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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教育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落地
努尔古丽·吾布力喀斯木

（新疆巴楚县第一中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 巴楚 843800）

摘要：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华夏儿女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柱。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如何科学实

施家国情怀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培养其历史素养、家国情怀观念，成为教师推动历史课程改革的重要问题。通过实施家国

情怀教育，教师能够充分利用历史教材内容，提炼“家国情怀”主题元素，创新历史课堂教学组织形式，让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同时，

获得深刻而浓厚的情感体验，培养学生爱家、爱民族、爱祖国的情怀。本文阐述在高中历史课堂中实施“家国情怀”教育的重要性，分析“家

国情怀”教育渗透现状，探讨有效落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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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教材是一部记载民族精神、家国主义的史册，浓缩

了大量爱家、爱民族、爱祖国的事迹，对当代高中生是一笔巨大

精神财富。从本质上看，家国情怀不仅是个体对家庭、民族和祖

国的深情大爱，还是对民族和国家抱有的一种责任感、归属感、

认同感和使命感。高中生处于价值观塑造的黄金时期，这就要求

教师注重学生思想观念和情感态度的发展，利用历史课程的人文

育人属性，实施家国情怀教育。

一、在高中历史课堂中实施“家国情怀”教育的重要性

（一）增强学生文化自信心

长期的历史发展生成了大量历史事件，历史事件中包含各种

人物，以及情感，家国情怀教育与历史教学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通过实施家国情怀教育，教师能够兼顾历史教学的整体性与独立

性，在梳理各阶段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结合细小的历史史实，

引导学生感悟历史文化内涵，带领其了解中华民族生命力和伟大

成就，使学生对民族成就、文化产生骄傲与自豪之情，从而增强

其民族认同感与文化自信心。

（二）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念

学生全面发展不仅体现在知识和能力层面，还包括身心协调

与价值观念，这就需要教师改变日常教学观念，在注重学生学习

成绩的同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通过实施家国情怀教育，

教师能够详细解读历史知识点，充分发掘历史事件中爱国民族主

义元素，将历史知识教学与家国情怀教育结合起来，既能够锻炼

学生历史感知、学习能力，又能激励其向优秀先辈学习，塑造良

好价值观，形成良好行为习惯与道德品质。

（三）促进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

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需要一代代拥有家国情怀的华夏儿女前

赴后继，在新时代下，全国人民需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将个人

价值与社会价值结合起来，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通过实施家国

情怀教育，教师能够主动发挥历史学科的人文育人价值，利用学

科中的优质教学资源，采用多样化、趣味化的方式，解读家国情怀，

让学生树立起爱国、爱民族、爱家乡的观念，使其在历史榜样和

事件的激励下，主动践行个人理想信念，努力学习和奋斗，在将

来为家乡与国家建设、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二、“家国情怀”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渗透现状

（一）家国情怀教育资源开发不足

优质教育资源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关键。在渗透家国情怀

的过程中，若教师不能充分开发家国情怀教育资源，就无法真正

触动学生情感，增强其情感体验。但是，在当前高中历史教学中，

部分教师将重点放在学生成绩上，更多地围绕历史脉络、历史事

件、历史知识，设计讲授式教学活动，受教学时间和精力的限制，

不能深入开发家国情怀教育资源。在具体体现上，部分教师只是

按部就班地解析知识点，让学生分析历史知识的意义和价值，难

以真正从情感层面，培养学生家国情怀。

（二）教学过程鲜少体现家国情怀

由于高中生即将面临高考，学习时间十分紧迫，所以，在高

中历史教学环节，部分教师更关注学生能否记住、理解知识点，

对学生道德品质、思想态度方面的发展不够重视，使家国情怀教

育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同时，在开展教学评价活动时，受历史教

学目标的影响，部分教师过于关注学生历史成绩，未能充分注重

历史课堂过程性评价，了解学生家国情怀培养情况。尽管有教师

会围绕家国情怀设定教学目标，但为追求课程教学进度，达成历

史教学目标，难以透彻地讲解家国情怀，较少在课堂中设计家国

情怀的主题活动。

（三）教师采用教学方法单一

要想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递文化情怀和情感，教师需要采

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使其以主动状态，

了解历史事件包含的文化内涵，感受家国情怀的价值所在。但是，

在当前高中历史课堂中，为让学生迅速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部

分教师直接采用讲授 + 背诵的教学方式，在简单讲解和强调重点

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背诵和记忆重点内容。在传授式课堂中，学

生理解和学习知识的方式较为被动，缺乏深入思考和探究的时间，

难以实现高效学习。同时，在课堂活动中，部分教师未能充分尊

重学生主体性地位，不了解学生了解历史、交流历史、探究历史

的需要，使教学方法缺乏针对性，学生更多时间处于聆听和记笔

记状态，不能真正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对家国情怀的体悟不强。

此外，由于教师设定的历史教学活动过于程式化，对高中生缺乏

吸引力，很难带领其感悟知识背后的家国故事与家国情怀。

三、“家国情怀”在高中历史教学课堂教学中的落地

（一）发掘家国情怀素材，丰富历史教育载体

我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历史长河中出现需要优秀

民族文化与文明成果，这些均为先辈的文明和智慧结晶。在设计

历史课程教学目标时，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了解历史，还应以教

材为基础，从纵横维度，发掘和延伸家国情怀教育内容，激发学

生了解家国故事的兴趣。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中，中华文化与世

界文化相互交融，在融合中走向辉煌，教师可从中华文化对世界

文化的影响角度入手，挖掘中国汉字、思想意识、社会组织、物

质文明等方面的资源，引导学生探究中华文化对欧洲文化发展和

转型的意义。以“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为例，教师可介绍我国

古代造纸术、印刷术，引导学生分析两种技术对世界印刷书、欧

洲与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



192

Vol. 4 No. 12 2022

Education Forum

教育前沿

同时，教师可挖掘和利用现代文化与科技成就，转化为家国情怀

的资源，让学生对比古今成就，感受我国艰难的发展历程，激发

其爱国斗志和情感。在讲解“新科技革命与现代社会发展”时，

教师可让学生通过查阅史料、互联网新闻、图书资料，搜集生物、

航天、农业等方面爱国情怀素材，了解这些领域发展背后的故事，

增强其民族自信心和使命感。

（二）讲好历史文化故事，渲染爱国情感氛围

历史讲述法是常见的教学形式，为深度渗透家国情怀教育，

教师应合理讲授历史文化故事，运用富有情感的教学语言，打造

具有感染力的历史课堂，让历史故事深入学生内心，使久远、枯

燥的文字更加鲜活生动，增强其历史体验感。首先，运用生动语言，

培养家国意识。在讲述国土受外来侵袭的内容时，教师应运用深

沉、难过和痛心的教学语言，让学生感受到祖国母亲的屈辱，激

发其爱国、爱民族热情。在叙述新中国成立内容时，教师应联系

新中国建立前为艰难困苦，将骄傲、激动的情感融入教学语言中，

让学生感受祖国母亲迎来新面貌的来之不易，增强其对家国情怀

的感悟。其次，注重师生互动，渲染爱国交流氛围。为改变学生

对传统历史课堂的认知，教师应在讲授历史故事的同时，通过加

强师生对话和互动，以思想交流带动情感体验，让学生带着热情

去迎接问题，使其自觉地发掘家国情怀的内涵。例如，在讲解“辛

亥革命”内容时，教师可运用声情并茂的语言，精彩讲解林觉民

的《与妻书》，以及这名爱国志士的生平经历，让学生们发出“没

有国哪有家”的感叹，营造充满爱国激情的历史课堂氛围，合理

地渗透家国情怀。此外，除了增强互动和问答，教师也将历史故

事讲解任务交给学生，让学生提前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将个人

爱国激情和家国情怀带入到课堂中，生动地向大家讲解历史文化

故事，让更多学生积极体验家国情怀。

（三）导入视频影像资料，辩论人物家国情怀

历史属于人文类学科，具有极强的记录属性，历史知识往往

以平面化的方式呈现，难以给学生带来立体化的体验。为激发学

生直接学习兴趣，教师应紧跟信息化教学改革趋势，通过积极了

解和关注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影视剧，运用信息化手段，剪辑、

制作和优化历史影像资料，以立体化的形式呈现历史情境。借助

多样化的视频影像资源，教师可设计家国情怀方面的议题，让学

生联系主题情境，分析和解决生活中的问题，通过参考历史现象，

学会做一名合格的华夏儿女、理性冷静的中国公民。例如，在讲

解“秦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时，教师可提前准备爱国歌曲、

图片数据、影视作品，将立体化资料与历史教学结合起来，让学

生从客观角度接受家国情怀教育。在课堂中，教师可呈现纪录片

《大秦帝国之崛起》和电视剧《大秦赋》片段，让学生了解大周

王朝后七国争霸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嬴政扫六合大一统的胸怀，

以及开创天下大统归一的历史先河，引出议题：“从秦始皇的一生，

哪里可以看到他的家国情怀？”。在有血有肉的视频人物的刺激下，

学生能够根据短剧视频，激烈辩论主人公嬴政在争霸战乱中的家

国大义，让天下万民从水火之中解脱，真正走向天下太平无战事

的之举，自觉以人物为榜样，将家国情怀融入个人理想与行动实

践中。

（四）围绕家国情怀主题，开展多元实践活动

在开展历史探究活动的同时，教师可结合教学内容，开展家

国情怀主题的时间活动，让学生以切身体验的方式，思考历史人

物或历史事件中的家国情怀。首先，设计开放性实践活动，教师

可让学生去往文旅单位、运用互联网，搜集历史知识的相关材料，

以历史知识为切入点，以撰写文章的方式，描述相关人物、历史

事件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使其主动运用身边的资源，走近、

分析和思考历史知识，感悟家国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家国情怀

入脑入心。其次，组织历史剧表演活动。教师可引导学生组建历

史剧表演队伍，让大家利用每个月或每个星期的课外时间，准备

还原某个历史事迹。其中，每个扮演者需要研究历史人物的性格、

生平、角色特点，在准备和演绎环节梳理历史脉络，感受历史实

践带来的快乐，在亲身体验、学习和实践中，形成浓厚的家国情

怀。此外，教师可将课内外教学结合起来，带领学生参观纪念馆、

博物馆，重走历史人物道路，产生对先辈人物的钦佩之情，从而

生成爱国情怀。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将“家国情怀”教育融入高中历史课堂，关乎学

生历史情感态度、家国主义精神发展。因此，教师应发挥历史教材、

史料及资源的作用，通过大力渗透家国情怀教育，深入挖掘爱家

爱国素材，设计多元化的历史体验、探究和辩论活动，激发学生

爱家、爱民族和爱祖国的血脉基因，唤醒其奋斗热情，并利用多

元实践活动，引导学生正视历史、尊重历史，更好地培养学生价

值观和家国情怀，促进其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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