料等。 

三、对河北省高校弘扬校史文化的建议与对策 

在分析河北省高校校史文化建设现状与存在问

题的基础上，对加强高校校史文化建设，弘扬校史

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提出以下建议与对策：提高

重视，师生参与，健全机构，理顺机制，拓宽渠道，

实现以校史文化为载体优化育人环境的“三个结

合”，即要坚持物质文化建设与精神文化建设相结

合；要坚持校史文化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要

坚持弘扬校史文化与系统开展校史文化研究相结合。 

（一）提高对校史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视程度 

一是学校要高度重视校史文化宣传工作，把校

史文化宣传工作列为重要议事日程。要从构建一流

大学校园文化的高度认识校史文化的重要意义，健

全校史文化工作机制，建立校史文化专门研究机构，

成立专门研究队伍，提供专项经费，对校史文化进

行专题、专项、长期研究，探索弘扬校史文化的长

效机制。 

二是教师要大力增强校史文化宣传意识，把校

史文化宣传工作作为自觉、自愿、主动行为。校史

文化宣传工作不仅需要校史文化专兼职工作人员，

更需要发动全校教职员工时时刻刻把其落实到细微

之处。教师要普遍提高校史文化素质，掌握校史文

化的基本知识，把握校史文化的精髓，在授课之间、

课堂之余对学生进行校史文化宣传，育人寓平时聊

天、座谈、交流之际，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三是要鼓励、支持学生在各项校园文化活动中

弘扬校史文化，在知识竞赛、演讲竞赛、事迹报告

会、专题讲座、班团主题活动等工作中融入校史文

化内容。 

四是学校要努力拓宽校史文化宣传渠道，把校

史文化宣传工作做活、做细、做精、做全。首先要

抓好入学教育，把校史文化纳入入学教育第一课，

起到先入为主、事半功倍的良效；其次要夯实宣传

资料，把校史文化内容编撰成优秀作品，如校志、

大事记、名人轶事等宣传作品，影视剧、微电影、

话剧等声像纪录资料，明信片、纪念信封、邮票、

章徽币等纪念产品，报刊、杂志、书籍、手册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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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资料。第三要发挥宣传媒体作用，把校史文化充

分展现给广大校友、广大师生。第四要建设校史文

化宣传基地，打造校史文化宣传的特色精品，如体

现学校办学历史的校史展览馆、展现学校办学特色

的文化碑廊广场、充满学校教育教学风格的实践道

路等。 

（二）坚持物质文化建设与精神文化建设相结合 

校史文化是学校在建设和发展中所形成的物质

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既包括物质形态的校史文

化，又包括精神形态的校史文化。弘扬校史文化既

要注重物质文化建设，又要注重精神文化建设。 

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中，要注意把握校史文化

这一核心元素，要通过建设校史展览馆和校史文化

碑廊、文化苑、雕塑等校史文化景观，充分发挥校

史文化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中的推进作用，努力建

设立意高远、底蕴厚重、格调高雅、特色鲜明的校

园物质文化。校史展览馆是学校历史的承载之物与

精神之塔，既是学校内部宣传教育的工作阵地，又

是对外宣传的窗口；既是学校办学精神、办学理念

和学校文化的具体体现，又是大学精神的物化凝练

和物态结晶；既是缅怀历史、启迪未来、传承文化

的平台，又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质

教育的生动素材，对于学校文化建设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意义。高校应当将校史展览馆建设作为物质

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投入充足的人力、物力、财

力进行建设。校史文化景观是校园景观的灵魂构成

部分，主要包括历史遗迹、人物雕塑、浮雕、广场

等形式，能够以其历史穿透力和文化厚重感，给人

以真的启迪、美的享受、善的感召，要基于本校历

史传统，着力建设一批能够反映学校历史、体现学

校精神的高水平作品
[2]
。 

（三）坚持校史文化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 

设置校史文化必修或选修课程，把校史文化纳

入教学第一课堂，是开展校史文化教育的重要渠道。

针对当前河北省高校校史文化教育课程的设置现

状，为更好弘扬高校校史文化，建议开设校史文化

教育第一课堂。重点做好三点工作：一是在成立校

史文化专门研究机构的基础上，打造一批既精通校

史文化研究，又善于讲授校史文化的教学、科研队

伍；二是以校志为基础，以育人为目标，专门撷取

校志中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人和事，从“面”上着

眼，从“点”上入手，透析历史背景，提炼时代文

化，注重教育效果，编写一套适合学校的有血、有

肉、有思想、有文化的专门校史文化教育教材；三

是科学设置校史文化教育课程，结合学校实际把校

史文化教育纳入大一学年的选修或必修课程，让新

生从入学之日起就能接受良好的校史文化教育。 

在第一课堂建设的基础上，应大力探索、深化

和拓展第二课堂。首先，应大力开展校史文化活动，

寓校史文化于活动之中。积极开展校史专题报告、

征文、演讲、知识竞赛等，引导学生学校史、知校

史、明校史。第二，统筹规划全校第二课堂实施方

案，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不断增强校史

文化教育活动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第三，

树立品牌意识，创建校史文化教育第二课堂活动品

牌，形成各高校的特色、拳头文化产品，并不断坚

持与拓展。 

（四）坚持弘扬校史文化与系统开展校史文化研究

相结合 

弘扬校史文化是校史文化研究之目的与归宿，

开展校史文化研究则是弘扬校史文化之基础与根

本。各高校在努力弘扬校史文化的同时，要重视并

不断坚持开展校史文化研究，赋予校史文化新的内

涵、新的生机、新的机遇。首先，坚持对校史文化

进行传承。要积极搜集整理校史文化档案、资料，

建立校史文化档案库，储存历史记忆，积累历史文

化，将学校的优秀文化成果继承、累积和延续；其

次，坚持对校史文化进行整合。在办学实践中要通

过多渠道、全方位进行校史文化宣传，实现广大师

生对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办学目标、办学方向等

文化信任与认同。第三，坚持对校史文化进行创新。

每个高校都有自己特有的办学历史，都有自己特色

的校史文化。伴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校史文

化并非永恒不变，必然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

化而不断改变、不断丰富、不断进步。弘扬校史文

化与进行校史文化研究就是要实现校史文化的不断

传递与传播，不断进化与升华，不断创造与发展，

积极推动高校精神文明建设，提升高校文化软实力，

进而为光大中华文化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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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ldishness Theory" criticism 
WANG Ya-q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hui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ollege, Hefei 230031, China) 

Abstract："Childishness Theory" criticism was a large-scale criticism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1960s. It has made 
the phenomenon of the non-academic political criticism reach the top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ory since 1950s. In 
the criticism focuses on the specificity, theme and view of literature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Childishness 
Theory" is called bourgeois “Children's Orientation”. The criticism is an abnormal cultural criticism which 
exaggerate Chen Bochui’s Articles. According to this critique, it is found that the reasons mainly lie in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correct 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creation thought standard and art standard .It is the 
purge and criticism on the child centrism and children oriented theory and thought based on the study of literary 
theory.It is a good way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rul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e criticism 
correctly and finding the essence and value of "Childishness Theory" 
Key words："childishness theory"；children's orientation；children's interest；Chen Boc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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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for promoting 
college’s history culture in Hebei province 

JIANG Shu-ping, CAO Xiu-fen, LV Hong-y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 Baoding 071001, China) 

Abstract: An investigation about situational promotion of college’s history culture in Hebei Province is made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s history culture. An analysis was given through the attachment of 
importance, recognition, students’ need and means of its promotion. The article gives som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construct and promote college’s history culture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of 
colleges.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campus culture ;culture of school 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