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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路径之一即要求全面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需要从小抓起，从学
校抓起，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为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
初中生的成长有重要意义，是初中生人生成长的指引路标。要
求全面贯穿于基础教育，落实到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努力培
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初中的历史与
社会课程作为一门基础的人文学科，肩负着正确传播历史文化的
重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在日常的教学中，可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使学生学会用相对客观的视角看
待历史的发展与当下的时代变化。

1  了解中国古代史，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古老历史的民族，中国古代史也是历史

悠久和高度文明的历史，通过历史的积淀和传承，爱国主义精
神得到了持久的弘扬。社会历史的发展，突出展示了中华民族
的智慧结晶，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我国劳动人民对
世界的贡献，其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在初中历史教学中，
教师要以中国古代富有突出贡献的历史文物为教学出发点，激发
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达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在教学七年
级历史《我国境内的原始人类》时，教师可以通过古代文明的
优先性教育来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如教师可以北京人的头盖骨模
型为教学切入点，让学生仔细观察和分析，掌握北京人的生活
特点和文明。作为我国境内的原始人类，北京人已经学会了用
火和打猎，甚至有了爱美心和羞耻心，逐步提升了我国古代文
明的发展。另外，在我国古代文学中涌现出了许多教育大家，
他们的爱国情怀值得每一个人学习，这是我国历史得以长久发展
的不竭动力。

2  在教育目标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首先需要明确教学目标的在教学活动中的核心指导作用，而

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渗透我国历史文化与爱
国主义精神的过程，由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教学目标深
度融合，具体的教学目标应该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
求，例如通过我国历史传统文化的讲授，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历史
案例，将“爱国”“富强”“敬业”等核心价值观融入，培养学生
对我国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再如，通过对世界
历史与我国近代历史的讲述，需要将“平等”“民主”“自由”价
值观渗透其中，让学生深刻地感知到现在自由民主平等的中国现
实是来之不易的，同时，需要他们也如各国的革命先辈一般用生
命去捍卫。

3  联系时事――激发学习兴趣
历史故事曲折动人，但是终究离学生还有一定距离，如果

教师一味按照教学大纲推进教学进度，学生就有可能失去学习历
史的兴趣，进而导致渗透其中的爱国主义教育无法有效进行。教
师需要充分借助社会热点话题进行课堂导入，让学生好学、乐学，
进而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爱国主义教育的渗透。例如，在讲授“鸦
片战争”“虎门销烟”的内容时，教师借助近几年明星吸毒事件导
入课堂，让学生认识到毒品的危害，并与教师剖析鸦片战争的背
景、原因、发展和结果。在整个单元的学习中，学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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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性增强，学习效率明显提高。为了深化课堂教学成果，教
师可以进一步强化学生的爱国之情，在单元结束时播放李小龙主
演的电影《精武门》的片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国家迅速发展的相关视频。学生在这样的教学活动中能够体会到
祖国在近代受到的屈辱，观察到祖国在现代的崛起，在强烈的
情感震撼中完成近代史的学习，同时形成爱国思想。

4  在教学延伸上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由于近年来对素质教学的提倡，延展课堂教学内容，丰富

学生课余精神文化生活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而初中历史与社会本
身具有内容丰富外延广泛的特点，教师应该充分把握这一特点，
将课堂内容与延展内容相结合，结合学生好奇心和兴趣点，在
现有的知识架构的基础上，为学生补充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
如组织参观历史博物馆、开展中外历史文化讲座、组织历史故
事比赛及辩论赛等，不仅让学生更好地吸收和掌握课堂知识，
同时，在学生参与各种活动的过程中不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扩大学生的格局和视野，同时，理解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
基本道德要求，提升学生个人的综合社会公民素质与荣誉感。

5  开展历史综合社会实践活动
历史学科的学习资源不仅包括教科书和相关书籍，还有丰富

的文物、遗址、古迹等课外资源。教师可以调动各种社会因
素，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充分融人历史课外实践活动
中，增强学生学史的参与感，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爱国意识的培
养。如配合学校学生处、团委等，结合传统节日和纪念日进行
专题教育活动（比如纪念“五四”“一二·九”、南京大屠
杀国家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等），带领学生参观博物馆、烈士陵
园、纪念馆等，使爱国主义教育的范围更广泛，内容更充实，形
式更多样。以绍兴市综合社会实践活动为例，依托绍兴地方资源
优势，结合《我是绍兴人》乡土教材，我们学校组织全体初一学
生去当地米果果农业基地实地参观，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组织
全体初二学生去当地科技馆参观学习，了解当今科技创新的重要
性，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组织初三毕业班学生进行
生涯规划进而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内涵的理解。

6  结束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国

家、社会、个人层面给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方向，对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名历史教师，我
将在今后的教学中继续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落地途径
和有效策略，充分利用历史课堂教学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并为培养社会主义新时期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一代新人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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