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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学专业融入 “课程思政”
建设的理路探析

徐拥军　熊文景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课程思政”是高校专业课程教学与改革的新趋势。通过明晰 “课程思政”的 理 念 内 涵 和 政 策 要 求，
结合档案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与特点，推动档案学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不仅有利于大学生学好党史国史、增强

文化自信、强化国家认同、筑牢思想防线，而且也有利于档案学专业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更新教育教学授课

理念、提高人才培育综合素养。进而从队伍建设、元素挖掘、方法改革、评价体系四个层面，提出推动档案学专

业 “课程思政”建设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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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当前面对多元文化价值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

势，学生思想意识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加

之大 学 生 思 政 课 堂 存 在 “抬 头 率 不 高、点 头 率 较

低”［１］现象，仅仅依赖思政课在大学生价值观引导中，

独自发挥作用已难胜其任。而近年来一些高校在推进

“课程思政”建 设 方 面 取 得 的 成 功 经 验 表 明：将 思 政

教育有效融于专业课教学之中，比纯思政课堂要更具

说服力和吸引力。［２］基于此，“课程思政”不仅成为新

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一招，同时也

是高校有效开展思政工作的关键一招。
“课程思政”，简言之，就是指要将大学生思政 教

育内容有机融入、合理渗透进专业课教学与改革过程

中，确保每位教师都承 担 好 育 人 责 任，每 门 课 程 都 发

挥好育人作用。思政课 和 专 业 课，作 为 高 校 课 程 两 大

主要体系，是 学 生 成 人 与 成 才 路 上 的 主 要 课 程 载 体。

但长期以来，它 们 经 常 是 “单 兵 作 战” “各 自 为 战”，
没有衔接配合、融会贯通，客观上导致了 “教书”与

“育人”相割裂。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提出，“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

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 各 类 课 程 与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３］，从而 “把思想政治工作

贯穿教育教 学 全 过 程，实 现 全 程 育 人、全 方 位 育 人，
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４］。２０１９年４
月，在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 课 教 师 座 谈 会 上，习 近 平 再

次强调，“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

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

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５］。此外，２０２０年５月，在教育

部颁布的 《高等 学 校 课 程 思 政 建 设 指 导 纲 要》 （教 高

〔２０２０〕３号）中，也明确要求要 “让所有高校、所有

教师、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守好一 段 渠、种

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
在上述背景下，各高等学校都在积极加强研究和

推进 “课程思政”改革 实 践，各 学 科 专 业 也 就 如 何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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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融入 “课程思政”建 设 进 行 了 有 益 探 索 和 尝 试。比

如法 学［６］、新 闻［７］、财 务 管 理［８］、生 物 化 学［９］、英

语［１０］、会计［１１］等专业相关领域的学者都对本学科基于

“课程思政”改革的理论认知、建设方向和实践路径作

出了分析、论证和实践。笔者通过文献检索 发 现，目

前针对档案学专业如何有效融入 “课程思政”建设的

探讨尚属空白，仅有学者对档案和档案馆的思想政治

教育功能进行了分析，如关于高校档案［１２］、革命历史

档案［１３］、红色档案 资 源［１４］、档 案 馆 爱 国 主 义 教 育［１５］

等怎样与大 学 生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有 效 结 合 进 行 了 研 究。
习近平鲜明指出，“档案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经验

得以总结，规律得以认识，历史得以延续，各 项 事 业

得以发展，都离 不 开 档 案”［１６］。可 见，新 时 代 档 案 学

者如何根据档案专业的性质特点和独特优势，“深度挖

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

科学合理 拓 展 专 业 课 程 的 广 度、深 度 和 温 度”［１７］，积

极探索让档案专业有效融入 “课程思政”建设的改革

显得尤为迫切。

　　２　档案学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的特殊

性与必要性

　　档案作为覆盖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

事、外交等多方面活动的真实记录，是对人们进行国

情教育、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极具说服力的教科

书。［１８］因而，档案学专业 “课程 思 政”建 设 对 于 大 学

生群体启迪心智、活跃思想有非常重要的独特意义。

２．１　为大学生学好党史国史奠定基础

近年来，历史虚无 主 义 或 借 口 “重 叙 历 史”，或

以 “反思历 史”面 目 出 现，在 新 媒 体 环 境 下 迅 速 发

酵，严重破坏和 扰 乱 了 青 年 一 代 对 历 史 的 正 确 认 知，
对大学生 历 史 正 义 观、是 非 观 和 使 命 观 造 成 极 坏 影

响。“历 史 虚 无 主 义 的 要 害，是 从 根 本 上 否 定 马 克 思

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

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１９］让 青 年 一 代 学 好 党 史 国 史，

提高他们辨明历史事实真假、分清历史是非善恶的能

力，意义重大且刻不容缓。而 “档案是理解历史的基

础，没有档案的 真 实 客 观，历 史 记 忆 就 将 摇 摇 欲 坠，

档案对我们的经历、认知、叙述予以证实，档案就是

我们的历史记 忆。”［２０］正 如 习 近 平 强 调， “让 历 史 说

话，用史实发言” “更 多 通 过 档 案、资 料、事 实、当

事人证词等各种人 证、物 证 来 说 话”［２１］。从 档 案 学 专

业 “课程思政”的建设出发，帮助大学生学好党史国

史，就是要教他们把寻找客观事实作为探寻历史真相

的前提，鼓 励 他 们 多 查 找 档 案 记 录、多 聆 听 档 案 故

事、多参观档案展览等，可以使他们不再去捕风捉影

地看待历史事件，而是学会如何抽丝剥茧地分析历史

问题。如借助 “伟人为雷锋的题词、雷锋日记、雷锋

遗物、雷 锋 团 命 名 等 一 系 列 与 雷 锋 有 关 的 照 片 档

案”［２２］就能为 大 学 生 再 现 一 个 客 观 真 实 的 雷 锋 形 象。

因此，通过档案学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充分利用

档案的原始记录性、客观真实性、载体多样性、内容

丰富性，能为大 学 生 还 原 历 史 事 实、廓 清 历 史 真 相、
学好党史国史夯实根基。

２．２　为大学生增强文化自信提供支撑

文化自信不是靠口号凭空喊出来的。文化自信的

底蕴和底气，离 不 开 对 各 历 史 时 期 优 秀 文 化 的 积 累、

记忆和传承。档案是历代先贤和大众百姓文化创造成

果的宝贵记录，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 “母资源”，

是实现中华民族文化自立、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不

竭源泉。“从 孔 子 删 定 六 经、太 史 令 修 撰 史 记、司 马

光编纂通鉴到当下的清史修纂工程，从汉字书法、太

极八卦、武术中医到京剧脸谱等，全面构筑了一个宏

伟、独特、悠久的中华民族记忆宫殿，使中华民族的

遗传基因、文化血缘延续数千年而从未中断，使华夏

文明数千年 的 历 史 时 空 联 结 成 为 一 个 整 体。”［２３］截 至

２０１９年，我国已有１３项 档 案 遗 产 入 选 《世 界 记 忆 名

录》。可以说，每 一 项 档 案 遗 产 的 成 功 入 选，都 有 力

展现了世界记忆里的中国风采，都无一不是我国在世

界文化之林的一次精彩亮相。因此，通过档案学专业

“课程思政”建 设，帮 助 青 年 一 代 了 解、吸 收、读 懂

档案和档案文化，充分释放出档案和档案文化无与伦

比的独立魅力，能激发起祖国青年强大的文化自信。

２．３　为大学生强化国家认同凝聚共识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奋斗进程和发展脚步，都

需要用档案 来 记 录。有 了 档 案，经 验 才 能 得 到 传 承、

历史才能得到勾勒、身份才能得到关联，国家才能葆

有民族 凝 聚 力 与 向 心 力。档 案 被 视 为 关 于 历 史、遗

产、文化，关于个人根脉和家族关系以及关于 “我们

是谁”的被建构的记忆，它们连接着过去，使我们得

以窥见人类共同的轨 迹。［２４］从 档 案 中，大 学 生 不 仅 能

透视当代认同的历史线索和现实凭据，还能获得心灵

深处同其所同、异其所异，纵有源流、横有所属的信

息基础。［２５］比如通过对关于 唐 代 三 彩、宋 瓷 元 瓶、明

式家具、清代织锦等有关的历史档案记录的熟悉与掌

握，能从中让大学生更好找到国家的自豪感与民族的

归属感。此外，更重要的是，档案还是实现国家认同

的关键 性 叙 事 载 体。如 在 中 国 台 湾 问 题 上，自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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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坚持 “一个中国”为

原则，先后编 辑 出 版 《台 湾 “二 二 八 事 件”档 案 史

料》《台湾光 复 和 光 复 后 五 年 省 情》《台 湾 光 复 档 案》
《馆藏民国台 湾 档 案 汇 编》等 诸 多 档 案 编 纂 成 果，为

促进国家 和 平 统 一 发 挥 了 难 以 替 代 的 重 要 作 用。因

此，档案学专业 “课 程 思 政”建 设，对 面 向 大 学 生，
讲清国家历史、传递国家特色、捍卫国家尊严、凝聚

国家共识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２．４　为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筑牢屏障

“没有一种政 治 势 力 不 对 档 案 加 以 控 制，不 对 记

忆加以 控 制。”［２６］德 里 达 在 《档 案 热 病》一 书 中 这 样

说道，并认为档 案 从 根 本 上 来 说 归 属 于 政 治 性 范 畴。

古代社会，档案是统治者巩固其统治的一种武器。无

论是被古罗 马 统 治 者 看 作 “插 入 鞘 中 的 剑”，还 是 被

西欧统治者 视 为 “君 主 的 心 脏、安 慰 和 护 卫”，其 都

被打上了鲜明 的 政 治 烙 印、留 下 了 神 秘 的 权 力 色 彩。
正因如此，我国封建统治者也不无例外地把档案摆在

了 “国之具，一日不可无也”的重要位置。值得一提

的是，哪怕在大 力 倡 导 档 案 社 会 性 和 文 化 性 的 当 下，
人们也没法否认档案对于国家政治的重要意义。档案

作为国家社会活动的产物或依据，作为解释、描述和

总结其历史发 展 成 就，以 及 经 验 和 教 训 的 重 要 资 料，

其重要性是不言而 喻 的。 “可 以 断 言，一 个 国 家 的 灵

魂和宗旨就 埋 藏 在 她 的 档 案 中。”［２７］从 文 书 档 案 可 以

读懂 “改革开放”“核心价值”，从民生档案可以体悟

“以人为本”，从 法 律 档 案 可 以 品 味 “依 法 治 国”，从

外交档案可 以 领 会 “求 同 存 异”，从 反 腐 档 案 可 以 涵

养 “廉洁奉公”，这 些 都 是 促 进 中 国 主 流 意 识 形 态 认

同的有效渠道。［２８］因此，档案 学 专 业 “课 程 思 政”建

设是引导大学生思想观念、强化其政治认同，确保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强大 “助推器”。

　　３　融入 “课程思政”建设对档案学专业

发展的价值所在

　　档案学专业的课程内容丰富、知识覆盖面广，既

紧密联系博大精深的档案文化，又深刻面向科学技术

的时代前沿，蕴含十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档

案学专业积极融入 “课程思政”建设对推动档案学科

创新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３．１　有利于档案学专业落实立德树 人 的 根 本

任务

“课程思政”不 仅 体 现 出 档 案 学 专 业 对 个 体 精 神

成长意义的追问，也表达出档案学教育要对大学生的

思想和行为进行价值引导，以遵循国家主流价值观要

求的精 神 旨 归。２０１７年，习 近 平 在 出 席 清 华 大 学 相

关活动时就强调，“教 育 就 是 要 培 养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事 业 的 建 设 者 和 接 班 人，而 不 是 旁 观 者 和 反 对

派。”［２９］这无 疑 切 中 了 高 校 落 实 “立 德 树 人”根 本 任

务的要求。“课 程 思 政”建 设 的 核 心 内 涵 就 在 于 其 不

仅注重知识和技能的传递，还注重知识和技能背后所

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的继承和弘扬。如笔者在

讲关于加强国有企业境外档案监管重要性时，多次引

入中兴遭美国打压事件的导火索就与企业内部文档泄

密有关的 例 子，这 既 能 增 强 同 学 们 对 档 案 管 理 的 重

视，也能帮助同学们厚植 “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

民服务”的家国情怀。档案学专业 “课程思政”育人

过程中，结合世界大势、紧跟时代潮流、把握国家战

略，不局限于档案专业知识灌输，而是从档案的角度

切入联系新的实际，有利于教育引导大学生，不断加

深对国际形势、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牢固树立保

护档案 责 任 重 大 的 大 局 观 念。进 言 之，档 案 学 专 业

“课程思政”建设也是 对 课 程 价 值 问 题 中 国 化 的 重 要

阐释，有助于强化 “立德树人”在档案学领域的实践

根基和育人动力。

３．２　有利于档案学专业更新教育教 学 的 授 课

理念

在 “课程思政”的教 育 实 践 中，教 学 是 教 育 的 基

础。如果要在专业课中，让 学 生 形 成 一 种 正 确 的 价 值

观念，不讲清理论逻辑、不摆出事实根据，单 凭 生 搬

硬套地引导学生，是不够的。档案学专业 “课程思政”

建设的良好展开，必然 要 求 授 课 载 体 的 拓 展、教 育 内

容的丰富、讲授方法的创新。如在讲档案保护技术时，

如果只是结合纸张、温度、空气、光热度等讲 具 体 保

护流程和保护手段，容易让课堂陷入枯燥乏味的境地，

使同学们丧失学习热 情。而 如 果 借 鉴 《我 在 故 宫 修 文

物》的叙事方法，向学生讲清楚，保护好档案就是在

保护好我们的国家记忆，修补好档案就是在修补好人

类的精神家园，必然有助于增强档案保护课程在同学

们心中的厚度与高度。所以，档案学专业 “课程思政”

的升级打 造，利 于 档 案 专 业 教 师 在 日 常 教 学 过 程 中，

通过消化、吸收和借鉴思政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课堂育

人形式，创新档案专业课堂理论话语体系和授课方式

方法，让课堂教学既富有学术性，又不乏生动性。

３．３　有利于档案学专业提高人才培 育 的 综 合

素养

档案学专业 “课程思政”的建设，不是要摒弃专

业课堂原有的本质属性，而是更多借助思想渗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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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融合等方式，提炼、挖掘档案专业教学中内蕴的价

值基因，更好把 “知识掌握”与 “价值灌输”结合起

来，开展包含精神指引在内的综合素质教育。自中国

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随着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进 入 新 时 代，档 案 学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必然要结合时代要求，重新审视和确定人才培养目标

定位。而从人才 市 场 需 求 结 构 和 层 次 看，政 治 素 养、

心理素质、人文底蕴都是各用人单位度量专业人才综

合素质的重要指标之一。思想政治教育无疑成为档案

专业教育的重要内容。这样一来，档案学专业 “课程

思政”建 设 契 合 了 教 育 服 务 人 的 全 面 发 展 的 价 值 旨

归。事实上，任何专业教育的产生都是基于不断细化

的社会分工需要而形成的。因此，所谓专业教育，某

种程度而言，暗含忽视个人全面发展的教育面向。教

育之中，教育者如果过于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不主

动去打破专业之间的固有藩篱，容易使受教育者抽象

化、片面化、工具化，导致他们知识结构单一甚至产

生傲慢与偏见。教育的目标需要去帮助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思想政治素质可谓是

核心和灵魂。因此，档案学专业融入 “课程思政”建

设，有助于突破档案专业与思政专业的学科壁垒，将

思政专业强调的价值基因、内在德性有机融入学生的

专业知识学习之中，使专业教育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全

面发展。

　　４　档案学专业融入 “课程思政”建设的

实践路径

　　当前，档案学专业融入 “课程思政”建设存在一

些现实困境需要去突破，这些现实困境既有主观因素

也有客观限 制。而 档 案 专 业 人 才 今 后 肩 负 “为 党 管

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重要使命，档案学专业

须秉持大局意识，多措并举，方能更有效地融于 “课

程思政”建设。

４．１　着力加强档案学专业 “课程思 政”队 伍

建设

档案学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最为核心的要素是

教师，其实施主体也是专业课程任课教师。教师不能

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更要成为塑造学生品行

的 “大先生”。［３０］目 前，档 案 学 专 业 “课 程 思 政”总

体而言还属于新生事物，其建设理论与实践体系的广

度、深度尚不够完善，档案学专业课程教师对 “课程

思政”建设意义的认识也仍有待深化。这就需要更新

档案学专业课程任课教师的教育理念，积极引导他们

转变教学思路与方法，以适应 “课程思政”改革。
一是适时转换 档 案 学 专 业 课 程 教 师 的 教 育 理 念。

对档案学专业 “课程思政”的理解，部分教师在教学

中依然存在简单 “围绕政治风云转，领导人的话便是

档案工作的指导思想、理 论 武 器”［３１］的 现 象，这 极 易

导致 “低级 红 高 级 黑”的 负 面 效 应，让 “课 程 思 政”

陷入形式化的误区。在 “课程思政”改革下，档案学

教学过程应是一种智育与德育相结合的过程，所以档

案学专业教师必须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结合的原则，既

传授知识和技能，又塑造思想和灵魂，进而实现对自

身原有的教育认识和教育观点做出相应调整甚至是重

塑的目标。
二是多渠道培养档案学专业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

能力。首先，在 “课程思政”的实践中，部分专业教

师对于思想政治的基本知识、核心内容，如何解读等

还存在定位不清、理解不透的现象。可以成立 “课程

思政”辅导团，邀请思政课名师对档案学专业教师培

训，深化专业教师对推进专业课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

的理解。其次，以举办 “课程思政”讲课比赛、打造

“课程思政”精 品 课 堂 等 方 式，营 造 群 策 群 力、共 建

共享的教学氛围。以此引导教师们积极实践，勇于探

索，形成档案学专业 “课程思政”优秀教案、优秀团

队，不断扩大档案学专业 “课程思政”的参与度和覆

盖面。

４．２　充分挖掘档案学专业内蕴的 “课程思政”

元素

明确 “挖掘什么样的资源”是科学设计 “课程思

政”教学内容的逻辑起点。当前档案学专业课程设置

仍然存在知 识 结 构 失 调、课 程 内 容 滞 后、课 程 交 叉、

新课较少、重理论轻实 践 等 问 题。［３２］这 也 是 造 成 部 分

教师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不擅于打造真正能融入思

政元素的档案课堂的原因，导致档案学专业 “课程思

政”建设难以达到高阶性和创新性的金课要求。实际

上，各门学科各 类 课 程 中 都 蕴 含 着 丰 富 的 思 政 元 素，
但这些思政资源并非直接显露于课程内容之中，而是

需要专业课教师研判资源的合理性，并对其隐含的思

想价值和精神内核进行提炼和加工，尤其在选取课程

内蕴的思政元素时，必须宁缺毋滥，要选择兼具思想

性和代表性的，做到画龙点睛，而不是画蛇添足。比

如，可以通过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帮助青年进行党史

国史的学习，可以利用名人档案引导当代青年树立正

确偶像观，可以借助档案文化创意产品增强青年一代

文化自信。总之，对档案学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而

言，不是档案专业与思政专业的物理叠加，而是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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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找准专业知识与思政内容的联结点，有针对性地设

计课程，形成 “盐溶于水”的化学反应。

４．３　积极探索档案学专业 “课程思 政”教 育

教学方法改革

就教学方法而言，当前，档案学专业对 “课程思

政”已运用的新的教学方法，如微课、慕课、翻转课

堂等应用研究暂时还涉及不够，教育的方法和途径相

对单一，育人效果欠佳。档案学专业 “课程思政”的

教育改革方向除了以德育为基础，以掌握档案知识技

能为重心以外，还应以现代化教学手段为媒介，推动

教学方法的理论性、封闭性、单一性、师生偏离性向

实践性、开放 性、系 统 性、师 生 互 动 性 的 模 式 转 变。
这些都需要档案学专业 “改变灌输式的教学方法，采

用参与式等生动活泼的教学法，以便让学生感受、理

解档案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

新意识，掌握 打 开 知 识 大 门 的 ‘金 钥 匙’，不 断 获 取

新的知识和提高能力，从而有利于学生个性和才能的

全面发展，体现其能 力 的 应 用 型 和 适 应 性”［３３］。通 过

结合课程实际，创新教学方法、丰富课程内涵、优化

教学设计，来强化档案学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的问

题导向。具体而言，可以用案例集、微视频、翻转课

堂等多种形式，将更具思想性、元素性的内容呈现出

来，使教学方法和育人手段更为丰富。

４．４　加快构建档案学专业 “课程思 政”评 价

体系

现实中，教师的 立 德 树 人 情 况 的 考 核 很 难 量 化，
也很难评估，育 人 工 作 往 往 成 为 一 个 “软 任 务”、考

核上的 “软 指 标”。这 使 得 教 师 在 繁 重 的 教 学、科 研

任务之下，很 难 做 到 “不 忘 初 心”，既 教 书 又 育 人 受

到严 重 挑 战。因 此，一 旦 缺 乏 档 案 学 专 业 “课 程 思

政”的科学评 估 体 系，就 难 以 发 挥 出 教 师 的 积 极 性、
主动性、创造性。为此，档案学专业 “课程思政”的

开展必须建立客观而科学的考核标准去评价其实施成

效。一是制订立德树人责任落实考核细则。明确档案

学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方向、要求和目标，并对不

重视课堂德育效果的档案学专业教师的失责现象加以

规范。二是构建动态评估制度。授课实效的评估需要

适时纳 入 学 生 “欢 迎 度”、专 家 “评 价 度”和 社 会

“反响度”，而 不 是 单 以 教 案、成 绩、打 分 等 为 参 考。
三是完善教学质量激励机制。要将教学能力与德育能

力同时作为档案学专业绩效考核、职称评聘、评优评

先的重要指标。

５　结语

挖掘用好档案学各门专业 “课程思政”元素，充

分发挥档 案 学 专 业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功 能，是 一 个 基 础

性、系统性、复杂性的战略工程，需要同向发力、协

同用力、群策群力。档案学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是

一种教育理念、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教育实践，更是

一个教育 目 标，从 理 论 上 探 讨 其 内 在 逻 辑 和 运 行 机

理，从实践上探讨其教学设计和课外拓展都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需要今后更多的研究和实践，以期突破和

提高。

注释与参考文献

［１］宫维明．“课程思政”的内在意涵与建设路径探析［Ｊ］．思想政治课研究，２０１８（６）：６６－６９．
［２］蓝蔚青，谢晶，孙晓红，等．《食品添加剂》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探索［Ｊ］．教育现代化，２０１８（４５）：４７－４９．
［３］［４］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６－１２－０９（０１）．
［５］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１１－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９－０３／１８／ｃ＿

１１２４２５０４５４．ｈｔｍ．
［６］陈楚庭．法学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析［Ｊ］．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２０２０（１６）：５１－５３．
［７］王文思．传媒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探索［Ｊ］．传媒，２０２０（１３）：８６－８８．
［８］朱强，谢丽萍，朱阳生．财务管理专业“课程思政”的理论认识与实践路径［Ｊ］．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２０１９（６）：６７－７０．
［９］吴伟，李慧涵．生物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初探———以生物化学为例［Ｊ］．微生物学通报，２０２０（４）：１１９１－１１９５．
［１０］杨修平．高职英语“课程思政”：理据、现状与路径［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２０２０（８）：３６－４１．
［１１］殷俊明，张兴亮．会计学“专业思政”建设的思考与探索［Ｊ］．财会通讯，２０２０（１５）：１６３－１６６．
［１２］王琴华．高校档案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优势及其拓展［Ｊ］．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２０１５（１６）：３０－３１．
［１３］蔡熙文．革命历史档案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融合研究［Ｊ］．档案管理，２０２０（４）：８９－９１．
［１４］宋平．红色档案资源与大学生思想教育有效结合探讨［Ｊ］．档案管理，２０１５（４）：９２－９３．
［１５］姜东菲，王馥琴，韩素贞．论高校档案馆爱国主义 教 育 基 地 与 大 学 生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创 新［Ｊ］．中 国 成 人 教 育，２０１４（４）：



　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本刊专稿：课程思政·

２５　　　

７９－８０．
［１６］习近平．在考察浙江省档案局、馆时的讲话［Ｊ］．浙江档案，２００３（６）：５．
［１７］教育部关于印发《高 等 学 校 课 程 思 政 建 设 指 导 纲 要》的 通 知［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１１－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

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２０２０－０６／０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１７６０６．ｈｔｍ．
［１８］熊文景，徐拥军．论档案文化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Ｊ］．北京档案，２０１８（１２）：１０－１５．
［１９］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学习读本［Ｍ］．北京：学习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９５．
［２０］丁华东，余黎菁．论特里库克的档案记忆思想［Ｊ］．档案管理，２０１４（６）：６－９．
［２１］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 二 十 五 次 集 体 学 习 时 强 调 让 历 史 说 话 用 史 实 发 言 深 入 开 展 中 国 人 民 抗 日 战 争 研 究

［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５－０８－０１（０１）．
［２２］７０余张雷锋的珍贵照片入藏鞍山市档案馆［Ｊ］．兰台世界，２０１４（１０）：４．
［２３］徐拥军．档案记忆观的理论与实践［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３．
［２４］特里·库克．四个范式：欧洲档案学的观念 和 战 略 的 变 化———１８４０年 以 来 西 方 档 案 观 念 与 战 略 的 变 化［Ｊ］．李 音，译．

档案学研究，２０１１（３）：８１－８７．
［２５］冯惠玲．当代身份认同中的档案价值［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１）：９６－１０３．
［２６］ＤＥＲＲＩＤＡ　Ｊ．Ａｒｃｈｉｖｅ　ｆｅｖｅｒ：Ａ　ｆｒｅｕｄｉａｍ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Ｄｉａｃｒｉｔｉｃｓ，１９９５（２）：１０－１１．
［２７］转引自：丁华东．档案：在当代文化发展与繁荣中给力［Ｊ］．浙江档案，２０１１（１）：２６－２９．
［２８］覃兆刿，孟月．论档案与国家软权力［Ｊ］．档案学研究，２０１９（３）：１０－１５．
［２９］习近平会见清 华 大 学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顾 问 委 员 会 海 外 委 员 和 中 方 企 业 家 委 员［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１１－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７－１０／３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３５６３４．ｈｔｍ．
［３０］谢辉．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深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９－０９－０９（１３）．
［３１］江村夫．黄土地 高围墙———中国档案学理论发展缓慢之散议［Ｊ］．上海档案，１９８８（５）：８．
［３２］陈勇．对高校档案学专业课程设置的探讨［Ｊ］．机电兵船档案，２００４（６）：１５．
［３３］李黔．改革教学方法培养应用型档案学专业人才［Ｊ］．兰台世界，２０１０（１０）：４２－４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ｔｏ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ＸＵ　Ｙｏｎｇｊｕｎ，ＸＩＯＮＧ　Ｗｅｎｊ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ｔｏ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ｓ　ａ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ｓ．Ｂｙ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ｖｃｈｉｖ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ｆ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ｌｉｎｅ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ｍａｊｏｒ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ｓｋ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ｕｐｄ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ｔｅａｍ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ｉ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ｍａｊｏｒ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ｊｏｒｓ；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ａｌｅｎ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责任编辑：张全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