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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处于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阵地的高校如何适应新形势，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路与方式，切
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是当前各高校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对如何利用档案资源

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展开了深入探讨，分析了档案资源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价值意义、面临的问题

及其实现途径等相关问题，并提出了很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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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２０１５年１月

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

想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着力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针对性实效性”，“充分挖掘哲学社会科学课程

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新的国内外形势对思想政治

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尤其是处于思想政治教育

前沿阵地的高校更是责任重大。高校如何面对新形

势，创新思路和方式，增强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实

效性则成为我们思考研究的问题。充分开发与利用

丰富的档案资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则是其中的有效

途径之一。因此，探讨如何深度、高效地开发利用档

案资源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

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诸多学者对此展

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对这些

研究文献进行简要梳理，以期推进相关研究。

一、资料统计分析

笔者在中国知网上所有文献范围内，以“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为检索词进行题名搜索，自１９４９年起至

２０１６年共检索到相关文献高达２０８８０篇；以“高校档

案”为检索词进行题名搜索，自１９７３年起至２０１６年

则检索到相关文献１４５５０篇；再以“思想政治教育”

且含“档案”为检索词，交叉进行题名搜索，自１９８８年

起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共检索到相关文献６４篇，研究文献

骤然减少，具体情况见表１。

表１　１９８８—２０１６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档案资源利用问题研究文献统计表

　　　年度
文献种类　　　

１９８８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期　　刊 １ ２ １ １ ３ １ ３ ６ ５ ４ ２ ７ ８ １１ ５

学位论文 １ １

报　　纸 １ １

　　纵向历史时间维度上，从各年度文献统计数据来

看，我国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档案资源利用问题研究

最早始于１９８８年金榜先生发表于《档案与建设》的

《开放档案的利用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途

径》一文。１９８９年至２００２年期间，相关理论研究停

滞了１４年。自２００３年起，相关研究又开始出现，每

年的相关研究文献为１～３篇。２００９年以后，相关研

究逐渐增多。每年发表的研究文献约为７篇。从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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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文献种类看，思想政治教育的档案资源利用问题研

究文献绝大部分集中于期刊，期刊来源的研究文献总

数占全部研究文献的９４％，只有少量文献来源于学

位论文和报纸。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受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与政治因素影响，我国在思

想政治教育的档案资源利用上与国外存在一定的差

距，思想观念、制度建设及利用档案资源的范围、手段

和方式等诸多方面还不完善，相关理论研究也相应落

后于国外。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档案资源在思想

政治教育中的功能与价值，思想政治教育中档案资源

利用的方式与途径，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档案资源利

用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诚信档案与诚信教育，校史

教育档案资源利用等几方面。

（一）档案资源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般情况下，相关概念是具体研究问题的逻辑起

点。对某一领域的核心或关键概念进行详细分析是

开展该领域下一步后续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在厘清

相关概念内涵和定义的基础上，再深入探讨其他问

题。

目前，学界多数学者比较认可《档案法》中对档

案的解释，也基本赞同教育部和国家档案局制定的

《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对高校档案的界定。在此

基础之上，各研究者在各自立场作出相应阐述，但各

种对档案和高校档案解释的核心论述基本一致。王

琴华简要阐述了档案的定义，认为高校档案是高校从

事招生、教学、科研、管理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学生、

学校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

同形式、载体的历史记录［１］。蔡小云主张高校档案是

指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党政管理以及其他各项活动

中直接形成的对学校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

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２］。许萍则以为档

案资源就是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

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

案总和［３］。王玲在综合各种档案概念的解释后提出

档案是一种对于某机构、组织或个人在某段时期内或

相关事件具有一定价值和意义的，一般以文字、图形

声像或实物形式保存在一定场所的历史资料［４］。

（二）档案资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与价值

就目前所搜集到的研究文献资料来看，探讨档案

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价值、意义、优势等相

关内容的这一类文献较多。戴卫义、蔡小云、陶莉等

学者从高校档案的属性入手，探讨高校档案与思想政

治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高校档案所具有的思想

政治教育功能。高校档案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在

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高校档案除了具有一般档案

所具有的天然的原始记录属性、知识属性、信息属性

等属性之外，还具有独特的文化属性，这些属性决定

了高校档案必然要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当中，而思想

政治教育必须收集各种素材，这些素材往往就来自于

档案。另一方面，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又产生了

各种各样的成果，这些成果反过来又成为档案收集的

对象之一，同时也成为新的、下一轮思想政治教育的

理论依据。陶莉认为，高校档案真实地记录了高校自

建校以来建设与发展的过程，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高校档案的文化属性使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

载体。从另一个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不断发

展，也成为促进高校文化发展的动力、高校先进文化

进一步创新的基石。因此，实现高校文化的创新也需

借助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有效途径。无论是高校档案

文化还是高校文化自身，它们的建立和创新都必须参

与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５］。戴卫义同时从

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三方面的适切性展开

高校档案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相关性［６］。

杨元芳、王琴华、高颖、贺升杰等更多的学者则以

分析档案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独特优势为基础，

提出档案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义等。贺

升杰指出，档案资源所具有的原始性、生动性、丰富

性、贴近性、借鉴性等特性，使其具有独特的思想道德

教育、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素质等诸多教育价值。档

案资源所记录的人和事都是发生在大学生身边的真

人、真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具

有说服力、吸引力、感染力，更具实效性［７］。学者高颖

还指出，高校档案是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优秀教材，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

爱校教育的优秀范本，是大学生增强荣誉感、责任感、

使命感的重要教科书［８］。岳宝德、黄居源共同撰文以

为，高校档案除了具有爱国、爱校教育功能，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功能外，还有成长教育功能和创

新精神教育功能［９］。

（三）利用档案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与

方式

根据对档案资源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

深入探讨，丁进指出要通过丰富馆藏、举办各种专题

展览、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拓展档案的思想政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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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功能的渠道和空间、加强档案编研以挖掘档案资源

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１０］。张静、戴卫义等人认为应

通过理念创新、队伍创新、平台创新、制度创新、活动

创新等来推进利用档案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张静强调，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注重说教

式、灌输式和理论式教育，面临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

困惑和困境，需要另辟蹊径，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途

径和手段，深化思想政治教育。而档案部门也应该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中有所作为［１１］。蔡小云、李

敏、杨元芳、韩成春等则针对当前利用档案资源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所存在的主要问题的详细剖析，提出了

转变思想观念、优化人员结构、拓展档案收集范围、强

化档案意识、加强制度建设等几点措施。李敏分析了

目前许多高校档案部门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还存

在的思想观念陈旧、档案资源匮乏、制度不健全等许

多不足，然后从思想观念、人员结构、教育材料、档案

意识、理论研究及制度建设等方面予以完善［１２］。客

观来看，张静、戴卫义、蔡小云、李敏、杨元芳和韩成春

等提出的这些利用档案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

径、方式、措施都比较有效。但遗憾的是，这两类研究

者都只是从档案工作角度出发，提出利用档案资源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方式、措施，片面强调了档案

工作的思想观念、人员结构及制度建设，而至于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队伍建设、制度建设、思想建设等相

关问题则没有提及。

（四）利用档案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

比较

作为各国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重要手段，国

外也存在不同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国内相比，国

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形式、方式、手段、模式、途径

等更为丰富多样，且更为隐蔽。国外并没有明确和统

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名称，日本称之为“道德教育”，

美国则以“公民教育”的面貌出现，英国谓之“政治教

育”等。尽管国外没有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和思

想政治教育学科，但各国都有行使思想政治教育职能

或目的的各类课程或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基

本与其国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巩固自己的阶级统

治，培养“合格的接班人”的教育目标相一致。就思

想政治教育的档案资源利用方面来看，外国档案部门

在发挥档案的教育功能方面具有丰富经验，重视档案

的宣传工作，通过采取建立档案博物馆、利用档案举

办展览、编制档案出版物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全面、生

动地把档案呈现在大众面前，让大家充分意识到档案

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从而树立起强烈的档案资源开发

利用意识，并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采用各种方式、

手段、措施充分利用档案。因而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

档案资源利用问题引起了一些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

希望借鉴国外有益的做法与经验，完善国内档案资源

的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工作，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的效果。

叶超群简要介绍了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况。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致力于培养具有美国“国民精

神”的“美国公民”“好公民”“合格公民”，在方式上

要求学生必须参观博物馆、白宫、旅游等社会实践活

动，参加服务社区等社会服务活动才能毕业［１３］。在

档案资源利用上，张旭撰文详细作了阐述。美国有着

扎实的档案资源利用社会化、服务化的基础，完善的

法律和制度全面强化了档案利用意识，保障了人们利

用档案资源的权利。在档案资源利用的具体方式上，

美国档案资源的收藏范围广，档案开放期限短，利用

门槛低，借助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提供档案馆内外的检

索、咨询，或出售文件副本、微复制品等现代化的

服务［１４］。

张嵘对英国的思想政治教育非常关注，并认为，

作为一个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国家，英国的道德教育

体现出显著的宗教性、隐蔽性、多样化特点。英国依

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巧妙、隐蔽地

把道德教育渗透到学生的学习、游戏等日常生活中的

每一个角落，利用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各种公共

设施，利用升国旗、唱国歌、餐桌礼仪等公共仪式开展

“从做中学”、寓教于乐的情景化的道德教育，运用现

代化的技术手段，利用丰富的实物资料进行爱国传统

教育，将各种纪念馆、纪念地、展览馆、博物馆、科技馆

等场所这些社会公共资源变成思想政治教育基

地［１５］。针对档案资源利用方面，颜川梅在《浅谈英国

高校档案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中指出，英国比较

注重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之间的

合作，强调机构之间档案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出现了

“档案信息资源中心”（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Ｈｕｂ）、“苏格兰高校

档案信息资源整合门户网”（Ｇａｔｅｗａｙｔｏ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环伦敦区档案”（ＡＩＭ２５）

等共享平台，并采取了组织社会活动、开展志愿活动

与应用社交媒体三方面促进档案信息资源开发［１６］。

罗骋谈了法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况。在极具浪

漫主义传统的法国，国家从上到下非常重视思想政治

教育，大力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地位的极端重要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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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承法国悠久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指向性

极为明确、直接，注重加强文化环境、公共环境和社会

环境三方面建设的整体协调性，建立了全民参与的教

育方式［１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的 “历史文献

的搜集、整理及利用”专题培训团专门赴法国考察了

法国历史文献（包括档案、图书、文物）管理、利用等

情况。法国政府和各类文化机构具有强烈的挖掘和

利用档案文献中的丰富社会价值的文化理念，档案馆

等公共文化机构合署向社会公众开放公共档案文献

资料，在公共文化机构内设立查借阅览中心，同时健

全相关法律制度予以保障文献档案得到充分

利用［１８］。

（五）利用档案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所存在的

主要问题

对档案资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进行分析之后，

接下来学者们就着手研究探讨当前利用档案资源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所存在的主要问题。目前，我国多数

高校利用档案资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还不够

大。一般都只局限于举办校史展览等形式，也有一些

高校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总体来说，我国高校利用档

案资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蔡小云、

李敏、杨元芳、韩成春等研究者对这些存在的问题进

行了梳理。韩成春在《高校档案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中的利用》中强调，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相关工作人员主观认识不足，档案工作者只

局限于对档案的日常管理，对思想政治教育认识不

足，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主动利用档案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意识不强；二是档案资源利用不够充

分，档案工作者由于缺乏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导致很

多具有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生动素材没有列入收集

范围，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则因对档案资源不熟悉

而无法充分挖掘其中有效信息；三是档案资源利用方

式简单，如前文所述，多数高校主要依靠校史馆举办

校史展览［１９］。与韩成春相比，蔡小云在《试论高校档

案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多探讨了一

个制度问题，并认为很多高校在制定档案业务工作和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相关管理制度时，未考虑两方面

工作的衔接，导致双方工作相互独立，各行其是［２］。

（六）利用专项类型档案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的具体探讨

当诸多研究者以宏观视角关注档案资源的思想

政治教育功能、途径、存在的问题等一般性的共性研

究主题时，也有一些学者从微观角度把研究目光投向

了某一具体类型档案资源的利用上。这类研究文献

主要集中于利用诚信档案资源和校史档案资源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

孙蕾在《多元媒介环境下诚信档案与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耦合》一文中认为，在当前社会背景下，高

校普遍存在大学生诚信缺失和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不够强等问题，因而有必要通过加强诚信教育，建立

诚信档案、规范日常行为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孙蕾随后探讨了建立诚信档案的四个作用和建立诚

信档案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联性，以此为

基础，阐述了建立诚信档案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

互促进的三个措施［２０］。左冰则分析了诚信档案系统

平台建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他通

过叙述大学生诚信档案的主要内容，探索大学生诚信

档案系统平台的运行模式，达到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方式与途径的目的［２１］。应该说，在当前人们诚

信意识淡薄，并存在一定程度的诚信行为缺失的环境

下，强化大学生诚信教育并规范大学生日常行为就显

得非常有必要了。这些探讨诚信档案的研究文献具

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作为集中反映高校历史发展情况的校史档案，是

一种具有特殊性的档案资源。刘朝文、李世珍、孙?、

许萍、李四维等学者对校史档案资源作了探讨。他们

认为校史档案除了具有一般档案资源所具有的思想

政治教育功能之外，还具有见证校史、教化育人、服务

科研和管理等功能。对于如何利用校史档案资源问

题，学者们还提出了编研校史资料、建立校史馆等方

式。王燕简要概述了高校校史档案管理的主要内容

后，重点探讨了校史档案管理的主要作用及其开发利

用方略。她认为校史档案记载了学校发展过程中教

学、育人、科研、社会服务等诸多方面的工作，因而具

有诸多重要功能，建议从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校史编

研工作、开发校史任务档案、提供多渠道的校史信息

服务、建设富有特色的校史馆等四方面对校史档案进

行开发利用［２２］。刘朝文以高校档案资源开发为校史

教育服务的必要性为突破口，提出了独到的高校档案

资源为校史教育服务的五个开发原则，即缜密考证档

案史料原则、符合培育与践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原则、特色化原则、全面效益原则和安全原则［２３］。

仔细把这些观点与前文宏观探讨档案资源利用文献

的观点相比较，笔者以为刘朝文、李世珍、孙?、许萍、

李四维等学者提出的观点与前文宏观分析利用档案

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观点大同小异，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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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学者们没有深入利用校史档案资源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的具体工作实践，无法把握校史档案资源的特殊

属性，导致对校史档案资源的分析与对档案资源的分

析大致相似，缺乏精准的解释力，理论深度不够。另

有一些研究者虽没有明确提出校史教育档案资源的

概念或观点，但在专门论述校史教育和校史馆建设等

相关问题的过程中实质性地论及了校史教育档案资

源利用的问题，这类研究者以叶菊珍、郑勇、刘青等人

为代表。叶菊珍和吴亚梅先具体阐述如何加强校史

物质载体建设，专门分析学校校史馆的硬件和软件建

设，认为可以采用参观校史展览馆、充分发挥校友的

独特作用、支持学生党（社）团开展校史教育活动［２４］。

池秀梅则另辟蹊径，从心理学视角探讨校史教育的问

题，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她提出可运用心理定

势、从众心理、培养认同心理等方式来开展校史教育

的独到见解［２５］。

三、研究存在的问题

总的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档案资源利用问题研

究到今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我国在该领域的

实践与理论研究起步较晚，难免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之处，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从研究视角来看，现有研究文献大多是从档

案视角来分析，而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角度探讨思想

政治教育档案资源利用的文章不多。思想政治教育

档案资源利用问题是多个学科交叉融合的问题，涉及

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等多个相关

学科，因而必须全面融合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学、情报

学和档案学等多个相关学科，来全面看待思想政治教

育的档案资源利用问题。研究视角的缺失必然导致

研究结果不够科学、全面、客观、系统。

二是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文献多是简单的就事

论事，泛泛而谈，缺乏应有的思想高度与深度。思想

政治教育档案资源利用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

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档案资源利用问题的表象虽然

简单，但其背后却是复杂的历史、文化、哲学和政治意

识形态等问题。一方面，只有站在历史的立场上，采

用哲学的思维，从文化、哲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等学科

角度辩证地看待思想政治教育档案资源利用的问题，

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问题的根源所在，达到以

理服人。另一方面，结合实际案例，展开实证调查，用

数据和事实说话的文献也不多，这导致了研究的结论

缺乏说服力。思想政治教育档案资源利用问题既是

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际操作的问题，需要人们

广泛而深入地实践执行，因而更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

档案资源利用展开科学、全面、客观的实际调查，才能

具有说服力。

三是从研究内容来看，现有文献多是站在当时的

时代背景下就思想政治教育的档案资源利用的某一

方面展开具体论述，很少就思想政治教育的档案资源

利用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

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全球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一个

新阶段。处于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档案资源利

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

此，如何适应新形势，紧抓机遇，解决新形势下遇到的

各种新问题，充分开发利用思想政治教育档案资源，

便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档案资源

利用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涉及高校内部多个部

门和人员，甚至还需校外的档案馆等机构协同，因而

必须坚持以系统的眼光，以整体性、综合性和最优化

的思路，从多方面的动态联系中努力探索档案资源开

发利用和思想政治教育相互联结，共同发展，全面繁

荣的建设路径。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这

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今后思想政治教育档案资源利

用实践的进展与理论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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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ｗａｙｓｏｆ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ｍａｎｙ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ｌａｕｎｃｈｅｄａｎｉｎ
－ｄｅｐｔｈｓｔｕｄｙｏｎｈｏｗｔｏｕｓｅａｒｃｈｉｖ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ｆｉｌｅ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ｒ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ｅｔｃ，ａｎｄ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ｌｏｔｏｆ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ｃｈｉｖ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ｃｈｏｏ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ｕｔｉｌｉｚ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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