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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初中历史教学中价值观落实的方法 
◆杨皓舒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摘要：初中历史教学有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天然优势，教师应抓

住一起合适时机向学生渗透价值观教育。为了提高效率，教师有必要探

索价值观落实的合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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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作为基础教育的一门重要学科，不仅承担着传承历
史专业知识的功能，而且因为历史学科本身的人文特性，也决定
了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教育特性。历史学科 大的优势
就是课本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教师可利用课本原
有的素材，巧施善导，对学生巧妙渗透家国情怀，于无形中让学
生牢记历史、以史为鉴、提升认知。 

一、树立教师本身正确的价值观 
教师是学生在学校的领路人，教师自身的价值观会通过课程

直接呈现给学生，所以为了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教
师必须加强自身学习，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就要求教师有更丰
富的专业素养，更充裕的时间读书，更丰富的阅历，更缜密的思
维，更成熟的看法。不忘初心，用更多的时间读史、思考、共鸣、
升华，在课堂上引领学生并与之共同成长，和学生产生情感共鸣，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二、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情感态度价值观是人文情怀的体现，是学生思想内化的体

现， 好的办法就是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主动参与其中，
获得自己的感悟和认知。例如在学习五四运动的内容时，可以先
让学生查阅相关历史文件、视频，让学生扮演巴黎和会上各国势
力，体会弱国无外交的悲哀， 真切的贴近历史。从人物心理来
看，现在的初中生和当年的五四青年年龄相仿，对国家、民族都
肩负着各自的历史使命，有情感共鸣，因此更能激发学生的爱国
热情，进而转化成为国家命运不懈奋斗的探索精神。 

三、巧妙运用多种资源 
首先，教师要合理利用多媒体手段。现在是信息化时代，历

史教学不能再依靠单一的课本进行教学，这样不仅不能引起学生
的学习兴趣，还会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针对这种情况，如何在
教学中用好多媒体设备，使其成为教师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的有
效途径，值得我们思考。例如在讲解长征一课时，长征精神的具
体内涵是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是勇于战斗，无
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是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是
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对于现在的初中生来说，长征
对于他们有距离感，时代感，为了更好的理解长征精神，在上课
之前，教师就可以安排学生搜集关于长征的故事、音乐、纪录片、
影视资料、纪念碑和亲历人员的回忆录。在上课的过程中，利用
多媒体资料，在适当的环节合理利用上述资源，让红军长征的一
幕幕再现。这些长征的细节感人至深，很多学生流下了泪水，也

使学生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人民军队、热爱祖国，珍惜今
天的幸福生活，也使我们的情感教育不至于流于形式。 

其次，教师可灵活运用身边的历史资源。教师获取历史教学
资源除了传统的史料、图片、视频，还可充分利用身边的文物古
迹，尤其是家乡的历史文化。家乡的历史文化对于学生来说，非
常熟悉而且倍感亲切，教师要做的就是将家乡历史文化与教学目
标有机结合，形成教学合力，培养学生的正确价值观。笔者工作
的承德市，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资源丰富，尤其是避
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这都可以作为历史教学资源加以运用。试
以避暑山庄为例，人们常说“一座山庄，半部清史”，其实山庄
不仅见证了清王朝从鼎盛到衰落，也见证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沧桑
变化。避暑山庄的修建就可以联系到初中历史清代民族关系一
课，体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让学生感受到我国民
族关系的主旋律就是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避暑山庄内著
名的康熙三十六景和乾隆七十二景都与康乾盛世息息相关，但到
了近代，随着清朝闭关锁国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避暑山庄
也渐渐败落下来，辉煌不在，让学生体会到开放的重要性，不可
故步自封。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进驻避暑山庄，将荷花池填
平成为跑马场，抗战结束后，荷花池再次回复原状，没想到在没
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敖莲再次焕发生机，这不正体现了中华民
族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向侵略者屈服的精神吗？通过这样的课堂
安排，学生更加了解家乡，更加热爱家乡，汲取当地历史文化的
精髓，培养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1]。历史教学是价值观培养的主阵
地，历史教师需要与时俱进，把价值观教育灵活多样地切实落实
到每一堂课，为国家培养具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社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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