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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家国情怀,渗透核心素养 
——以高中历史教学为例 

周炫玉 

（岳阳市第十四中学  湖南省岳阳市  414000） 

摘要：家国情怀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对提高我国公民的爱国精神和素养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高中历史教学

中渗透家国情怀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的爱国精神，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民族自信心，同时能对学生建立历史核心素养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因此高中历史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应该重视渗透家国情怀的重要性，通过使用新型教学方法、利用信息技术优

势以及开展多种类型的历史教学活动等方式来充分帮助学生培养家国情怀，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和进步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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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深，高中学生接受到

外来文化影响越来越多，甚至导致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了崇

洋媚外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生的民族文化

自信心和自豪感不足，说明高中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应该

重视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同时在我国新课标的推动下，高中历史

教学的目标已经从传统的帮助学生掌握历史知识转变成为帮助学

生建立历史核心素养，推动学生实现全面的发展和进步。因此高中

历史教师应该重视在历史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的重要性，

推动学生实现进步和发展的目标。 

一、高中历史教学渗透家国情怀的意义 

高中历史教学中渗透家国情怀的意义能够从以下几点体现。第

一就是能对现阶段我国推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积极作用。

家国情怀的本质植根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例如顾炎武“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能够培养高中生对家庭以及国家的深切情感，

对学生塑造形成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能够起到积极的

意义。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中：文天祥、岳飞、谭嗣同都体现了个人

道德中具备家国情怀对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作用。像在我国古代君

子的目标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现代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这些文化内容本质上

都是家国情怀的体现[1]。因此高中历史教学中渗透家国情怀能够切

实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第二是能提高我国高中学生

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素质。德育一直都是我国教育中的重点工作，提

高学生的个人道德修养也是家国情怀中的重要内容。对于我国家庭

来说，学生具备良好的个人道德修养能降低学生在未来出现违法犯

罪的现象，同时能够切实推动家庭稳定。而国家能够实现良好的稳

定发展需要社会的稳定，也就是需要千万家庭的稳定。所以在高中

历史教学中渗透家国情怀能够切实提高学生的个人道德修养。最后

就是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渗透家国情怀的观念能够帮助学生提高高

中历史的掌握程度。因为家国情怀往往渗透在我国的历史变迁中，

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能够潜移默化的接受家国情怀的熏陶。像

我国历史上虽然遭受过众多的入侵，但是我国文化精神从未消亡，

甚至还对外来文化产生一定影响。通过历史的变迁能够帮助学生认

识到我国文化的坚韧和民族精神的强大，进而能够对提高学生历史

知识掌握程度起到积极作用。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渗透家国情怀的措施 

（一）使用小组合作学习法 

小组合作教学法是近年来教学效果较为显著的一种新型教学

法，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提高历史知识掌握程度，同时能培养学生的

知识探究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2]。因此高中教师

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能使用小组合作学习方法来渗透家国情怀，通

过这种方式来帮助学生建立历史核心素养，提高学生高中历史学习

质量和效率。例如教师在教学高中历史必修一中第一单元“古代中

国的政治制度”中的《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相关内容时就能

利用这种教学方法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例如高中历史教师应该

先按照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水平和管理能力对学生进行分组，保证

每个小组的知识探究能力接近，这样对发挥学生知识探究能力和思

考能力能奠定坚实基础。在对学生分组完成之后，教师应该重视对

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这样能显著帮助学生实现良好的知识内容探

究，将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知识学习上。这一课中，为了帮助学生

培养家国情怀，高中教师应该重视帮助学生理解西周政治制度是我

国数千年来家国概念的基础。因此高中教师能够对一组分配分封制

的基本内容探究任务，对二组分配宗法制的基本内容探究任务。在

对学生分组之后，高中历史教师应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在学生

讨论的过程中，高中历史教师应该重视在班级中巡视，降低学生在

讨论过程中出现说闲话等不参与讨论活动的现象。同时对于学生在

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难点进行讲解，以此来控制教学进度。在这一课

中，重难点知识就是分封制和宗法制的意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学生在探究中能明显发现在这个制度中已经充分体现家为基础，国

为大家的概念，进而对于在后面学习的历史内容能够起到奠定坚实

基础的作用。能有效的帮助学生提高家国观念的认知。 

（二）利用信息技术优势 

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信息技术和设备能应用

在我国的高中历史教学中，因此高中历史教师应该充分利用信息技

术优势来渗透家国情怀，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学生提高学习知识的

兴趣，同时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思维习惯，推动学生全面历史核心

素养的建立和发展[3]。例如高中历史教师在教学人教版高中历史教

材必修一四单元“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中《鸦片战争》

的相关历史知识时，就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帮助学生培养家

国情怀。这一课中的主要教学目标就是帮助学生了解 1840 年西方

列强开始侵华史实，同时帮助学生了解鸦片战争的背景、导火索、

战争结果、《南京条约》的影响和造成的后果。在实际教学开始之

前，教师能使用多媒体设备来展示电影《鸦片战争》的相关视频内

容，并且询问学生在这段视频中能够发现哪些历史现象，同时又有

哪些想法。通常情况下，大多数的学生都会产生愤慨的情绪。在学

生这种愤慨情绪的影响下，从而激发学生知耻而后勇奋发而图强的

强烈爱国之情。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还能够使用微课视频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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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前后的图片对比，通过这种多媒体设备的使用，能够帮助学

生更加直观的了解到鸦片战争带给我国的伤痛，对培养学生良好的

家国情怀能够起到积极作用。最后高中历史教师应该重视引导学生

建立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说明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

训，进而帮助学生形成家国情怀和爱国意识，推动学生实现全面发

展和进步的综合目标。通过这种多媒体设备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学

生能获得较传统教学方式更为强烈的情感教育体验。除此之外，高

中历史教师在平时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也能充分利用在线教育

平台、虚拟现实设备和增强现实设备来帮助学生对历史知识进行简

单的了解，对培养学生良好的家国情怀也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开展多种类型的历史教学活动 

在传统的高中历史教学中，之所以不能实现帮助学生建立历史

核心素养以及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的重要目标，主要是因为高中历史

教师开展的教学方式过于单一。对于高中学生来说，其不仅面对着

强大的学习压力，同时面对父母的期望以及选拔性考试的压力。过

于单调的历史教学方式会导致学生丧失学习历史知识的兴趣，同时

对学生掌握良好的历史知识也会造成消极影响[4]。因此高中历史教

师想要在教学中实现帮助学生培养家国情怀的教学目标，应该重视

开展多种类型的历史教学活动，帮助学生将理论化的历史知识渗透

在平时的生活中，从而提高学生的历史知识学习质量和效率，为培

养学生良好的家国情怀奠定坚实的基础。例如高中历史教师在教学

的过程中能够充分结合世界上的历史大事件纪念日来帮助学生回

忆历史知识。像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以及抗战胜利纪念日等来

帮助学生回想我国抗战的艰难历史以及最后打败日本法西斯，取得

近代以来反对外国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史实，从而帮助学生重

拾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样进一步激发激发学生爱国观念的建

立。教师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还可以使用“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

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这种网络金句来帮助学生对历史知识进行

充分的了解。如这句话也能充分利用在红军长征的历史史实中，对

帮助学生建立困境认知和克服困难观念能够起到积极作用。除此之

外，高中历史教学还能充分利用当地的历史教学资源来培养学生的

家国情怀。像教师能够带领学生到老兵的家中进行义务劳动，同时

聆听真实参与过历史事件人物的真实讲解，或者是教师能够组织学

生在清明节或者是公祭日到烈士陵园中进行祭拜，通过当地历史资

源的利用帮助学生充分建立家国情怀，最终提高学生的历史素质，

帮助学生建立历史核心素养。 

（四）构建良好的教学情境引发学生共鸣 

良好的教学情境能够帮助学生更加快速的了解到历史知识，实

现对学生情感共鸣的焕发，从而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家国情怀。因

此高中历史教师在平时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应该重视构建良好

的教学情境来引发学生的共鸣，进而在学生情感共鸣中培养学生形

成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5]。构建良好的教学情境能从以

下几点入手。第一就是不同的历史知识内容要构建不同的历史教学

情境。例如在讲解“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进步”相关知识时，就

能利用我国现阶段披露的世界领先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桥梁建

造技术以及国防科技方面高精尖战斗机、航母以及航空航天等等高

科技来和我国建国初期进行对比，通过这种对比能够帮助学生形成

良好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在讲解我国古代相关科学技术知

识的过程中，教师能够利用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地区科学研究来进行

对比，通过这种横向的对比能够帮助学生发现我国古人的聪明才

智。在讲解我国不同民族统治时期的历史知识时，教师一方面能够

讲解文化绵延不绝的原因，同时也能够通过比如讲解我国元朝的国

土疆域面积等方式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第二

就是在构建良好教学情境的过程中，教师应该重视不同学生的不同

特点，例如有的学生近代史掌握较好，有的学生古代史知识掌握较

好。那么在构建教学情境的过程中，应该重视结合对当前历史知识

掌握较差的学生特点，这样能够提高全体学生的历史知识掌握程

度，进而对学生形成家国情怀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五）深入发掘历史教材中的爱国主义素材 

最后也是最基础的措施就是深入发掘历史教材中的爱国主义

素材，高中历史教材中本身具有很多爱国主义素材，因此高中历史

教师在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的过程中能够通过深入发掘教材中的爱

国素材来实现良好的教学目标，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程度和

兴趣[6]。高中历史教师能够先对历史教材中的爱国素材进行分层，

重点关注历史教材中多个隐性和显性的爱国素材。例如高中历史教

师能够在课堂中讲解我国科学家面对西方国家以及苏联的科技封

锁实现两弹一星的研究，同时科学家在研究成功之后也需要隐姓埋

名很多年。通过这种素材的讲解能帮助学生了解科学家的爱国并不

表现在战场上，而是体现在平时的研究中。或者教师能够讲解我国

在近代被侵略的历史中涌现的革命英雄人物，通过对其抛头颅洒热

血的英雄事迹讲解来实现对学生的感染，推动学生建立对英雄人物

的崇敬以及厚重的爱国之情。或者教师能够组织学生进行爱国素材

的思考，比如说教师在讲解五四运动的过程中能询问学生在当时外

部危险的环境中，是否有勇气站出来为保家卫国而努力。这样能够

帮助学生培养抗挫折的能力，同时能够帮助学生明辨是非，建立正

确健康的价值观，推动学生实现全面发展和进步的目标。深入发掘

历史教材的爱国主义素材，既能发挥历史教材的教育作用，同时也

能对培养学生家国情怀起到积极的作用。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强化家国情怀的教育能有效的提

高学生综合素质，对帮助学生建立历史核心素养也能起到积极的作

用。因此高中历史教师应该重视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通过使用小

组合作学习法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吸引学生参

与历史教学活动、开展多种类型的历史教学活动、构建良好的教学

情境以及发掘历史教材中的爱国素材，通过这些方式的应用切实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素养，进而帮助学生实现较好的学习目标，为

学生未来的发展和进步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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