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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文化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程的实施路径研究 !

///以上海理工大学为例

刘振华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

摘5要!上海理工大学百余年校史文化是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具有重

要影响' 在教学实践中!可以采取典型人物$事件等案例!密切联系学生实际!通过对话$交流$写作等方式将百余年校史

资源有选择地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有机融合!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生动性和历史感!使学生在了解百年

校史文化发展的脉络中掌握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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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

作为高校大学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旨

在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

发展的基本规律#领会,四个选择-的深刻含义#

增强大学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

责任感和担当意识( 当前#在新的时代环境下#为

增强,纲要-课的实际教学效果#教师必须努力探

索各种有效的教学路径#将校史文化资源融入

,纲要-课即是我们在探索当中行之有效的实践

方式之一(

!5 校史文化是高校德育的宝贵资源和精

神财富

高校校史文化既是一所学校在长期历史发展

中逐渐凝练而成的办学传统和精神风貌#它包括

一所高校的办学特色%办学理念%校风校训%师德

师风%大学精神等,文化符号-#更是一部校本乡

土德育教材( 任何一所高校#都有自己或短暂或

悠久的发展历史#其命运都与国家民族的荣辱和

时代发展脉络密切关联( 校史文化一方面折射出

近现代中国发展的曲折经历#也反映出我国高等

教育事业发展进步的蹒跚过程( 校史文化切近大

学生的学习%生活实际#是大学生塑造健康人格%

提升精神境界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上海理工大学的办学文脉主要源自创建于

!$#1年的浸会大学"!$!3 年中文校名定为沪江

大学$#是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在华创办的一所颇

有影响的高等学府( 在近半个世纪的办学历史

中#沪江大学独树一帜#形成了独有的办学风格#

积淀了丰厚的校史文化资源( 尤其在 !$"+ 至

!$)+年#刘湛恩博士接替美籍校长魏馥兰"_1

H1 R̀'U7$成为首任华人校长#他对沪江大学进行

了一系列旨在,中国化-的整顿和改革#使沪江大

学在当时国内的私立大学中以学风纯朴%较少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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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气%更多,中国化-而闻名( 沪江大学在鼎盛时

期#以文%理%商科著称#优秀的办学传统孕育了一

大批爱国青年和志士仁人#滋养了一大批学术精

英%工程专家和社会翘楚#涌现出徐志摩%李公朴%

文忠杰%冯亦代%夏志清%李道豫等杰出校友( 在

风雨如晦的年代#作为中国近代杰出大学校长的

典范之一#刘湛恩之于沪江大学#如同蔡元培之于

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 尤其是刘湛恩

提出的,沪江大家庭-办学理念#闪耀着新时代知

识分子,教育救国-的理想光辉#这对当今的大学

文化塑造及人才培养均有积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

意义(

校训是校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所

大学的办学格言#透过校训可以看出一所学校的

教育理念%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 赓续沪江大学

百余年办学文脉#上海理工大学在历史坚守和发

展中充分挖掘校史文化资源#形成了,信义勤爱%

思学志远-的校训( ,信义勤爱%思学志远-吸收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为人-和,为学-两个

层面表达了对为学者的要求#它与清华大学的校

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意思相近( ,信义勤爱-

是从,为人-的角度上来说#所谓信者#言信行果%

取信于人.所谓义者#见义当为%行侠好义.所谓勤

者#勤学苦练%将勤补拙.所谓爱者#敬上爱下%敬

天爱民( ,信义勤爱-就是要教育上理学子信崇

真理%义重仁厚%勤学实干%爱国敬业#它意在使上

理学子认识到学会做人是第一位的#要具备良好

的道德品行#勇于担当社会责任( ,信义勤爱-体

现了传统文化中厚德载物的精神( ,思学志远-

是从,为学-上教育学子要学思结合%思学相长%

勤于思考#上理学子应志存高远#方能成才( )周

易*中讲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思学志

远-正体现了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校训中的,思学志远-就是鼓励学子要自强不息%

不断奋斗&!'

( 在实际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学校将

秉持这一校训#努力将上海理工大学学子培养成

有道德%有理想%有学识%有抱负的优秀现代公民(

百余年校史文化是上海理工大学学子了解国

情%熟悉国史%认可母校的宝贵资源( 源于沪江大

学的上海理工大学迄今已有 !!# 余年历史#可谓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缩影( 了解百余年校史

文化并将其融入到,纲要-课教学#对上海理工大

学的广大学子来说意义重大(

"5 百余年校史文化融入%纲要&课程教学

的几种实践方式

,纲要-课主要讲述 !+3# 年以来至今 !2# 余

年的历史#阐述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和基本经验( 将校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不

是生搬硬套地将校史文化的个别内容硬塞入课堂

教学中#而是有选择地将其有机融合在一起.不是

在课堂上用校史文化的内容冲淡,纲要-课的教

学体系和内容#而是将校史文化视为,纲要-课教

学有益的材料和内容补充.不是目的性地为博取

学生的眼球或注意力而讲校史文化的相关内容#

而是将校史文化作为,纲要-课的教学素材之一#

在潜移默化的教学实践中塑造学生的健康人格(

在近几年的教学探索中#我们将上海理工大学百

余年校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力图将,史-

,论-,人-相结合#,知-,情-,意-相统一#增强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生动性#达到,借史育人-的

积极效果( 具体操作方面#主要有以下行之有效

的教学方式(

"(!5 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为主线'适当讲授校

史文化中开拓性的措施及影响'拓宽学生

的国际视野

!$#1年#美国南北浸会在华传教士在上海东

北郊的黄浦江畔建立了沪江大学( 虽然地处黄浦

江濒临长江入海口的一片沼泽地#但这里极具区

位优势!距上海外白渡桥约 $ 公里.面向江海#为

万国邮船进出的必由之路.西靠大道#为淞沪唯一

之通衢( 沪江大学校董会认为#将大学建在僻静

的市郊#与外面社会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避

免学生受到市区繁华商业和娱乐的干扰#同时又

能发挥教会大学的社会作用&"'

( !$!3 年#沪江大

学理科主任%化学教授梅佩礼"_1?1:9Z77$曾

言!,每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都必须在这所大学

的视线内经过.在这样一个校园里#任何有思想的

学生都不能不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大的世

界里(-

&)'

上海#这座城市因开放而在近代崛起( 沪江

大学也因地处,欧风美雨-裹挟下中国的前沿#亦

能开风气之先( !$!2年#沪江大学得到美国弗吉

尼亚州许可#颁发学士学位#学生可以直接升入美

国各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 !$"# 年#沪江大

学试招女生#成为国内第一所在制度上实行男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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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校的教会大学!

!

(

在上海理工大学的学科发展史上#沪江大学的

,社会学-地位重要#值得将其发展历程有机融入

,纲要-课教学中#使学生明悉近代中西学科融会

贯通的意义( !$!3年 "月#美国布朗大学在沪江大

学创立中国首家社会学系( 沪江大学实行国际化

办学模式#先后聘请外籍学者葛学溥"=9/'7J1P1

dLJN$%狄雷"H1S1=79J7V$%韦爱伦"H1PL/%J7Vf

`'J7V$%白克令"P1<1YL.0J'/$等在此执教( 本

土学者钱振亚%张春江%雷洁琼等曾从事社会学的

教研工作( !$!*年#葛学溥指导学生在杨树浦东

部地区搜集有关住房%人口%工业%教育%宗教等方

面的资料并制成图表#这是中国高校进行最早的社

会调查&3'

( !$")

4

!$"3年#白克令指导学生对上海

近郊沈家村进行调查#其成果)沈家行实况*由商

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最早的市镇调查报告&*'

(

这种由教师带领学生在城乡开展社区服务%进行社

会调查%撰写论著#集教学%研究%社会服务为一体

的模式#成为后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大特色&3'

(

地处国际交流前沿#沪江大学在建筑风格上

为我们保存了丰厚的建筑历史文化遗产( 经历百

年变迁#学校现保留 )* 幢沪江大学建筑#是目前

上海保存较为完整的教会学校建筑群( 这批具有

西洋建筑风格的历史建筑多清水红砖砌筑%两坡

红瓦屋面%砖混结构%风格统一#成为上海理工大

学校园的一道靓丽景观&1'

( "#!! 年 !# 月#学校

将其中的 2 幢独体别墅"原沪江大学教师住宅$

进行维护和改造#建成沪江国际文化园区#内设德

国%美国%英国%日本等七大中心#中外师生可在此

举办论坛%演奏会等活动#感受不同国度的文化(

进入新时期以来#上海理工大学更加注重国

际化办学#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 自 !$$+ 年以

来#学校积极吸引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先后与德

国%英国等著名高校合作#设立上海2汉堡国际工

程学院"简称,中德学院-$%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

际学院"简称,中英学院-$#主要实施本科层次学

历%学位教育和境外学士学位教育#开创了中外合

作办学史上独具特色的,沪江模式-(

国际化视野%全球化眼光是当今大学生应该

具有的基本素养( 沪江大学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史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学校百余年校史文化不

乏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案例#将其有机融入,纲

要-课教学#助力上理学子接受国外先进办学理

念和经验#最终塑造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

人才(

"("5 以爱国主义$教育救国为主线'将百年校史

上的重要人物事迹融入%纲要&课教学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上海理工

大学的前身沪江大学虽为教会大学#但在其发展

历程中#与国家%民族发展的脉搏跳动相一致( 在

讲授,纲要-课中涉及,爱国主义-的内容时#可以

结合校史文化讲解( 譬如#在讲授教材第六章

,抗日战争-的内容时#刘湛恩老校长殉国荣校的

事迹就是极佳的教学案例(

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刘湛恩出身贫寒#他

在获得芝加哥大学教育硕士%哥伦布比亚大学哲

学博士学位后#于 !$"" 年返国任东南大学教授(

翌年#他到上海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教

育干事#并在大学兼任教授( !$"*年,五卅-惨案

发生后#上海圣约翰大学师生集会#升半旗以表志

哀#遭到外籍校长阻挠( 部分中国师生激于义愤#

退出圣约翰大学#创办光华大学( 刘湛恩虽为基

督教青年会领导成员之一#但他不顾教会方面的

阻力#毅然担任光华大学校董和义务教授( 伴随

北伐战争的推进#一些教会大学为生存不得不改

革体制#开始聘请华人担任校长( !$"+ 年初#应

沪江大学校董会聘请#刘湛恩主掌沪江大学#成为

当时最年轻的大学校长(

刘湛恩既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教徒#更是一

位坚定的爱国教育家( ,九1一八-事变后#中华

民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刘湛恩利用各种

机会#大声疾呼救亡图存( 在出国考察及参加国

际会议期间#他向国际友人揭露日寇侵华暴行#争

取国际人士同情#呼吁侨胞支持抗日斗争(

,八1一三-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 刘湛恩被推

为上海各界人民救亡协会理事%上海各大学抗日

联合会负责人%中国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

他支援前线#救济难民#安抚流亡学生#不遗余力(

他还是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国际俱乐部的发起人之

一#广泛联系各国人士#积极开展国际宣传工作(

!3

!

!

5资料来源!上海交通大学 "#!! 年出版的)沪江大学学术讲演录*第 !!* 页#刊载了魏馥兰讲演内容!,男女同学的问题( 青年

人#你们青年男女同学#应当互相认识%互相了解#33男女同学#在全中国#我们是第一创办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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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 !! 月 !" 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租界成

为,孤岛-#救亡协会不少负责人纷纷去内地#刘

湛恩坚持留在上海( !$)+ 年 3 月#因拒绝担任伪

,维新政府-的,教育部长-职务#刘湛恩被日伪收

买的暴徒杀害#年仅 3) 岁( 刘湛恩不畏淫威#拒

当汉奸的事迹不仅在当时有重要的典型价值#在

当今的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中仍有积极的现实

意义(

除刘湛恩%李公朴%涂长望等沪江老校友的事

迹比较突出外#我们可以紧密联系学校当前发展

实际#积极发掘新的爱国%强国典范的先进事迹#

以飨学生( 新时期以来#我校校友%著名科学家%

教育工作者华泽钊%庄松林等人在教学科研上不

懈努力%永攀学科高峰的理想追求也是激励当今

大学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这些贴近大学生生

活的生动案例#容易得到学生的认可#可在,纲

要-课堂上适当讲解(

"()5 参观与校史文化相关的历史遗迹$实物'增

强大学生的荣校$爱国意识

上海理工大学校史馆藏有大量的校史档案文

献%图片等珍贵资源( 此外#校内的沪江大学建筑

群%雕像及校内一些以校友名字命名的路名#都有

深刻的校史文化内涵( 如果能将其中的资源恰当

运用于,纲要-课教学#则可为大学生提供营养丰

富的校史文化,大餐-( 除课堂教学之外#社会实

践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纲

要-课中#我们设计了以教学班级为单位#组织大学

生参观校史馆%档案馆和校内纪念性建筑%雕像#同

时邀请校史专家和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以专题座谈

等方式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通过校史馆工作人员

的讲解#校史研究人员与学生的面对面交流#在潜

移默化中提升大学生的荣校%爱国情结(

在参观校史遗迹%实物外#并不等于校史教育

的结束( 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纲要-课教师利

用网络平台或每周的课外答疑%晚自习辅导等方

式#开展师生课外学习校史交流活动( 例如#以校

史%校训为主题#与学生交流,信义勤爱%思学志

远-校训与当代大学生人格培养的关系( 为避免

校史文化学习流于形式#我们在课堂教学环节还

为学生留有平时作业#计入学生的平时成绩#此项

成绩占期末考核比重的 )#>( 任课老师在课堂

上提前布置 !# 余种与上海理工大学校史研究相

关的著作或校史文化读本#供学生自由选读( 在

学生泛读之后#让学生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或者

对自己成长有影响的校史人物"或校史著作$#指

导学生结合百余年校史写一篇 " ### 字左右的读

后感或读书笔记( 在全体学生参加的基础上#任

课教师每学期在班级范围内评选出 !# 份比较优

秀的作业#并适当给予激励(

除上述三种主要教学改革模式外#我们同时

也在探索其他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方式( 譬如#

在学校相关部门支持下#动员学生参演与校史文

化相关的话剧)鸦片战争* )西安事变* )重庆谈

判*)刘湛恩*#在班级内挑选学生担任不同角色#

让大学生在参与活动中感悟历史( 学生参与此项

活动的表现计入平时成绩"占期末考核的 "#>$(

这些探索不但改变了,纲要-课教学传统单调的

授课方式#也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5校史文化融入%纲要课&的效果及反响

在信息化蓬勃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实用主义%

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在大学教育中盛行#知识功利

化%工具化也极有市场( 时代在改变#德育方式也

在改变#这为当今大学生的德育工作提出了新的

挑战( 为传承大学教育在于,明明德%亲民%止于

至善-的价值教育#抵制工具理性无限膨胀与价

值失落现象#在,纲要-课中发挥校史文化的德育

功能#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将校史文化资源融入,纲要-课教学#我们在

实际操作中取得了积极效果( 近年来#上海理工大

学在,纲要-课教学中#充分运用校史%校训%杰出

校友等人文教育资源#将蕴含优秀办学传统%价值

追求和人文精神的百余年校史文化有机融入课堂

中#发挥校史文化的传播和隐性教育功能#不断提

升立德树人的水平( 在教学实践中#由于校史文化

贴近学生实际生活#在教学实践中容易得到学生的

认可( 尤其是优秀的校史文化可为学生提供学习

的榜样#给学生以精神激励和启发#学生的主动学

习意识也明显改观(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通过多种

形式%多种途径让大学生走近校史%学习校史%理解

校史#不但有效且高质量完成了教学工作#还利用

校史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去滋润%感化大学生的心

灵#陶冶学生的情操#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将校史文化资源有效融入,纲要-课教学#在

实践当中也具有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上海理工

大学百余年校史史料丰富%精神博大#探索,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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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课与校史文化教育相互渗透%有机融合的实

践模式#可以增强,纲要-课教学的立体感和吸引

力#客观上加深了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扩大了校

本文化的影响力( 百余年校史的深厚积淀和学术

传统对当代大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有重要

的影响#百余年校史的曲折历程可以帮助学生在

掌握国史%了解国情%熟悉校史的基础上树立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大学生对近代中国为何选

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

路%选择改革开放有更深切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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