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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实施策略 
欧阳波 

（江西省安远县第一中学 342100） 

 

高中历史课程的重点之一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渗透，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

对爱国主义的认知，充分的激发起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笔

者认为，高中历史因其学科特殊性，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上有独特

的优势。笔者结合教学经验，提出高中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

策略。 

一、创设情境，提高爱国主义认知 

情境教学能让学生如身临其境般感受历史事件、体会历史变

迁，从而激发学生最真实的感情色彩；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

重要的历史人物，因其年代久远，所以对学生来说较为陌生，而教

师只是单纯的讲课，很难使学生产生感情上的共鸣，因此教师可以

创设一定的历史情境，引导学生融入情境当中，丰富学生的历史情

感，使学生充分感受到国家蒙难的屈辱、国家辉煌的喜悦，将干枯

的语言描述变为情感的共鸣，从而充分的提高爱国主义认知。 

例如在讲解“全民族浴血奋战与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课时，

笔者首先在课件中展示日军的残暴侵略行为，让学生形成基本的抗

战局势概念，随后着重介绍了平型关大战、台儿庄大战、左权英勇

就义等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对其抗日过程进行详细的描述，并展

示影视作品、纪录片片段，通过丰富的史料创设良好的情境，使学

生在无形中感受到中国人民抗日的英勇无畏精神，进而笔者提问

“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学习到什么精神？”，学生能立刻从上述事迹

中感受到中国人民不惧艰险、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也能体会到左

权将军为民族解放而奋斗、为中国独立而牺牲的优秀品质，这时学

生对爱国主义的认知明显提高；又例如在讲解“东方主战场”这一

子目时，笔者着重阐述了各政党、群体统一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

的基本情况，借助纪录片、图片、文字史料营造众志成城的抗战氛

围，学生自然能够感受到那一特殊时期民众的团结精神。总之，通

过情景教学的设计，使得学生即使在和平年代能够感受到国家遭到

入侵的屈辱、感受到抗日斗争的伟大，这能够加深学生对爱国主义

的认知，使学生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在高中历史阶段，教师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要避免单一的说

教，而要尽可能地挖掘历史素材，通过学习情境的创设引发学生的

积极思考、使学生产生情感共鸣，加深学生对爱国主义的认知。  

二、深挖教材，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在学生建立起对爱国主义的认知的基础上，教师要充分地做好

教材地发掘工作，通过充分地史料研读、教材讲解，充实学生的爱

国住主义思想内涵。很多一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止步于爱国主义认

知认识，认为学生只要产生了对国家地认同就可以。但是认知并不

一定是完全正确地，并且认知也不会直接上升到情感层面，学生通

过课堂所建立起来的爱国主义认知需要及时有效的引导。因此教师

要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将理论与教学相结合，引导学生的爱国主义认

知向积极、健康、多样化的情感方向发展。 

例如在讲解“西汉的强盛”这一子目时，教师可以借助史料着

重讲解霍去病三次北击匈奴、张骞出使西域等内容。张骞出使西域

与西汉西征是联系在一起的，书中对于这一部分只是简单带过，教

师可以展示《史记》中《匈奴列传》、《西域传》等史料片段帮助学

生理解：匈奴打败大月氏并杀掉其国王，因此西汉派张骞出使西域

笼络大月氏作为其盟友共同攻击匈奴。通过史料的补充，学生不仅

可以明白《中外历史纲要》中没有明确指出的前因后果，更好的加

深对历史的理解，而且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客观、辩证的看待民族关

系，理解中原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国家的纷争与交流，帮助学生树

立正确的民族意识以及正确的爱国主义情感观。 

三、关注实践，落实爱国主义 

很多学生经过课堂的教学，不仅对爱国主义有深层次的认识，

而且希望能够在生活中表达出自己实际的爱国热情。因此教师要进

一步引导学生行为，通过任务目标的设计，帮助学生将内化的爱国

主义行动变为具体的爱国主义行为，使爱国主义的行为更具有目标

性。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经常选取影视剧中的重要片段或者选择影

视作品剪辑等帮助学生学习历史，或者鼓励学生亲自前往博物馆或

者访问当地的遗址遗迹等，通过多种方法去学习历史。而落实爱国

主义除上述方法外，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将其与班级教育相结合，

使爱国主义有持续的、外在的作用对象。例如在讲解“新中国的外

交成就”时，笔者着重讲解了国家权力的博弈、国家利益的至高无

上性，并形象的将国家间的形象比喻为同学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同

学之间就像是国家之间，都会有各自的形象。国家外交的具体行动、

国民每一个人的素质，其实就是国家的形象的具体化，而每一个人

都代表着一个“国家”，如果自己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赢得别人

的赞许，就需要注意自己的每一次行动、关注到自己的素质，在班

级当中应该以身作则，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要以正确的行为

为自己赢得良好的“国家”形象。这不仅有效的进行了班级教育，

而且将爱国主义落于实际，使学生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好

的在生活实践爱国教育，更好的进行自我教育。 

总结： 

高中阶段是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重要时期，若教师不能有效的

帮助学生树立起爱国主义的正确认知，学生很容易会在日后生活中

产生价值观的偏差。因此教师要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努力促

使其内化。在高中历史阶段，爱国主义的教育是具有层次性的，是

渐进深入的。教师要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提高对爱国主义的认知，

通过深挖课本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通过任务目标设置等方法

落实爱国主义行为。学生通过教师的引导，能够在历史教学中逐步

了解爱国主义、实践爱国主义，能够将课堂所学与实际生活相结合，

在学校、家庭、社会中树立起正确的爱国主义行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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