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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初中历史课程资源   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素养 
卢翠凤 1  王荣 2 

（1.江苏省东台市五烈镇廉贻中学；2.江苏省东台市教师发展中心)   

摘要：初中历史教材有着大量与爱国教育相关的素材，挖掘教材中丰富的与爱国教育主题相关的课程资源，拓展学生的认知空
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爱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提升学生道德素养，促进学生学科素养的发展。鉴于此，教师要充分
挖掘教材资源，整合相关教育内容，开展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提升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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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初中生浓厚的家国情怀，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热爱祖国，热

爱家乡，弘扬传统的中华优秀文化，增强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这

是学科教学的基本目标。针对初中历史学科教学，教师要结合学科

的基本特点，充分挖掘教材内涵，强化学生的思想认识，并通过开

展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让学生掌握必备知识的前提下，丰富学生

的情感要素，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并将之转化为学习的动力，不

断激发学生的情感要素，提升学生思想道德素养。教师在挖掘教材

内涵的基础上，既要通过中国古代灿烂辉煌的文化成就渲染爱国氛

围，还需要结合近现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救国救民和发展社会主义

道路，谋求国家独立，人民幸福的志士仁人，让他们从中汲取精神

营养，不断丰富自己的爱国情怀，提升自我思想认知，认真践行爱

国之举，实现知识与学科素养的共同进步。  

一、初中历史学科教学开展家国情怀教育的价值  
（一）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增强青少年的民族认

同感。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成就辉煌，意义深远。比如，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等意义丰富艺术精品，这些都是重要的教育素材，对于青少年思想

道德素养教育提供宝贵的资源。教师要结合初中历史课程资源，比

如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等，这些都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

贡献，通过教育活动，让学生能够产生强烈的自豪感与民族认同感。 

（二）激发学生强烈的爱国情感与责任担当，增强学生的历史

史命感。 

教育学生不仅有强烈的爱国情怀，还必须将这份情感体现于平

时学习生活过程之中，通过肩负的责任与义务，强化责任担当，增

强学生历史的使命感，凝聚力量，团结奋进，能够让他们形成坚强

的意志品质。教材中，不仅仅体现于中国古代文明灿烂辉煌的历史

成就，还包括中国的近代化道路探索的过程，这些充满荆棘丛生、

艰难曲折，给学生不仅仅思想教育，还教育学生能够从中感受汲取

精神营养。从一位位为国捐躯的革命者中，无数志士仁人，他们为

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甚至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通过

这些爱国事迹，同学们由衷敬佩与敬仰，爱国热情与责任担当被激

发出来，将强烈的爱国之前转化为为祖国富强而奋斗的力量。 

（三）教育引导学生具有大爱情怀，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与世

界意识。 

在改革开放与全球进程一体化不断深入推进的今天，中国必须

接轨全世界各个国家，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的一员，对

人类发展做出贡献，教育引导学生必须有大爱情怀，包容之心，开

拓学生的视野，运用世界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新月异的变化。因此，

教师要引导学生通过世界史的学习，挖掘教材中体现世界格局发展

新变化，感受各国文明的丰富多彩和多元特色，对世界文化的认同，

理解和尊重各国不同的文化传统，顺应时代发展，突显中国文化特

色内容，融入到多元发展之中；另一方面，教师要把握中国发展的

脉搏，领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世界各

国人民携手共进，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 

（四）落实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发展，聚焦立德树人根本教育任

务。 

在新课改下的历史教学中，学生除了掌握主干史 实外，还应

知晓史实发展的来龙去脉，并由此归纳人类 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同时掌握基本的、必要的学史方 法，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 标准（2017 年版）》明确提出了唯物史观、

时空观念、历 史解释、史料实证、家国情怀等五大历史核心素养。

这 些核心素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有效满足了 新课程改

革对现今历史教学的要求。可见，在历史教 学中落实家国情怀教

育是在真正地培养“人”，培养对 未来社会发展有用的“人”，

而不是将人培育成只会汲 取知识和考试的机器，这既是立德树人

教育任务的要 求，也是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需要，还是实施新课

程改革的必要举措。  

二、挖掘教材课程资源，实施家国情怀教育的基本路径  
（一）整合教材前后知识内在联系，传递家国情怀。 

思想教育活动既是启发，也是潜移默化的过程。培养学生的家

国情怀，不需要在历史课堂上搞轰轰烈烈的场景渲染，也不需要学

生的大声呐喊，而需要在教学探索中，结合历史事件，并将之前后

串联起来，通过教师声情并茂的言语讲授，学生的课堂探索与讨论

等，通过对历史细节的巧妙引领和学生的参与过程中认真细致的体

验，是一种对家国情怀的传递，并自觉将之形成平时学习的动力，

以自己实际行动去爱祖国，爱人民，爱家乡。针对统教版的教材编

写特点，有关不同教育主题的教学素材在不同阶段都以不同的历史

事件呈现出来，有的是课堂教师的主要教授内容，有的是学生的课

堂阅读材料等等。教师要整合前后知识联系，从课堂教育主题入手，

整合与之相关的历史素材，巧妙构思、细心挖掘，抓住最有利于进

行家国情怀教育的历史事件开展教学实践活动。例如：探索部编版

八年级上册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这一章时，教材内容从“难忘九一

八”，“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直至最后一课“血肉筑长城”，

教师可以将这几个历史事件串联起来教学，按照时间顺序，从事件

发生的缘由到事件的过程，影响等方面整合起来教学，通过利用整

合相同主题教学，将整个教学内容串联起来，培育学生家国情怀的

效果在一整章节中起到立竿见影之效。  

（二）根据教学设置开展特色实践探索活动，升华家国情怀。 

统教版初中历史教材设计了很多与爱国情怀相关的实践探索

活动，教师要结合教学的目标，有计划有目的的开展富有特色的实

践探索活动，避免机械乏味的课堂讲解与思想灌输。要通过紧密联

系历史事件相关的素材资料，置于学生爱国情感的氛围之中，参与

的过程中让 学生潜移默化接受家国情怀教育，既激发学生的情感，

又能够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实践探索能力和沟通协作能力。

比如：在探索“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

让学生通过网络查询相关资料，给他们充分自主感受的时间，然后

有感情诵读素材，语言表达中充分感受北平学子誓死保卫国家，奋

起反抗外敌的精神；再如，在历史课堂上开展“中国传统节日的起

源”的百家讲坛，选定好一两位同学走上上台，绘声绘色的表达，

激情四射，兴趣激昂，表达爱国热情，憎恨敌对势力；开展“抗日

救亡”歌曲大联唱；以“我崇拜的抗日英雄的故事”为主题开展演

讲比赛等等，这些特点鲜明，主旨清晰，选择的素材广泛，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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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中的介绍，也可以是自己的体会感悟等，他们充满兴趣，易于

实现情感共鸣。 

（三）切合教学内容挖掘社会资源，内化家国情怀  

生活资源也是课程资源的重要内容，要根据教学内容密切联系

生活中的教学资源，并将之灵活渗透于课堂教学活动之中，不仅引

导学生从历史学科素养的角度分析教学内容，还有效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有利于学生在生活化课堂探索中思考历史，现实生活中检

验历史，学会运用历史学眼光分析问题，充分发挥历史学科中的内

在价值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另一方面，生活中的很多相关的生活化

资源，包括历史博物馆，烈士纪念馆，历史遗址、珍贵的历史照片、

历史电影剧等，通过这些现实的历史资源，充实课堂学习内容，引

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探索与学习内容相关的历史事件，帮助学生更

形象直观地内化家国情怀，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 

例如：部编版八年级下册《社会生活的变迁》这节内容，首先

教材的设计内容就紧密联系当前改革开放的现实背景，通过对比了

近代中国满目疮痍的悲惨，从中让学生感受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发

展大潮中，人民生活的变化，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教

师可以让学生利用课前的时间开展实践研究，搜集相关的生活资

源，从人民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等多方面进行对比，以图片、 

视频资料的形式呈现出来，不仅让让学生有了直观感受，还形成了

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定意志，将这些感触内化为家国情

怀，表现在学习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四）根据课堂立意拓展课程资源，指向家国情怀。 

根据教材中的每一章主旨，教师要灵活拓展课程资源，通过收

集课内外相关的素材资源，充实课堂探索内容，为激发学生的情感，

主动参与课堂学习活动提供平台，通过这些相关素材的阅读，分析，

探索，目标明确，指向家国情怀教育，并对学生进行历史唯物主义

教学活动，既体现学科价值，并塑造学生灵魂。 

比如，在教学七年级下册《辉煌的隋唐文化》这一节时，根据

本节课的课堂立意，弘扬传统文化，激发学生爱国情怀，教师既要

抓住教材中的赵州桥，调版印刷以及唐诗欣赏等教学资源开展教学

活动，也需要拓展课程资源，根据地方体现悠久文明历史的建筑物

等，引导学生从历史的角度理解，欣赏这些作品，学生感受到隋唐

时期世界领先的科技成就，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也让地方富有

特色的文化在学生心中落地生根，从心底能够让学生增强民族自信

心，树立民族认同感，归属感。 

总之，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以家国情怀教育活动为主要内

容，既要明确目标方向，也必须结合学生的学习基础与实际，通过

多种教育方式，使师生处于“共情”教育状态，获得历史学科知识，

也从学生素养成长角度，促进学生在爱国品质方面得到更好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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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纪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

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发。”新疆各族人民自古至今都

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他们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

做出了巨大贡献。新疆方志全面记录了新疆各族人民为建设新疆与

保卫新疆做出的贡献，为新疆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和

启示。在“新疆地方史”课程教学中，通过深入挖掘新疆方志的史

料价值，将其应用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可以发挥其重要的思想教

育价值，可为新时代高校大学生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

民族观、文化观与宗教观提供重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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