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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领土主权意识培养探讨  
◆詹天兵  

（重庆两江新区人和实验学校  401121）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爱国主义教育出现严重的不足，初

中生的领土主权意识也在逐渐缺失。为了提升初中生的领土主权意识，

历史教师必须要转变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方法，通过给予学生更多的爱

国主义精神熏陶，培养学生的领土主权意识。本文就初中历史教学中学

生领土主权意识培养，进行简单的分析与探讨，希望能够给历史教师提

供一些有价值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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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众所周知，初中生是中国未来的接班人。如果初中生

没有爱过意识，缺乏对领土主权的认识，就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
文化的稳定发展，从而给一些敌对势力可趁之机，破坏中国的繁
荣昌盛。因此，历史教师身上也担负着重要的教育职责。 

一、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领土主权意识的内容 
（一）培养学生历史意识 
从某种层面上看，历史就是对过去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一种总

结。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属于自身的历史，为了培养学生的领土主
权意识，历史教师必须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众所周知，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和文化，是一个悠悠古国。然而在中
国的发展过程中，既有令人激动的灿烂历史，也有令人潸然泪下
的屈辱历史。中华民族经历了数次的分裂与统一，最终形成了今
天完整的新中国。关于中国的领土主权，曾经受到严重的破坏。
在清朝晚期，由于清朝的腐败无能，与英国、法国、俄国等签订
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给中华民族的利益带来了极大的伤害。随着
新中国的发展，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必须
要养成寸土必争的领土意识。因此，初中生作为未来国家建设的
接班人，必须要以史为鉴，以国家利益为先，充分发挥爱国主义
模范作用，保卫国家每一寸领土。 

（二）培养学生法律意识 
一个国家想要繁荣富强，就必须要有独立的领土主权。领土

主权内容丰富，它也涵盖了法律层面。为了使学生养成领土主权
意识，历史教师必须要重视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通过让学生掌
握中国历史，加深学生对领土主权的认识。众所周知，在中华民
族发展的今天，仍有一些敌对分子和不法分子意图分裂中国。因
此，作为中国公民，必须要依靠所学的知识，用正确的法律手段
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通过实际行动，粉碎敌对势力的不诡计划。
树立学生领土主权法律意识，能够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合法的
领土主权，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意识和情怀，从而使学生能够成
为爱国主义的宣传者。 

（三）培养学生职责意识 
无国即是无家。为了培养学生领土主权意识，历史教师必须

要重视培养学生的职责意识。生活在中华大地的每一个人，都有
保卫国家的职责。尤其是青少年，他们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担当者，
肩负着保卫国家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职责，以及建设中国的历史使
命，历史教师必须要给予正确的引导，帮助他们树立领土主权意
识，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通过强化学生的爱国情怀，让学生能
够从实际生活中找到爱国途径，帮助国家走向繁荣富强。 

二、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领土主权意识的方法 
（一）教师应梳理教材内容 
基于历史教材内容，教师必须要进行再次的梳理。通过把历

史人物形象化，将每一个国家和民族英雄的傲岸形象展示给学
生，让学生能够更加深刻地体验和感悟到英雄们的爱国情怀。例
如，在学习古代史时，历史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重点
讲述几个爱国英雄，如抗金名将岳飞，抵抗倭寇的戚继光等。通
过讲述这些英雄舍小家顾大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以及
保卫国家领土，抵抗外族侵略的光辉事迹，全面激发学生的爱国
情怀。另外，教师还应把握学生的爱国思想动态，通过进一步引
带领土主权知识，提升学生的历史知识水平，培养学生的历史核
心素养。 

（二）将教学内容深入化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领土主权意识，历史教师必须要重视将

教学内容深入化。通过给学生讲解生动的历史故事，帮助学生树
立正确的历史思维。让学生在记忆历史知识的同时，理解和感悟
历史。例如，在学习近代史时，历史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状
态，重点讲述一些丧权辱国的历史故事，以激发学生的领土主权
意识。在近代史中，中国也有很多爱国英雄，如撞击敌舰的邓世
昌，奋勇杀敌的左宗棠，不惧死亡的夏明翰等。历史教师通过将
这些英雄保卫国家的精神进行深化，给学生注入爱国情思，让学
生充分意识到自身的使命。 

（三）多元化的教学方式 
培养学生的领土意识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历史教师不断

转变教学方式，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学生的历史意识，促进
学生的历史情感。实现多元化的教学方式，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历
史，理解领土主权，从而使学生能够与历史事件形成更多的思想
共鸣。基于此，历史教师必须要利用信息技术，给学生寻找一些
爱国历史资源。通过播放相应的视频，让学生理解当时英雄们的
选择，以及英雄的思想格局。通过开展一些历史课外活动，给学
生讲述一些分裂中国的方法和手段，让学生能够正确认识破坏中
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从而依据自身所学知识，不断宣传爱国主义
精神，从而带动身边人的爱国情怀。历史教育在于提升学生的历
史意识，使学生能够表达出正确的历史情感，使学生能够树立保
卫国家的志向。 

（四）倡导历史课外阅读 
想要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单单依靠教材是不够的。为了培

养学生的领土主权意识，历史教师必须要给学生布置相应的历史
课外阅读任务。通过阅读课外历史，拓宽学生的历史视野，提升
学生的历史格局，从而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历史与国家的关系。在
检验历史课外阅读效果时，历史教师应根据命题内容，让学生写
一些读后感。通过相应的教学评价机制，找到学生在历史上存在
的不足，进而进行有阵对性的教学。通过依托历史大环境，激发
学生的历史情感和爱国情怀，从而使学生能够将保卫中国领土当
成自身的职责和义务，进而将学生培养成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素
质人才。 

结语：总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领土主权意识，
就必须要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通过依托历史人物和事件，让学
生吸收和理解相应的历史知识，从而使学生能够以史为鉴，提升
自身的爱国能力。通过提升学生的领土主权意识，使学生能够发
展成为保卫祖国利益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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