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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红色基因传承弘扬，并不断强调红色基因的精

神传承作用。“老延大”新闻班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

个大学新闻专业，由于其建立的时期与地域特殊性，“老延

大”新闻教育从不同方面都充分展现了延安精神的红色基因，

因此本文在分析“老延大”新闻班的历史沿革的过程中，探

究出高校从四个方面来传承红色基因，如涵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凝聚价值共识、融合思政思想，强化红色基因传承

力度、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发挥红色育人传统、革新教育方

法，利用地域红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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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延大”新闻班的历史沿革

老延大新闻班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大学新闻专

业，老延大新闻班是对红色新闻教育以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教育历史流变之中的一段

辉煌里程的如实刻录，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因应当下、面

向未来的可借助的宝贵的历史参考与历史法则。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教育向正规化的重要时期，



也是中国共产党新文教育发展史中的关键时期。面对当时复

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结合陕甘宁边区的实际，中国共产党因

地适宜、因时制宜探索新闻教育的方式与方法，通过各种方

式全面推进新闻教育，同时提升了陕甘宁边区群众的媒介素

养。

老延大新闻班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回望老

延大新闻班的创建，便要从 1937 年的陕北公学开始说起。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人才短缺的问题逐渐浮现，彼时延安

只有两所学校，远不能适应战时的需要，因此陕北公学应运

而生，其办学宗旨为：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在此

后的四年里，陕北公学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培养抗战

干部的重要基地，共为抗日战争培养了万余名抗战干部，“中

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陕公代表着全中国的统一战线，

是中国进步的一幅缩图。”

1939 年 7 月 20 日，中国女子大学正式开学，这是中国

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一所专为培养女干部开设的

大学，其校训为：紧张的学习、艰苦的生活、高尚的道德、

互助的作风。女大的课程丰富，不仅包括政治课，同时还开

有选修课，如新闻速记、会计、外语、医药等职业课程。其

中新闻速记大概可以算成延大新闻班建立的前身与铺垫。

1940 年，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在安吴堡青训班的基础之上

成立了，这是为抗战需要建立的培养青年干部、发展抗日力



量的训练班。学校的课程分为政治课、业务课、文化课和军

事课四类，根据各班的教学任务的不同和学员文化程度的高

低，开设的课程也有差别。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规模不是很

大，但通过建立分校的方式，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将青年运动

的种子播向了全国。

1941 年，延安的干部培养教育发生了由短期培训向正规

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中共中央决定以陕北公学、中

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三校合并成为延安大学。这

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教育史上第一所综合性正规大学。随后，

1943——1944 年两年间，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延安大学、

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

行政学院先后合并，名称仍为延安大学，此时的延安大学为

“八校合一”的延安大学。

在未合并之前，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开设新闻学选修课

程，此后在 1944 年西北局决定开展边区文化建设，因此延

大鲁艺举办了新闻培训班，从各分区共调 50 人进延大学习

新闻事业，培养各地新闻通讯工作干部。李敷仁校长由于有

着“教师加报人”的特殊经历，因此他深知新闻的重要性，

这便使他做出了在延安大学设立新闻专业的决策。因此 1946

年 12 月，延安大学增设新闻班并招生的启事在《解放日报》

中刊登，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大学新闻专业。在经

历一年多的“野战大学”经历，延安大学 1948 年 7 月回到



清凉山，在文艺系下设新闻班，这标志着教育走向正规化。

随着 1949 年西安解放，延大新闻班停办，但在这办学的几

年里，延大新闻班共培养了二百多名学员，大部分学员被分

配到新闻单位工作，为战时新闻宣传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9 年 5 月 20 日西安解放，5 月 23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

发布指令，延安大学改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迁往西安。1953

年的西北政法干部学校、西安政法学院以及 10 年后的 1959

年，由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几经更名而成立的西北政法学院设

立了本科层次的新闻专业，这是西北地区最早的新闻专业之

一，学校于 2006 年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新

闻专业以及新闻传播学院这是老延大新闻班的薪火相传。

延安大学新闻班是中国共产党大学新闻教育的起点，从

延安大学新闻班出发，陆续有了中国人民大学、西北政法大

学等众多红色新闻教育的遍地开花，造就了今天新闻传播教

育百花齐放、繁荣兴旺的可喜局面。

二、“老延大”新闻班对于现代新闻教育的现实意义

延安时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相关理论成果形成

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党性原则、群众性原则、组

织性原则、战斗性原则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并延续至今，

对于现在的新闻传播工作有着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这一时

期的新闻宣传实践，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

对新闻宣传工作进行富有创造力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



结果。

老延大新闻班作为中国产党新闻高等教育的开端，其所

践行的教育思想是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理

论成果在新闻教育中的创造性运用与突破性创新。历史实践

证明，老延大新闻班所实行的的新闻教育模式赋予了新闻教

育强大的生命力，让党的新闻高等教育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听党指挥的优秀红色基因。同时推动了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进程，也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方式，成为新闻高等教育的源

头活水。老延大新闻教育自始至终牢记使命初心，在革命战

争年代和新时期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靠得住、用得上的

新闻舆论人才，对于现代的新闻教育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老延大”新闻教育对当代高校传承红色基因的启示

一是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价值共识。习近平

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办好我国

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效工作的领

导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因此高校在

教育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积极引导教育，在教育的过程中充分融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正确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将红色基因与新时代充分结合，不断

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树立高校学生红色基因文



化自信，使学生凝聚价值共识，从而更加主动的贯彻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良好的红色基因教育氛围。

二是融合思政思想，强化红色基因传承力度。在日常生

活中融合思政思想也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方式。日常生活

是大学生生活的场所，最基本的空间，更是红色基因被认知

和实践的重要场所，因此要以学生生活作为传承红色基因的

起点，这就要使学生形成“传承”的生活习惯，实现红色基

因的“生活化”转换。例如，举办红色文化节、在校园里张

贴红色文化标语、在食堂设置忆苦思甜饭、组织重走长征路

活动等。总之以生活中的各个环节为切入点，增强红色基因

在大学生生活中的曝光度，以此引起其重视。传承红色基因

需要在学生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体现与贯彻，在生活中强化红

色基因传承力度，这样才可以使红色基因拥有更加强大的生

命力和影响力，增强大学生对于红色基因的认同。

三是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发挥红色育人传统。完善人才

培养方案即在原有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加入以德育人、锤炼时

代新人的方案。通过将红色文化根植于课堂、根植于生活的

方式，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多元的文化中既

要汲取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更要理智、辩证的去面对消极

懈怠的价值观念，推进红色文化进入校园，积极营造红色基

因传承氛围。以此同时，高校政治课教师也是传承红色基因

的主力军，加强教师的政治立场，培养一支具有坚定的马克



思主义信仰的教师队伍也是必不可少的。在红色育人培养过

程中，进一步强化高校教师在传承红色基因方面的主导型和

创造性。

四是革新教育方法，利用地域红色资源。从我国的历史

发展进程来看，我国有着非常丰富的红色资源，因此高校可

以利用地域的红色资源来使学生充分了解红色基因并传承。

在教育过程中，除了传统的教育方式与理念，教师应构建大

思政格局，打破传统的教育方式，根据学生以及课程的特点

采取多种教育方式，提升课堂的乐趣。以西北政法大学为例，

我校的的前身即为陕北公学，陕北公学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延安也成为了历史悠久、红色文化丰富

的城市。因此高校要与富有特色的红色资源结合起来，可以

在该地建立实践基地，定期组织学生参观学习。不仅可以使

学生了解学校的历史，更可以让学生亲身体验到红色文化以

及延安精神，不仅增强了学生的亲身体验的感受，同时更能

达到传承红色基因的良好效果，使红色基因与时俱进。

四、结语

红色基因是我党在夺取政权、实现民族独立解放过程中

所形成的宝贵的革命成果，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精

神内核和非凡特质，是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

践进程中凝华的先进思想因子结晶，同时也是以物质、精神

和制度等形态所呈现出来的红色文化精髓，更是马克思主义



信仰、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精神代代相传所不可或缺的遗传

密码。因此，以“老延大”新闻班的教育特点总结出其对当

代高校传承红色基因的启示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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