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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校史资源，开发校本课程 ①

吴展宏
（湖南省湘潭市第一中学，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０）

摘　要：校史是一个学校珍贵的精神财富和区别于其他学校的重要文化特征，是对学生进行文化影响和思想道德建
设的重要文化资源。发掘校史资源，开发出满足学生发展需要、适应学生特征的校本课程是开发学校课程资源的一种有

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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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用统一的课程设置，已不能适
应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的发展。随着课程多样化呼吁的

日益强烈，国家把选修课的决策权交给地方和学校，《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提出：“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

课程管理。”“地方和学校应结合当地人文地理环境和民

族文化传统，开发具有地区、民族和学校特色的课程资

源。”并规定“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

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

写中小学教材”［１］。

由于很多教师没有接受过相关理论和专业培训，又

难以找到适当的资源，他们局限于“校图书馆”和“自己的

藏书”，编写教材时往往东拼西凑，甚至弄成了习题集，失

去了“校本”这个根本。如何丰富课程资源，是校本课程

开发中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近几年，人们将目光转向了本

地资源、社区资源、本土文化资源、地方资源等，这无疑扩

大了校本课程开发的资源范围，他们却忽略了一种唾手

可得的资源———校史资源。

１　加强校史资源的发掘
中国现代教育产生于清末，严格意义上的校史不过

百余年，百余年教育发展史，对后世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

的借鉴意义，每所学校都有必要重视校史资料的发掘，加

强校史研究。但是，很多学校的校史在人们的眼中却是

不那么清晰、完整，甚至呈阙如状态。原因有二：一是新

中国成立前国家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学校生存艰难，抗战

期间，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也曾经一路辗转

漂泊到昆明，继续艰难办学。严峻的形势使学校不可能

将校史资料的保存和研究作为重点。二是建国后我国教

育强调大一统，教育管理部门将学校看作一个个管理对

象，而不是将其看成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的

鲜活体，加上各种因素的影响，校史研究得不到重视。

传统的校史研究有两点不足：一是资料不充分。过

去由于人们资料保存意识不强，很多资料没有保存好，特

别是文革中很多档案材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自然人们

对校史的研究就难以全面，以致常常出现一些纰漏。二

是定位问题。有的学校平时重视不够，投入不够，等到有

了重大活动需要用到校史资料时，急忙组织人员收集一

下校史资料，找几个突出的校友，罗列几项学校取得的荣

誉，编辑资料，谈不上研究。现在，很多学校都有一本印

刷精美、篇幅不小的《校史》或《校志》，但这些校史、校志

大多千篇一律，且写法雷同，都记载着学校的校名、校训、

校徽、校歌等的由来和学校历史沿革的“流水账”，都以歌

功颂德的语气描述学校的成就，等等。在这种思想的指

导下，校史研究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的。其实，校史

是一所学校兴建、发展和壮大轨迹的真实记录，是学校各

方面成就精华的浓缩，是一本生动的教科书，是学校传统

精神的映射和风格特色的集中体现。悠久的历史、杰出

的人才、辉煌的成绩、成功的经验、厚重的文化完全可以

成为学生学习的课本，挖掘校史资料、开设校本课程，于

学生、于学校有着积极的意义［２］。

加强校史资源的发掘，必须创造有利的条件。一是

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将校史发掘、校史研究作为学校文

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二是有一支稳定的研究队伍。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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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组织一些对校史感兴趣的教师组成稳定的研究队

伍，同时吸纳一些感兴趣、有热情的学生和校友参加。三

是提供足够的物质条件。如配备必要的办公场所，建设

必要的场馆，保留和修缮一些学校遗迹，展示学校的历

史，为教师展示发掘和研究成果提供条件。四是集思广

益。要及时发掘与本校有关的史料，并加以收集、整理，

不断丰富历史资料。尊重史实，收集、鉴定、编纂、撰写、

分类、编目，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当然，必须存在一套规

范和原则［３］。

２　立足校史，积极开发校本课程
以校史为基础开发校本课程必须建立在充分认识校

史的育人功能的基础上。加强校史研究，可以提炼学校

精神，拓展学生视野，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

动力。内容生动多样、博大精深的校史，是对学生进行素

质教育的范本，是培养优良校风、学风，建设先进校园文

化的重要内容。丰富而具体的校史资料，可以真实、生

动、感人地再现学校历史和优秀人物的风采、知名校友的

事迹，从而促使广大学生“亲近—认同—羡慕—热爱—仿

效”。“校史教育应是新生入学前的必修课，一个学校的

历史和传统精神、学术文化氛围和校友的榜样，都将对一

代代学子产生终身铭记的不可估量的影响”［４］。

２．１　校史资源
将学校发展、变迁的历史引入课堂，对学生进行历史

的教育，能使学生认识到学校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发展，

都会以自己就读的学校为荣，以能为学校添彩而自豪。

如湘潭市一中建于１９０２年，但建校后三十年还没有固定
校址，直到１９３３年才兴建了永久性的建筑。后日寇入侵，
又被迫迁徙到湘潭县、衡山县等地，直至抗战胜利才回到

原址。建国后，学校获得空前发展。学校重视校史资料

的发掘、研究与宣传，通过校报、网站等方式介绍学校的

历史，利用校庆的机会组织校史知识竞赛等，编印《潭中

百年》，编写《潭中历史三字歌》等，这些对学生进行爱校

教育成效明显。

２．２　校友资源
优秀校友是学生学习的榜样。革命志士、领导干部、

专家学者、劳动模范、企业家、道德楷模、普通公民都是一

所学校的骄傲。湘潭市一中注重校友的联络，让代代潭

中人在感情上保持亲近感。学校经常在校报上刊登校友

回忆母校生活的文章，编印《天南地北潭中人》，增强校友

对母校的感情，增添了在校学生的自豪感。

２．３　教师资源
教师对学校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多年来，湘潭

市一中特别重视终身从事教育、无私奉献、学生爱戴的教

师。如２００５年，学校为庆老师举行从教５０周年事迹展
览，举行教育思想研讨会，组织学生参加成果展。学校编

印《百年潭中杏坛名流》《尽瘁钟楼，钟情谷水》《教泽流

长》等资料，让学生认识到了更多名师，感受到教师的

情怀。

２．４　环境资源
环境对学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湘潭市一中注重

营造校园环境，清清谷水，依依垂柳，学校将这种景致写

入校歌，还将校园的美景制作成宣传册，开展校园八景的

评比，为校园建筑、道路命名等，让每一个学生都为在美

丽的校园中学习而自豪。学校课题组还以《扎根潭

中———湘潭市一中植物志》为课题，组织学生搜集、整理

了校园内各种植物资料，编印成书供学生阅读。

校史发掘和研究不仅仅是对回顾过去，更是面对现

在和面向未来。校史以其直观性、亲切感、贴近感、易接

受等特色可以在学校文化建设中发挥独到的作用［５］。校

史可以培养学生荣誉感、集体主义等优良品质外，还可以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学校常组织学生志愿者对老校友

进行走访，既能使他们了解校友，凝聚校友的感情，又能

锻炼他们的采访、交流及交际能力，是一种很好的社会实

践课程。在充分发掘校史资料的基础上开发出一批的校

本课程，这些课程在知识上是一种补充，在教学手段上是

一种丰富，在情感上来说是一种爱校教育，在能力上来说

是难得的一次锻炼。将丰富的校史资源用于校本课程的

开发既有利于校史的研究，更有利于学生的文化修养和

思想品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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