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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进步，西方文

化思想流传到中国大地，并给我国传统文化造成一定冲

击与影响，然而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与弘扬，将是教学

工作者重点工作方向与目标。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融入家

国情怀教育，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实现传统文化与思

想的弘扬与继承，促进自身文化素养的形成与培养，有

利于学生民族自豪感与责任感的塑造。1

一、高中历史教学中家国情怀教育作用分析

（一）促进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家国情怀教育主要教学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爱国

情怀与家庭团结观念，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三观。

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学生思想方向的引导与指

导，让学生从唯物主义角度去分析问题，思考人与人、

人与社会以及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在分析与观察历史

发展规律时，学生会体会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性与必然性，从而体现出当今国家社会的和谐、平等与

公平，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基础保障。

（二）促进德育教育工作开展

德育是提高学生品德素养的关键因素，在学生全面

发展中，肩负着重要职责。其实家国情怀归属于德育教

育的范畴内，对个人与家庭来说都十分重要。教师首先

会采用以小见大的教学模式，先对个人与家庭展开系统

教育，激发学生对家庭生活的热爱之情，然后承担自己

对应的责任。其次，个人和国家教学层面，通过系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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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与影响，提升学生对国家的热爱之情，学会奉献精神。

将家国情怀教育与德育教育融合在一起，才会在未来发

展中，为国家与社会贡献力量。

（三）促进唯物史观的形成

唯物史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注重历史事件解读与

分析，而产生的观点。家国情怀主要分为家庭与国家，

其实就是培养学生对国家的认知感，然后从历史监测者

的角度出发，去学习中国历史，实现对历史发展现象的

深刻认识。家国情怀是重要的德育教育手段，由于高中

生理解能力与思维能力较强，对待历史事件可以从现象

与本质出发，从而发掘历史的真谛与价值，进而形成正

确的唯物史观。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家国情怀培养策略

（一）发挥正能量引导作用，激发学生家国情怀意识

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充当课堂引导者，将

历史教材中体现的正能量内容进行完善与调整，从而在

课堂上完全引入与渗透。高中生处于斗志昂扬的青春期，

内心情感比较饱满与丰富。在教师的有效指导下，高中

生家国情怀意识会被激发出来，从而帮助学生形成健康

的人格与情感价值观。家国情怀教育具有系统性与全面

性特点，需要循序渐进长期积累才可以看到成效。因此，

教师要做好充足准备，对历史教材进行分析与研究，将

其中具有教育意义的教学内容引入课堂中，让学生了解

正能量的价值与作用。

例如，在《鸦片战争》教学时，湖广总督林则徐

上书道光帝，陈述鸦片泛滥产生的危害，请求禁烟。在

1839 年，林则徐缴纳英美走私的大量鸦片，并且在虎门

海滩当众销毁，这就是著名的虎门销烟事件。这次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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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林则徐将彻底激怒的英国人与美国人，从而在他

们的阴险算计与内外勾结下，导致后期鸦片战争以失败

告终。通过历史事件背景的描述与讲解，学生不仅了解

了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同时还发现了历史这时候的

本质与意义。教师通过问题引入方式：“清政府屡屡战

败，从中你会得到什么启示？”学生陷入一阵思考中，

并与其他学生共同探究与讨论，从而激发出学生身上的

正能量，体会到国家不能落后，不然必定挨打，在内心

形成民族责任感。

（二）发挥现代技术优势，丰富学生情感体验

现阶段，各种各样的现代技术手段在教学中得到运

用，广泛运用的现代技术主要有微课、微视频、翻转课

堂、多媒体以及电子白板等。家国情怀是一种内心的感

受与体验，经过外界事物的刺激与熏陶，在内心中逐渐

发生质变与影响，也就是说，只要学生内心受到的震撼

感越强，其内心情感变化将更为深刻。现代技术的有效

运用，会实现教学内容的形象性与具体性，在营造的历

史教学情境中，实现情感因素的渗透，从而激发学生情

怀。

例如，在《抗日战争》教学时，历史教师首先运用

多媒体辅助教学技术，将日军侵华过程中造成的累累恶

果图片进行整理与分类，然后制作成为幻灯片，播放给

学生。教师按照不同主题，如，南京大屠杀、细菌战、

化学战等。分别添加图片与文字说明，必要时配上视频

短片，从而加深学生对这段历史的了解与认识。当学生

看到视频与图片之后，内心的想法被激发起来，从而产

生对日军侵华的痛恨，让学生体会到美好生活来之不易，

是革命先辈用鲜血换回来的，有利于学生正确历史价值

观的形成。

（三）结合现实生活，感受国家成就

1949 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此以后在政治、经

济以及思想文化方面都取得非常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

都是学生学习的内容，在熟知中国发展历程中，提高对

国家的认同感与使命感，感受到国家的国运昌盛与兴旺，

给人民带来无限幸福与喜悦。

例如，在《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教学中，虽然

中国的民主建设历经磨难与曲折，但是中国共产人一直

坚信民主政治，促使其建设的完善与健全。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发扬民主政治思想，践

行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又

如，在《建国以来的重大科技成就》教学中，课本中先

后介绍两弹一星与载人航天飞船的研发，介绍杂交水稻

之父袁隆平的重大研究成果，任何一项科技与事业的发

展，都将代表着国家的地位，突显出在世界舞台上的价

值。历史教师选择近现代科学技术成就项目，通过实际

生活中科学技术成就的展现，让学生体会到中国在科学

领域上不输给发达国家。通过历史教师的引导与渲染，

学生对祖国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们会因为祖国的强

大而感到自豪，发现中国人在世界任何角落都有话语权，

强大的爱国情怀被激发出来。

（四）发挥本地名人作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学生生活家乡都会出现具有影响力的名人，这些名

人对学生的思想与行动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学生将他

们作为学习榜样，希望自己未来也能够如此成功。因而，

历史教师要充分考查学生家乡优势，挖掘出学生家乡具

有代表性的名人名事，将其具有爱国情怀与精神品质充

分发挥出来，进而为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

的家国情怀。

例如，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教学时，

历史教师便可以发挥出当地的名人效应，在实践教学中

列举张謇创建近代实业与学校的案例。张謇是一名南通

人，主张“实业救国”，是中国棉纺织领域的创始人，一

生共创建 20 多家企业和 370 所学校，为我国民族工业兴

起与发展做出来卓越贡献。历史教师通过张謇身上的事

迹去感染学生，让学生情感得到升华。在名人效应影响

下，学生情感被激发出来，促进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培养，

有利于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渗透与融合，运用名人真人

真事激发学生家国情怀。

（五）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吸取积极教学内容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上下五千年积

累下来的瑰宝，在对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会增

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责任感。虽然我国传统文化形式

多样，存在一些糟粕，但是只要认真分析与研究，会吸

收与消化更多积极文化内容，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继承与弘扬。

例如，在《宋明理学》教学时，历史教师教学中，

要发现其中积极正能量内容，不要被理学三常五纲消极

思想所影响，教师坚信理学只是当时封建社会的理念，

并不是控制人们思想，摧残人性的主谋。如果教师之前

未进行正确的理解与认识，那学生便会受到理学消极思

想的影响。经过教师的分析可知，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要充当传统文化的践行者，

掌握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技巧，充分吸取积极正能量

思想，如道德思想、爱国思想、勤俭节约、诚实守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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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肩负起中华优秀文化弘扬与

继承的重任。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中历史学科中包含着大量的德育教育

内容，对学生成长与学习有着促进作用。同时，强调家

国情怀教育，是践行新课改要求的重要举措，因此，高

中历史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家国情怀教育的重要性与作用，

结合现代化教学技术，实现历史事件的重现，丰富学生

情感体验，注重正能量教学内容的引入，培养家国情怀

意识与精神，充分发挥名人效应，以榜样力量影响学生，

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价值，增强

学生的民族责任感与自豪感，让学生感受到作为一名中

国人自豪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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