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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情怀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渗透策略 
王袖袖 

（梁山县实验中学  山东济宁梁山  272600） 

摘要：在现阶段的初中历史教育中，怎样有效的渗透爱国情怀，是一个探究与实践的主要课题。在历史教育实践中，老师应该
深入的剖析与探究历史教材内容，充分挖掘出历史教材所蕴含的爱国情怀因素。利用多样性的历史教育方法，有效的渗透爱国情怀。
学生不单单可以学习与了解历史知识，还可以有效地展开学生爱国情怀主义教育，加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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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初中时期，历史学科教育是培育学生人文素养的一个

主要手段。在历史教育中，通过有效渗透爱国情怀，能够让学生更

加深入的了解与认识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培育学生的爱国主义情

怀，。学生通过历史学习，可以充分认识到历代为了保卫国家领土

完整、维护民族团结、英勇就义的爱国人士，其为国奋斗牺牲的历

史故事。大学生可以真实的感受到爱国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

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纯纯的主要表现。 

一、密切关联历史课文内容，巧妙渗透爱国情怀 

在展开初中历史教育史，想要有渗透爱国情怀，老师就需要充

分站在历史课本这一教学基础，选一案话的对学生展开爱国主义教

育，让学生可以慢慢的培养起自己的爱国情怀。在现阶段的初中历

史课文内容中包含着丰富的有诸多史料都与爱国情怀有关。比如，

在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这篇课文时，老师要充分挖掘历史课本

内容中囊括的爱国情怀；老师可以通过讲解在“九一八事变”之后，

日本帝国主义紧追对中国的侵略。在面对民族危亡的时候，中国共

产党以及说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果断决定拯救民族危亡、北上抗

日，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封锁，中国工农红军决定从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所在地红色首都瑞金出发，进行了两万五千里的伟大

长征，在长征过程中，中国工农红军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拦

截，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在爱国主义精神、北上抗日战争战略

的引导下，中国工农红军最后打败了许多困难，最后完成了浩大的

长征的胜利，红军长征胜利之后，构建了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前往华北抗日前线，组建了各个抗日

根据地，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老师可以

在历史教育中，引领学生深入思考，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可以获得

长征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为什么可以给中国人民取得抗日

战争的伟大胜利，其主要因素是在于中国工农红军的爱国思想。通

过这样的教育方法，耳熟目染的培育学生的爱国情怀[1]。 

二、创建历史教学情景，有效渗透爱国情怀 

在历史课程教育中，老师可以根据历史教育的知识，为学生创

建一个优良的历史教育环境，使学生可以融入到历史教育情境当

中，身入其境的进行历史学习，让他们可以更加科学有效和了解历

史知识。充分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在历史教育中有效的渗透爱国

情怀。比如，在教《抗日战争的胜利》这篇课文时，老师，可以为

学生创建一个优良的历史教学情境，通过有效渗透爱国情怀，可以

耳濡目染的培育初中生的爱国主义精神。首先，创建多媒体历史教

学情境，老师可以在课堂教育中，为学生创建多媒体教学情境，使

学生可以通过多媒体课件，观看反映抗日战争的历史视频和图片，

学生在观看视频与图片的过程当中，可以真实的感受到中国人民十

四年艰难卓绝的抗日战争。通过这类的教学方法，可以使学生融入

到历史教学技术组建的历史教育情境中，身入其境的学习历史知

识。让学生可以通过情景化的学习，可以渗透爱国情怀，学生可以

真正感受到中华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

主要表现[2]。 

三、密切联系实际生活，潜移默化培育爱国情怀 

历史学科针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相当关键的作用，可以促

使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与此同时，也能够有效地培育学生的爱国

主义精神。在展开初中历史教学时，老师应该把现实生活和历史理

论知识进行密切联系，充分展现历史教学的生活实用性，使学生立

足于现实生活，更加科学具体的认识与了解历史。比如，学校女老

师可以组织学生去看望以前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爷爷，让学生

细听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爷爷陈述抗美援朝战争故事，让学生通过

这些真实的战争故事，可以真正感受到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国家的

正义战争，并且通过让学生展开“谁是最可爱的人”的讨论，让学

生可以成现实的历史当中，更加彻底的了解与认识历史，进而让学

生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更好的去传承与弘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

争中所表现出的爱国精神，并且让学生在平时的生活与学习当中推

行爱国主义，在凸显出历史教育针对性与时效性的同时，可以将爱

国主义教育真正的落到实处，进而有效的渗透爱国情怀，使学生成

为一位爱国、明理的合格公民。 

四、引用现代历史背景，加强民族自豪感 

初中现代史教育对初中生爱国情怀的养成有着相当关键的意

义。从初中学生的角度着手，他们的思维方式正位于发展时期，再

加上青春期的影响，他们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相对强，比较容易受

到社会不良思想因素的影响。在现代新媒体普遍应用的趋势下，微

信、QQ、微博等网络平台成为学生生活与学习不可或缺的工具，当

中避免不了涉及到负面影响，乃至于学生健康心灵受到摧毁。所以，

老师在上课时讲到现代文化史的同时，要提到中国梦和核心价值观

的主要内容，慢慢地提高学生思想文化境界，培育他们的爱国情怀
[3]。 

结语：在初中历史课程教育中，爱国情怀是一种关键的核心素

养内容。与此同时，也是延续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方法。老

师在教学实践当中，使用多样性的教育方法，培育学生的爱国情怀，

主动引导学生通过历史学习，从整体角度，客观具体的看待历史，

使得学生通过历史学习，可以可以获得一定的教育与激发，形成学

生良好的人文素质，促使学生能够获得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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