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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高中历史教学中如何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蒋亚平 

（陕西省武功县综合高中  陕西省咸阳市  712200） 

 
摘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把它作为提升国民素质的基本

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指明了今后政治思想道德工作的基

本方向及基本准则。也就是要求：在国民教育的全部环节过程中，应高

度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中学历史教学中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渗透到各个学生各个年龄阶段，让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同时，

把握正确的方向，以提升自我健康的人格，以提升爱国主义情感为社会

作出有益的贡献。而高中历史教学是完善自我道德情操的 佳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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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历史教学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必要性 
在当前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学校更偏向于应试知识的传授，

而忽略了高中生情感的培养，使得当代中学生大多具有反抗意
识，不愿接受主流思想的引导。在加上互联网时代大众媒体的诱
导，对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形式造成了冲击，使得当代高中生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缺失。 

当代青少年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的成长
关系着他们自身的发展，更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未来。因
此对青年学生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显得尤为必要。历
史中既有许多爱国主义事迹，也有许多追求民主法治的篇章，更
有诚信友善的先贤榜样。因此，教师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充分挖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因素，通过引导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学
习，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进而养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非常必要而且也切实可行的。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策略 
《教育指导纲要》强调指出“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融入到中小学教育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那么，如何在高中
历史教学中贯彻这一教学方针呢？下面仅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1、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历史教学目标中。《普通高
中历史课程标准》的培养目标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
的，也是历史教学的方向，因此，在进行教学三维目标的设计，
尤其是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设计的时候，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目标设计，作为教学达成的重要指向。教师要深入挖掘
教材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联的知识点，善于通过精心设
计进行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渗透教育。因为只有将其融入历史
教学目标中，在随后的教学内容、教学过程中才会有针对性地考
虑如何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历史教学内容中。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可概括为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国家层面指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指“自由、平等、公正、
法治”；个人层面指“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国家、社会、
个人这三个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
与弘扬，是人类历史文明的时代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历史的使命、责任，它要求要从小抓起，要从各个层面抓起，
齐头并进，才能取得显著成效。 在教学中，我发现单纯的理论
说教往往苍白而无力，而依托教材大量史实的学习为基础，核心
价值体系的挖掘和引导往往水到而渠成，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教
材是肉体，思想是灵魂，而对于历史学科，则更具优势。如必修
三，《百家争鸣》我讲墨儒道法的博大精深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必修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我讲中国对世界经
济的贡献，GDP 居世界第二位，渗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的教育，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而价值体系的教学往往不知不觉
中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在《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
主义的曲折发展》这一单元中，向学生介绍近代中国工业兴起，
维新变法、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三民主义、五四运动等历
史事件的过程中，有目的意识向学生渗透追求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民主、文明、富强、和谐的价值取向，引导学生认识到在外患内
忧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大批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
继，其理想之一就有建造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建设一个和
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比如通过对古代希腊罗马政治制度、近代
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新中国民主政治的曲折发展历程的学
习，学生可以深刻理解民主和法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
而更加坚定学生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增强对依法治国建设道路的
信心。历史是活生生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及其活动的舞台。
历史不是枯燥无味的，是 能引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知之者不
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关键在于的教师的挖掘与激发。
我平时就注意穿插些教材以外的东西，以使人物丰满起来，使历
史鲜活起来，使学生在不知不觉受到熏陶。 

3、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历史课外活动中。历史课
程资源来源不仅包括教材、教学设备、图书馆，其实还拥有其他
学科所不能比拟的丰富课外来源，比如博物馆、历史遗址、历史
文物等物质资源。因此教师要善于广泛挖掘，充分利用课外资源，
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历史课外
活动中。比如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我们可以进行红色之旅，
考察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新四军抗战纪念馆;也可以访问抗日老
八路，开展口述历史的寻访工作;还可以举行历史专题小报展、
经典影片回放、述说家乡历史等活动，从而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
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熏陶。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的家园。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精髓。而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们做为历史教师，
有义务有责任在他们的心里树立起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理想。相信
在我们课堂教材的学习中，在故事情景的熏陶中，在无私付出的
关爱中，新时代的民族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思想定能如春
风化雨，滋润我们新时代青少年的心田，使之健康茁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