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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初中的历史教学过程中，开展家国情怀的相关教育，是

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也能增强我国人民对国

家的认可度。然而，历史学科在培育人们的家国情怀工作中有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加强培养学生们的家

国情怀，能够有效提升我国初中生们的综合素养。

1　初中历史教学中开展家国情怀教育的价值

家国情怀是从家庭与国家双方面的利益出发的，家庭应当为

国家的利益做出贡献，一个家庭的存亡取决于国家的兴衰，所

以，每个人都应当建立起具有家国情怀的意识。鉴于我国的历

史发展进程，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使得我国可以更繁荣的发

展。而初中的历史课堂教学，不仅仅要让学生了解我国的历史发

展进程，同时也要求初中生们具有良好的历史价值观，教师们更

应当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加强学生的家国情怀的培养，以实现育

人为本的新课程教育理念。初中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不是

一朝一夕的，而是在长期的熏陶下，逐渐形成历史情感，从而铸

造其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其能够顺应时代的快速发展[1]。

2　初中历史教学中开展家国情怀的路径

2.1提升教师的专业文化素养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作为学生强有力的引导者，必须有

很强的历史知识储备，同样也是对学生开展家国情怀教育的根本

因素。历史学科中的知识较为零散，但是也具有连贯性，这就要

求初中历史教师的阅读量要大，对历史知识能够准确并熟练掌握，

这样才能更好的对学生施教。另外，教师也要具有对历史事件独

特的见解，以便于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了解每个

学生的特性，以合理制定教学计划，有效完成家国情怀教育目标。

在历史事件中，所谓的家国情怀其实就是相关历史人物根据自身

生平的一些经历创作出来的历史诗作，为其生命进程作出了完美

的诠释。在家国情怀教育教学过程中，历史人物可以作为重要素

材对学生开展教学，而我国的近代史可以为该教育教学提供基础

性条件。比如在《戊戌变法》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袁世凯、

康有为等人物作为教学主导目标，为学生介绍相关的历史背景，

让学生对我国在当时的处境下所面临的困难有所了解，同时，多

利用多媒体资源进行教学，让学生自动走入到教学计划中来。要

想激起学生的爱国主义，教师可以多利用历史人物的事件来熏陶

学生，使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得以升华。

2.2对教学资源深度挖掘

我国多媒体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初中生们也更倾向于利用信

息技术来获取他们想要知道的信息，虽然部分学生沉迷于此，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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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有很多学生愿意用这种渠道去获取更多的课外历史知识，这

也使得在家国情怀的教育过程中，教学内容得以丰富，教学的

主题也逐渐多样化。另外，初中历史教师们也要对自身的知识

加以强化，多阅读历史文案，掌握更多的历史知识，使得自身

的知识领域得以扩展，才能制定出合理的教学计划对学生传授更

多的历史知识要点[2]。同时，教师们应当对自身的语言表达能

力加以着重强化，使得学生在听讲过程中，能够很容易的理解

教师的语言，也让语言更加有渲染力，带领学生走入历史的知

识海洋，以促使学生们学到更多的历史知识，无形之中，产生

家国情怀。

2.3教学模式多元化

每个地区都建有一座历史博览馆，里面的文物记载了各种各

样的历史事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应当注重课堂教学模式的

多元化发展，使得学生在学习时不会感觉到学习历史知识的枯燥

乏味，从最大限度上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在课堂上，教师

可以通过多媒体教学方式，为学生播放相关历史文物的图片及详

细介绍，让学生对该文物的历史产出背景，以及涉及的历史事件

有所了解，自然而然的丰富教学内容。

2.4开展课后教学活动，让学生切身体验家国情怀

初中历史科目的教材中，有很多课后的教学活动，教师可以

对课本教材加以利用，布置一些课后教学活动。在课后的教学活

动中，能够促进学生更主动的了解历史知识，同时也能让学生切

身体会到什么是家国情怀。比如在八年级上册的26课后，有一节

活动课是《考察近代历史遗迹》，利用该活动，让学生更直观的体

会到家国情怀的伟大性，以及家国情怀对自身和国家的重大意义。

此外，各院校会在清明节期间，组织学生进行扫墓活动，通过该

种方式，促进学生们对烈士们的尊敬之情，同时也体会烈士们为

国献身的伟大之处，从而激发出学生内心的爱国主义，培养其坚

持不懈的良好精神品质，继而有效提升其家国情怀的教育效率。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的历史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通

过教学方式多样化，多利用各种资源对学生进行家国情怀的教

育工作，促使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全面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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